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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水位动态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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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位动态及气象、水文等资料，分析了地下水水位动态，确定了该区的

地下水位动态类型：人工开采型，降水入渗开采型，降水入渗型，降水入渗蒸发型，径流型，降水入渗

径流型。结果表明，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动态主要影响因素为气象因素及人为因素，地下水的大量

开采对该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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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平原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平原之一，

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该区以农、牧业

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牧业共同发展。随着

西辽河平原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和城镇规模

不断扩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近几

年降水量的减少使区域内地表水严重缺乏，地下水

资源在西辽河平原地区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着

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区内地下水位逐渐下降，特别是

通辽市城区由于集中供水，地下水开采量大，自 #"
世纪 E" 年代末就形成了以科尔沁区为中心的地下

水漏斗。同时，由于受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灌

溉等的影响，地下水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

了解决区内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曾有人在该区做过

多次不同比例尺的水文地质研究，如 8 F #" 万区域水

文地质普查、8 F8" 万农牧业供水水文地质勘查、8 F
#GA万通辽市城市供水水文地质初步勘查等［8!A］。

研究和探讨西辽河流域地下水动态特征对合理利用

水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 西辽河平原区概况

西辽河平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兴安岭

南段山地与冀北、辽西山地之间，东与松辽平原相

接，是西辽河及其支流联合形成的冲积平原。该区

北起科尔沁右翼中旗，南至奈曼旗，西起翁牛特旗，

东至吉林省双辽市。地理坐标为：东经 88:H"BI J

8#BH!!I，北纬 B#H!!I J BBHAKI，总面积为 AG#! 万 L1#，

成不规则形状。

据统计，全区多年平均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

为 BE8A#G#; 万 1! ? -，矿化度均小于 8 M ? N。其中，大

气降水入渗量 !K"8AGEE 万 1! ? -，农田灌溉水入渗量

#8!BG!# 万 1! ? -，地下水径流量 #A8KGK; 万 1! ? -，干

渠入渗量 #!AG!B 万 1! ? -，水库渗漏量 8 EK8G;K 万

1! ? -。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主要为大气降水入渗

量，占全部的 K"G;#O，其次为上游地下水径流流入

量，占全部的 AG!BO。全区地下水可开采资源量为

#B;#BG"A 万 1! ? -，矿化度均小于 8M ? N。从地下水资

源分区看，可开采资源量以教来河最多，为 A "A"GAK
万 1! ? -，占总开采资源量的 #"GA8O；库伦沟最少，

为 8#EGEA 万 1! ? -，占总开采资源量的 "GA#O。鉴于

西辽河平原区特定的自然地理和水文地质条件，在

地表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一

直是该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内人、畜饮用

水，农田灌溉用水的主要水源。缺水是引起该区经

济不发达、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成为制约地区经

济发展的“瓶颈”［;!E］。

" 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水位动态分析

" ’! 地下水水位动态影响因素

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气象因素、水文

因素、地质因素和人为因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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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因素。气象因素对潜水动态的影响最

为普遍。降水的数量及其时间分布，影响潜水的补

给，从而使含水层的水量增加、水位抬升、水质变淡；

气温、湿度、风速等与其他条件结合，影响潜水的蒸

发与排泄，从而使含水层的水量减少、水位降低、水

质变咸。

#" 水文因素。地表水体对地下水的补给，使地

下水水位抬升。这种抬升随着远离河流水位变幅减

小，发生变化的时间滞后。

$" 地质因素。地质因素是影响输入信息变换

的因素。包气带厚度和岩性控制着地下水水位对降

水的响应；含水层的透水性、厚度和给水度影响着

河水补给地下水引起的地下水动态变化。

%" 人为因素。人工开采或补给地下水，都会使

地下水动态发生变化。此外，还有天文因素、土壤因

素、生物因素等，但从大的区域范围看并结合已有研

究结果可以肯定，这些因素均为次要影响因素，不足

以引起地下水水位明显、有趋势性的变化。

& !& 地下水水位动态类型

通过对气象、水文、地下水水位等资料的统计和

评价，将西辽河平原区分成以下 " 个地下水动态

类型。

& !& !’ 人工开采型

人工开采型地下水动态类型主要分布于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左翼后旗以及奈曼

旗的中部等地下水集中开采的地区，地下水水位主

要受开采影响。如图 # 所示，该区域的降水量在夏

季丰水期（" $ % 月）较高，& 月达到年内最高值，而地

下水水位在该时段却大幅下降，主要因为该时期为

农业开采期，地下水集中开采，水位受人工开采影响

较大，随开采量的增加而下降，随开采量的减少而

升高。

图 # 人工开采型地下水动态

& !& !& 降水入渗开采型

降水入渗开采型地下水动态类型主要分布于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西部、奈曼旗西北部，地下水

水位主要受大气降水和人工开采 ’ 个因素影响。如

图 ’ 所示，该区域降水量在 " 月达到年内最高值，降

水的不断入渗补给量一般大于地下水的开采量，使

得地下水水位得到恢复，动态曲线呈缓慢上升的趋

势；到 &、% 月农业集中开采期，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增

加，成为主要控制因素，地下水水位渐趋下降，降水

量的增加可以缓解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速度。在年

内，地下水水位的变幅较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波

谷，而波峰反映不明显。

图 ’ 降水入渗开采型地下水动态

& !& !( 降水入渗型

降水入渗型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布于内蒙古自治

区通辽市开鲁东部，地下水水位主要受到降水入渗

量的控制。如图 ( 所示，该区降水量在 " 月达到峰

值，地下水水位与其相对应也达到峰值，在枯水期（#
$ ) 月）和平水期（% $ #’ 月）相对较平稳，变化不大。

该型地下水水位过程线比较单一，为单峰型，高水位

与雨季对应。

图 ( 降水入渗型地下水动态

& !& !) 降水入渗蒸发型

降水入渗蒸发型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布于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蒸发作用强烈的地

区，地下水水位主要受蒸发量的控制。如图 ) 所示，

该区域蒸发量在 * 月达到年内最高值，随之逐渐减

少，地下水水位在 * 月因蒸发量增大而降低，到 & 月

因降水量达到年内最高值，降水入渗补给使得地下

水水位逐渐上升。

& !& !* 径流型

径流型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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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降水入渗蒸发型地下水动态

辽市扎鲁特旗东部的沿河地区及库伦旗山前倾斜平

原区，由于地形坡度相对较大，地下径流畅通，地表

水与地下水交换积极，地下水主要以径流形式排泄。

如图 " 所示，在丰水期径流量较大，地下水水位较

高，地下水水位过程线起伏变化较多。

图 " 径流型地下水动态

! #! #" 降水入渗径流型

降水入渗径流型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布于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西部、开鲁东部，地下水水位

受降水入渗和地表径流的共同影响。如图 $ 所示，

该区地下水在 %、! 月份得到地表径流冻融水的补

给，地下水水位升高，在夏季降水集中的季节，地下

水水位随降水入渗和地表径流的补给而升高。

图 $ 降水入渗径流型地下水动态

# 地下水水位动态对水资源的影响

由上述地下水水位动态类型分析可见，人工开

采是影响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的主要因素。随着地

下水的大量开采，区内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特别是

通辽市城区由于集中供水、地下水开采量大，自 &’

世纪 (’ 年代末就形成了以科尔沁区为中心的地下

水降落漏斗。经过 %’ 多年的发展，该漏斗分布面积

已达 )&*’+&) ,-&，漏斗中心水位埋深达 )% -。除此

之外，地下水的大量开采还会引起地面沉降、土壤盐

渍化、水资源衰竭，以及由于受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农业灌溉等的影响产生的水质污染与恶化等一系列

问题。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需要加强地下水动态

监测，研究地下水均衡状态，优化城市供水水源结

构，合理控制地下水开采量，以便让有限的地下水资

源得到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

$ 结 语

根据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动态及气象、水文等

资料，对地下水水位动态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了西

辽河平原区的地下水动态类型，并根据实际情况将

西辽河平原区分成 $ 个地下水动态类型：人工开采

型，降水入渗开采型，降水入渗型，降水入渗蒸发型，

径流型，降水入渗径流型。从地下水动态类型可以

看出，西辽河平原区地下水动态主要影响因素为气

象因素及人为因素，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对西辽河平

原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辽

河平原区地下水动态影响因素及动态类型的分析结

果，可为当地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管理与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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