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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泥炭采空区回填地及周边区域

地下水位动态变化分析报告

王志民，陈开陆

（西昌学院 农学系，四川 西昌 %’#"""）

!" #$ 为确定新桥泥炭采空区回填地及周边区域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丰田泥炭公司越西分公司于"+年,月在回填地及周边区域安置水位计，定点定时测定地下水

位，共采集水位数据%""%&个。 本报告在分析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对地下水位年际内动态变化及

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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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泥炭开采区位于越西县保安藏族乡，地处

东 经’"!·,,·’#’ 0 ! 1’"!·,+·,"’ 0 !， 北 纬!&·+%·
’#’ 0 ! 1 !&·+&·""’ 0 !。开采区地处凉山山原区，系

山间湖沼盆地，海拔标高2’(/!12!"’"3，盆底标高2
’(&#12’(&/3。盆周山坡陡峻，盆底平缓，盆地盆底

以南有梨花沟发育，向北穿过盆地流入漫滩河而后

汇入大渡河。

采区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北至保安乡政府，南迄

耿家湾，长,4&53 ，宽"4&53 ，面积,4"’53!。气候属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寒夏凉，年均温’#6，’1!月

为霜雪期。年降雨量’"""1’!""33，干湿季分明，全

年降雨集中于/1(月，其余月份降雨稀少。区内为藏

族、彝族、汉族杂居区，人口较密集，基本无工矿企

业，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产玉米、洋芋、水稻、小

麦等，经济作物有花椒、核桃和向日葵。总体经济不

发达。

新桥泥炭矿为“四川丰田泥炭开发有限公司”购

买所属的露天泥炭矿，据四川省地勘局川西北地质

队提交的《四川省越西县耿家湾泥炭矿区勘探地质

报告》探明，以耿家湾!号矿体为主，包括新桥"号

矿体、保安#号矿体储量（干重）,&4%%万 7 ，体积为

!"!4/(万3,，满足年产泥炭’"万 3,，生产期持续’&年

的要求。

本区泥炭设计开采厚度为+4#1#4"3 ，设计回填

厚度!4#1,4"3，回填后的最终地面标高比原始地面

标高低!4"1!4#3。根据《耿家湾泥炭矿开采设计方

案》，采空区需回填复耕，为保证控制复耕后农田适

当的地下水位和达到较高的肥力水平，回填后地面

布置了完整的排灌水沟系统，包括主排灌水沟，纵向

副排灌水沟，横向副排灌水沟和支排灌水沟。主排灌

水沟由原采区主排水沟改造而成，呈南北向分布，水

沟断面上宽!4+3，下宽"4&3，深度’4!3，承担全区排

灌水任务。纵向副排灌水沟为与主排灌水沟平行的

水 沟 ， 与 主 排 灌 水 沟 间 距%"1/"3， 相 互 间 距%"1
/"3，水沟断面上宽’4"3，下宽"4#3，深度"4%3，承担

较大区域的排灌水任务。横向副排灌水沟为与主排

灌水沟垂直的水沟，呈东西向分布，相互间距&"3，

断面及任务与纵向副排灌水沟相同。在横向副排灌

水沟之间依农民地界设置!1,条支排灌水沟，水沟

断面上宽"4/3，下宽"4,3，深度"4#3，承担农民地块

间排灌水任务。通过上述排灌水沟系统，应控制田块

地下水位低于地面"4#3。为掌握上述排灌水沟实际

对地下水位的控制能力，特作《新桥泥炭采空区回填

地及周边区域地下水位动态变化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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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填地块内!$$%年&’#!月地下水位原始数

据分析表明，地块内(号、#$号点位地下水位年际内

始终处于较低水位，其中(号点位年际内最低值为

$"&$)，最高值为$"*$)；#$号点位年际内最低值为

$"#*)，最高值为#"($)。生产中，该两点区域范围

不会出现土壤下湿问题。

地块内+号、#&号、#%号及##号、#!号点位地下水

位常处于较高水位，其中+号点位年际内最低值为

$"#$)，最高值为$",$)；#&号点位最低值为$"$$)，最

高值为$"-%)；#%号点位最低值为$"$$)，最高值为

$"-()；##号点位最低值$"$$)，最高值#"$$)；#!号点

位最低值$"$$)，最高值$"+!)。上述点位的最低值主

要出现在年际内的%、(、-、,、*月份上，&、+、#$、##、#!
月份一般不出现年际内最低值。上述点位的最低值

均对作物生长产生下湿危害，但由于占据根系层的

时间均不长，仅产生轻微短暂湿害或轻微涝害，如,
月!%日在#&号、#%号点位出现的$"$$)极端水位只有

#天的时间，,月!(日即下降到$"!$)，对作物生长只

有轻微涝害；*月%日在##号、#!号、#&号、#%号点位出

现的$"$$)极端水位维持了!天时间，*月-日下降到

$"#(’$"&+)，对作物生长有较大影响，但不会导致作

物死亡。

!"! ’()*+),-./012:;<=
!"!"# 回填地块内地下水位随气候变化而变动较为

频繁，下降快，上升也快，如#%号点位，,月#日到,月&
日下雨!天，水位即从$"&%)上升到$"#()；,月%日到,
月##日连晴,天，水位即从$"#()下降到$"%%)。水位

上升较快可能与地块内排水不畅有一定关系。

!"!"! 回填地块内危害水位出现时间较为频繁，即

超过$"!$)的地下水位出现几率大，但由于维持的时

间较短，一般不会对作物产生危害，或仅有轻微危

害。是作物有效水的重要来源。但若遇降雨较多的

年份，连绵阴雨，$"$$)极端水位维持&天以上，可能

导致作物涝害死亡，建议在地块北端挖掘较大断面

副排水沟#条。

鉴于以上分析，正常年份内，回填地块地下水位

多变动于$"#$)’#"($)范围，年均值$"%*)，极端最高

水位$"$$)出现在,’*月，但只维持#’!天即下降到

$"#()以下，对作物轻微涝害。由于地块内地下水上

升、下降均较频繁，高于$"!$)的危害水位至多出现

#’&天即下降，常年无湿害或轻微湿害，表现出土壤

有较强的保水力和供水力。但遇异常年份，出现连绵

阴雨或高强度暴雨，极端水位维持&天以上，可能出

现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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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边土地$%年&’#!月地下水位原始数据分

析表明， 地块内&号、*号点位地下水位年际内始终

处于较低水位，其中&号点位年际内最低值$"$%)，最

高 值$",!)；*号 点 位 年 际 内 最 低 值$"&$)， 最 高 值

#"$$)。生产中，该两点区域范围不会出现土壤下湿

问题。

地块内#号、#-号点位地下水位常处于较高水

位，其中#号点位年际内最低值$"$,)，最高值$"(*)；

#-号点位最低值$"$$)，最高值#"-$)；上述点位的最

低值也主要出现在年际内的%、(、-、,、*月份上，&、+、

#$、##、#!月份一般不出现年际内最低值。上述点位

的最低值均对作物生长产生下湿危害，但由于占据

根系层的时间均不长，也仅产生轻微短暂湿害或轻

微涝害〔!〕。如,月!&日在#-号点位出现的$"$$)极端

水位只有#天的时间，,月!%日即下降到$"#()，!(日

下降到$"!+)，对作物生长只有轻微涝害；

&"! ’()C@AB)),-.7D<=
由于回填地土面低于周边地，故回填地块内地

下水位平均高于周边地，从年际内平均数来看，回填

地块年际内地下水位年际平均$"%*)；而周边地年际

平均$"(()，较之降低$"$-)。这与土面高度和排水沟

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此外，从地下水位的年际内平均数来看，周边地

除#号点位较低外，其余均在$"($)以上，整个田块分

布较为均匀。而回填地北部#&、#%、#(点位地下水位

均较高，中部、南部较低，与回填地面高低不平有关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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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分 析 表 明 ， 除!号 点 位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达

"#$!%外，周边地地下水位低于回填地"#"&%，由于地

下水上下升降较快，危害水位（’"#("%水位）持续时

间一般不超过(天，两地均无明显湿害出现。但由于

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加之地下水位常年较高（"#)*+
"#,,%），异常年份可能出现湿、涝害。

) ! "

新桥泥炭采空区回填地块虽地面低于周边地面

"#,"%，但在回填地中布置适当支排水沟后，能控制

地块年际内地下水位处于"#)*%水平，正常年份内基

本无湿害或仅出现轻微湿害。考虑地势低洼和排水

不畅，为抵御异常年份连绵阴雨造成的涝害威胁，建

议在回填地块北端挖掘较大断面副排水沟!条。

梨花沟 梨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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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新桥回填地及周边地地下水位计点位及年际内平均值（单位：%）

!括号内数据为水位计点位；括号外数据为地下水位年际内平均值

中间为回填地；边沿为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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