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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浅层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对工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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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水是影响水利工程安全的直接因素，然而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极易忽视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因此要提

高对于水利工程中地下水问题研究的重视。本文首先从喀什地区的区域情况着手，分析了喀什地区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

以及水文地质情况，结合现阶段喀什地区地下水利用情况和地下水位变化情况，研究了地下水位变化对水利工程产生的影响，

最后提出了加强水文地质问题研究的一些建议，以其地下水开采利用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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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喀什地区概况

1.1 地理位置

喀什地区位于我国西部，行政辖区 ( 如图 1) 东西最

大 宽 度 约 380km， 南 北 最 大 长 度 约 530km， 地 理 坐 标 为

74° 06’E ～ 79° 49’E，35° 29’N ～ 40° 18’N。东

与和田地区为邻，南和西南与巴基斯坦国、阿富汗国、塔吉

克斯坦国接壤，西北和北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相连，

东北与阿克苏地区为邻。

1.2 地形地貌

按 水 规 总 院 全 国 三 调 流 域 和 行 政 区 界 线， 喀 什 地

区 ( 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及图木舒克市 ) 国土面积

为 113253km2。 据 影 像 解 译 结 果 ( 见 图 1)， 平 原 面 积 约

为 61658km2，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54.44%； 山 地 面 积 约 为

51596km2，占国土面积的 45.56%。平原区面积中含塔克拉

玛干沙漠区面积 17988km2，本次地下水资源计算的平原区

面积为 43669.7km2。

喀什地区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部，总体地势南北高，

中部低，西部高东部低；地形地貌总体特征为南、北、西三

面为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所环绕，中部为喀什噶尔河

和叶尔羌河水系诸河流冲洪积及冲积形成的平原，东部为一

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图 1  喀什地区地形地貌图

1.3 水文

塔里木河的上游地区发育了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二

大水系，二大水系的流域总面积为 16×104km2，其中喀什

地区占二大水系流域总面积的 58.6%，占流域平原区面积的

90.1%；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二大水系的主要河流出山口

径流量总和多年平均为 128.69×108m3/a，流入喀什地区平原

区的径流量总和多年平均为 120.72×108m3/a。

喀什噶尔河水系主要包括布古孜河、恰克马克河、克

孜勒苏河、乌鲁阿特小河、盖孜河、库山河、依格孜也尔河

7 条河流组成。这 7 条河流除布古孜河外，流域的山区部分

多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流域的平原区部分多或全部

为喀什地区所属，布古孜河的全部流域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

2. 喀什地区地下水资源利用情况

1998 年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编制的《喀什地区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报告的主要结论为：喀什

地区 ( 含兵团第三师 ) 地下水资源量为 70.1×108m3/a，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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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开采量为 34.56×108m3/a；1991 年～ 1996 年喀什地区

地下水开采量为 0.58 ～ 0.70×108m3/a。

2005 年出版的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相关报告中对喀什噶

尔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进行了水均衡计算分析，地下水补

给量为 68.92×108m3/a。

2008 年喀什水文水资源局编制的《喀什地区地下水开

发利用规划报告》，报告的主要结论为：喀什地区 ( 含兵团

第三师 ) 地下水资源量为 61.5×108m3/a。

2020 年 农 业 大 学 编 制 的 有 关 自 治 区 第 三 次 地 下 水

资 源 调 查 评 价 报 告 中 得 出 喀 什 地 区 地 下 水 总 补 给 量 为

65.45×108m3/a，地下水资源量 ( ≤ 2g/L) 为 38.76×108m3/a，

可开采量为 25.69×108m3/a。

本次兵团设计院编制的《喀什地区地下水资源保护利

用规划报告》由计算结果可知，喀什地区平原区地下水资源

量 (M ≤ 2g/L) 为 38.15×108m3/a。喀什地区平原区地下水补

给量 (M>2g/L) 为 16.11×108m3/a。

评价区现状管井数量已达到 33893 眼，实际开采量

36.59×108m3，较地下水总补给量 65.18×108m3 小，地下水

可开采量为 30.06×108m3 已超采。

喀什地区平原区现状总体为地下水一般超采区，全地区

地下水开采系数为 1.24，各县市中岳普湖县、伽师县、疏勒县、

图木舒克市、喀什市地下水超采程度总体为严重，泽普县、

麦盖提县、巴楚县地下水超采程度总体为一般，疏附县、叶

城县、莎车县、英吉沙县地下水超采程度总体为非超采。

3. 地下水位变化情况

3.1 地下水位年内动态

喀什地区平原灌区现状地下水位年内动态为典型的“灌

溉开采双峰”型，受水文条件的制约，3 ～ 5 月、9 ～ 11 月

河流来水量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用水量，供需水缺口大，是喀

什地区平原灌区两个相对集中的开采地下水灌溉期，年内地

下水位的变化与灌区农业灌溉开采地下水具有明显相关性。

地下水位一般在 1 月份最高，2 月开始开采地下水进行春灌，

地下水位开始下降，5 月份春灌结束 (3 ～ 5 月是开采强度最

大的时段 ) 地下水位达到最低值；6 ～ 8 月份大河来水量充沛，

农业灌溉主要为河水，地下水开采量减少，地下水位出现上

升；9 月又开始开采地下水进行秋灌，地下水位又开始下降，

11 月份秋灌结束 (9 ～ 11 月比 3 ～ 5 月的开采强度小 ) 地下

水位达到低值，随后地下水位开始恢复。

3.2 地下水位的多年动态

在国土部门收集了 10 眼长期观测孔的监测数据，喀什

市 9 眼，伽师县 1 眼。2010 年～ 2016 年喀什市 2 眼监测孔

的水位小幅上升，上升速率 0.01 ～ 0.06m/a，7 眼监测孔的

水位呈现下降，下降速率 0.02 ～ 0.54m/a；2004 年～ 2014

年伽师县 1 眼监测孔的水位呈现下降，水位累计下降幅度

2.68m，年均下降速率 0.268m/a。

收集的喀什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发布的 24 期《喀什地区

地下水动态简报》可大致了解喀什地区平原灌区近 5 年地

下水位变化的总体情况，2017 年与 2012 年相比，喀什地区

平原灌区地下水位的总体变化为：3 月份平均下降幅度为

1.37m，6 月份平均下降幅度为 0.34m，9 月份平均上升幅度

为 0.63m，12 月份平均下降幅度为 0.90m。

分析各县市监测孔平均水位呈现的变化趋势：喀什市、

英吉沙县、叶城县地下水动态监测孔的多孔平均埋深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疏勒县、伽师县、麦盖提县、泽普县、巴楚

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疏附县、岳普湖县、莎车县略有下降。

4. 地下水位变化对工程造成的影响

地下水位的变化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有重大影响。当自

然状态下的地下水体的平衡状态发生改变时，地下水位的变

化便会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安全。地下水位的突然上升会造成

一系列问题，包括建筑物被淹、隧洞受损以及威胁相关施工

人员的安全。就水利行业的发展而言，有必要了解影响水文

地质勘探过程的因素，以确保水文地质勘探过程的每个阶段

都取得良好的进展。

（1）随着地下水位的上升，地下水位会发生位移和塌

陷，从而改变供水设施的结构安全性。

（2）随着水位的下降，水利设施的安全性也会增加。

目前水利工程行业的发展包括灌溉、采矿等因素影响，这些

人为因素造成地下水位波动、地表沉降、塌陷、开裂等问题，

如果在供水工程建设中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水利工程

的稳定性。

（3）地下水频繁上升使水文地质结构发生形变。例如，

旱季水位下降，雨季水位上升。这种变化会改变地质结构，

影响水文地质结构的稳定性。而在地下水位频繁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土地和建筑物会发生沉降，甚至坍塌的现象，

严重的还会造成洪涝灾害，对当地的水利环境造成不可逆

转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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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下水的存在会与岩层产生的强交互性作用。大

理岩和千枚岩等变质岩的岩石结构紧凑，化学和物理特性相

对稳定，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变化相对较小；而土层

与水的相互作用强烈，受地下水位季节性波动和人为因素造

成的地下水位波动的影响。随着地下水位的上升，被水淹没

的基岩层会变软和坍塌，地下水位大小和频率的变化会导致

基岩层的整体体积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导致地表开裂和甚至

坍塌。 人为因素是造成地下水位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在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附近的地下水位变得不稳定，基

岩和土壤的膨胀和收缩也会对水利工程的后续建设造成各

种破坏。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急需地下水资源量，经过二十多

年的开发地下水，是地下水位下降，2018 年以后对控制开

采地下水以后，地下水又急剧上升，对整个区域的影响比较

大，对水利工程、工民建、公路和其它类工程的施工、工程

质量和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以外地下水位的上什

对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5. 应对措施

（1）《地下水管理条例》对地下水调查、监测、节约

与保护、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等事项的责任主体、

工作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地下水管理条例》规定“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下水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对地

下水进行动态监测；将取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法定为地下

管理的基本制度”。明确提出“国家定期组织开展地下水状

况调查评价工作”。而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包括地下水资源

调查评价、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和水文地质勘查评价等 [12]。

（2）在对项目展开前期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时，需依

据项目特性和预估数据对拟建项目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进

行评估，并且对水文地质参数进行准确性验证。

①掌握地下水位年内和多年动态情况，分析地下水位

变化的原因，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和提出

合理的地下水位变化幅度，保证工程的施工和今后的运行。

②地下水对于岩土结构的影响较大，因此对于岩土结

构物的分析研究，需要精准把握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方

能对实际工程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参考价值。

③地下水对于岩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因

此对于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对地下水位进行长期的监

测，以保证数据的实时有效性，保障水利工程项目的安全稳

定运行。

（3）根据地下水位的历年动态资料和最大上升和下降

来采取合理的工程措施，以免今后的运行和使用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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