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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山前平原地下水变化趋势与农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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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水资源短缺是华北平原农业持续发展和经济腾飞的主要限制因素=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用水量急剧

增加C同时降水量明显减少=造成了华北平原水资源匮乏=地表干枯=连年超采地下水=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D形成

很多地下水下降漏斗区D针对太行山山前平原水资源特点=以栾城县为例=研究了山前平原地下水变化规律E补给

因素E排泄方式=同时对地下水资源进行了平衡分析=据此提出了太行山山前平原农业用水方略D
关键词B山前平原C地下水C变化趋势C农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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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栾城县位于太行山脚下=石家庄市东南=属于山

前冲积洪积平原=由滹沱河E槐沙河两个冲积E洪积

扇及扇间洼地组成D本县地势平缓=地面高程 H@:
;;qC土壤肥沃=是典型的高产农业区D总面积 *KG

2q(=拥有 *)!(*1q(耕地D由 *个地貌单元组成

即B滹沱河洪积E冲积扇?西部边缘AE槐沙河洪积E冲
积扇?北缘A及扇间盆地D属于暖温带大陆型季风气

候类 型D年 平 均 气 温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H!@&GqqD

本县属于太行山山前平原区水文地质单元的一

部分=按其沉积次序及岩性可分成滹沱河洪积E冲积

扇与槐沙河洪积E冲积扇两个亚区D滹沱河洪积E冲
积扇亚区分布于北部E中部和东南部=其中北部E中

部富水性好=南部富水性较差D地下水分布于 H个含

水岩组=水质良好D第 "含水岩组底板埋深在 "(:
()qC第 (含 水 岩 组 底 板 埋 深 在 ;):"()q=*:G
个含水层=单层厚度 @:"@q=属于微承压水=是目

前 主 要 开 采 段C第 *含 水 岩 组 底 板 埋 深 ";):(*)
qC第 H含水岩组含水层变化很大=底板埋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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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沙河洪积&冲积扇两个亚区位于栾城县西

南部’含水组底板埋深 !()*($’含水层厚度为 ""
)"!$’富水性差%

" 浅层地下水位变化趋势

栾城县浅层地下水位具有季节变化规律’每年

+月份以前’由于农作物需水量较少’地下水位埋藏

较浅,+月以后’随着灌溉用水量的增 加’地 下 水 位

明 显 下 降,直 到 雨 季 到 来 后’随 着 累 积 降 水 量 的 增

加’地下水位逐渐回升%每年地下水位最深的时间是

-月份’最浅的是 "月%

图 # 浅层地下水位季节变化

图 " 地下水位年变化

统计地下水位多年变化可知’自 #./(年以来栾

城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从 #.*.)#...年变化幅度

最大’地下水位埋深平均每年下降 (0*+$%到 #...
年平均地下水位埋深达到 "10/$%从 #.*.)#...
年 #(年间’除 #../年遇到特大降水年以外’地下水

位几乎持续下降%假设水文地质条件和需水量变化

不大’对将来 /(年地下水位变化进行了趋势预测’
图 +显示了 #(年后地下水位将达到 ++0*.$深,+(
年后地下水位将达到 1#01*$,1(年后地下水埋深

将达到 /.0"-$%可以预计’如果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如图 +直线所示’1(年后将有部分地方采空第 "含

水组水分并且地下水开采难度和费用将成倍增加%
因为在栾城县境内’水力坡度方向从北向南’北

部地下含水岩组富水性好’含水层厚%含水层厚度由

北向南依次减弱’导致地下水位埋深区域差异明显’
北部浅南部深2图 !3%

图 + 地下水位变化趋势预测

图 ! 地下水位区域差异

+ 地下水的补给

降水入渗&山前侧渗和坑塘渗漏是本县地下水

主要补给源%下面分别分析这几种水源对地下水的

补给量%
降水入渗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水源%但是近年

来’天然降水量在下降%统计 #./()#...年降水资

料发现’#./()#./.年年平均降水量比 #..()#...
年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高 #1-0("$$%#./()#./.年&
#.-()#.-.年&#.*()#.*.年和 #..()#...年 #(
年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分 别 为 1*(0(!$$’!.#0+!$$’
!!*0+.$$和 !"+0("$$%所以’降水对地下水的

入渗补给量同时也在逐渐下降2表 #3%
由于目前地下水位埋藏较深’次降水对地下水

的补给作用不明显’所以不计算次降水的补给量%但
是年总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作用很显著’根据栾城

县水利局的资料’本县降水入渗补给系 数 采 用 45
(0"-#’按照2#3式’采用从 #./()#...年多年平均

降水量’计算出栾城县年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为

#+#0/"$$2折合 1""10+万 $+3%
67564 2#3

式 中86799 降 水 入 渗 量 2$$3,699 降 水 量

2$$3,499入渗系数%

:*!#: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 *卷

万方数据



表 ! 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

年份 降水"##
降水变化量

"##
降水入渗"
##

降水入渗"
!$%#&

入渗变化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前侧渗对地下水的补给作用是山前平原特有

的补给源0根据河北省资料1栾城县山前侧渗对地下

水的补给量平均为 .%$+万 #&"20由于近年来降水

量减少1地表径流几乎全部被坑塘储存1没有入海径

流0所以坑塘渗漏是本县地下水的另一补给源1根据

统计资料全县平均坑塘蓄水深 !*,+##1采用渗漏

补 给 系 数 34$,&*计 算1全 县 坑 塘 渗 漏 补 给 量 为

.!-,’万 #&0
5467879 :.;

式 中<5==对地下水的补给量:#&"2;>6==降 水

入 渗量:#&"2;>8==山前侧渗量:#&"2;>9==坑

塘渗漏量:#&"2;0
按照 .式 54-+*!,.?!$%#&"20

% 农业灌溉用水与地下水位变化

农业用水占本县总用水量的 +(,%@1本县灌溉

用水几乎全部为地下水0根据调查1平均次灌溉量为

-*$#&"A#.1玉 米 全 生 育 期 平 均 &次 灌 溉>小 麦 全

生育期平均灌 *次>棉花 %次>油料作物 &次0按照

!’’+年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计 算1年 灌 溉 用 水 量 为

!&-’&,+万 #&0与对地下水的补给量相比1地下水

超采 *’%.,(万#&0给水度取B4$,!*1地下水位将

会下降$,’’+#0因此1农业灌溉用水量是导致地下

水位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0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是保

持地下水采补平衡的关键0

* 农业持续发展的用水方略

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农业特续发展的基础和保

证0地下水资源的采补平衡是栾城县水资源持续利

用的关键1保护地下水资源必须作好以下几方面<
*,! 加强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对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非常重要0加

强水资源管理包括用经济C法律和行政的手段调节

水资源的利用0依据水法C明确责任C充分发挥各级

水资源管理部门的作用1让农民参加水资源管理1通
过调节水费等方法增强农民节水的自觉性0

表 . !’’+年农业灌溉用水量

作物 播种面积"A#. 灌水量"!$%#&

小麦 .*$$$ ’&-*
玉米 !($$$ &($$
大豆 .!&. %-’,-

油料作物 !&(& &$(,-
棉花 !$+ &.,%
总计 %%($& !&-’&,+

*,.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不同作物具有不同的需水特性1应根据水资源

特点1安排农业种植结构1充分利用天然降水1减少

地下水的开采0在栾城县应减少耗水量大的作物如

冬小麦和蔬菜的播种面积0但是近两年来受市场经

济的影响1农民不顾水资源状况盲目发展耗水量大

的草业和温室蔬菜1这将加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和

地下水的进一步超采0
*,% 发展节水农业

目前面临着水资源十分短缺1同时又严重浪费

的局面1所以农业节水势在必行0节水农业是以水资

源状况定农业的发展1采用节水技术进行农业生产0
同时采用滴灌C喷灌C渠道衬砌C地下低压管道等工

程节水措施和节水品种C高效灌溉制度C覆盖技术及

水肥耦合技术等农艺节水措施提高灌溉水的资源利

用效率0

( 结 论

栾城县地下水水位连年下降1农业对地下水的

开采量超过地下水的天然补给量1地下水资源状况

十分严重0必须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1节约用水1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1发展节水型农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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