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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仰效、李文鹏编写的《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模型及可持续开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应用水文地
质学的4个前沿领域：地下水水位与水质监测、水文地质数据库与信息系统、区域地下水模拟以及地
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
本着理论方法与实例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本书首先综述了原理、方法以及在国际上的应用现状与实例
，然后介绍了在北京平原区、乌鲁木齐河流域及山东济南岩溶泉域的示范应用实例。
书中着重介绍了地下水监测网的设计原理与方法，地下水自动监测与数据无线传输的新技术；基于地
理信息系统的区域水文地质信息系统的建设与水情发布；建立区域地下水流模型的数字水文地质概念
模型方法；以及实现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新思路、新方法。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模型及可持续开发》可供水文地质学、水文水资源学的本科生、研究生、高校
教师及科研人员使用和参考，也可作为实践水文地质学、地下水监测及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领域研
究和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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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乌鲁木齐河流域地貌按形态可划分为山地（海拔800～2000rn）、山间盆地与丘陵（海
拔2000m）、平原（海拔800m以下）和沙漠4类。
其中山地主要有横亘于流域南部呈东西走向的天格尔山（俗称南天山）、走向呈向北突出的弧形紧邻
乌鲁木齐市区东北的博格达山（俗称东天山）和流域南部西侧的西山；山间盆地主要是位于乌鲁木齐
市西南部的柴窝堡盆地；丘陵主要分布于南山前峡口以外及东段山缘地带和东山山麓地带；平原主要
由东山、西山所夹的狭长乌鲁木齐河谷平原及北部山前地带的冲洪积平原、五家渠市及其以北至东道
海子的冲湖积平原、北部的风积平原（沙漠）组成（图2.21）。
研究区包括柴窝堡盆地、河谷区、北部砾质平原及北部细土平原。
区内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类孔隙水，相应的含水层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
柴窝堡盆地内沉积着厚度10m至800多m的第四系卵石、砾石、砂砾石和粉土质亚砂土，它的绝大部分
地区为单一砂卵、砂砾石潜水含水层，给地下水的储存创造了良好的空间条件，仅在盆地腹部的乌拉
泊至盐湖一带，分布有宽3.5～8km，长40kln的多层结构的承压水和小面积的自流水含水层。
承压水含水层在盆地的西部西山山前亦有分布，但含水层较薄，富水性较差。
河谷区内沉积着第四系松散的冲洪积砂砾石、卵砾石层，卵砾石含水层主要分布在河床中，砂砾石含
水层主要分布在河床的两侧，为单一的潜水含水层分布区。
最大厚度lOOm左右，一般厚度20～50m，为上下游的径流通道，赋存着埋藏较浅，且易于开采的潜水
。
只有老满城洼地西侧和仓房沟局部地段分布有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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