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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数值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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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数值模型在地下水资源定量评价及相关领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了几种流行的数值

模拟模型, 阐述了模型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现状。指出模型对客观实体概化存在误差, 模拟精度有待于提高;裂

隙介质、岩溶介质中的地下水运移模拟技术未解决, 限制了模型应用范围; 强调了模型数据前后处理能力的不足;

指出了模拟技术在地下水源汇项概化、地下水运动机理方面的发展前景,提出多种模型耦合以及与 GIS 紧密结合

的重要性, 并指出由于使用对象的转变给地下水模型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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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 自此在地下水

资源的定量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地下水数值模拟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经过

30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快速进步和发展,但至今国内仍然没有具有知识产权的通用地下水模拟软件。

最早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数值模型为MODFLOW模型,在人机交互、计算机图形学和科学可视化技术的推

动下,具有可视化功能的地下水模拟软件迅速发展起来
[1]
, 较有影响的包括基于 MODFLOW 开发的

Visual MODFLOW、GMS,以及基于有限元法的FEFLOW软件等。这些通用的地下水模拟软件在我国水资

源定量评价及相关领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简要介绍这几种通用软件的特点以及在我国的应

用现状。

1 地下水数值模拟软件及应用现状

1 1 MODFLOW模型 MODFLOW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的McDonald和 Harbaugh于 20世纪 80年代开发

的用于孔隙介质的三维有限差分地下水流数值模拟模型
[2]
。模块化的结构是 MODFLOW最显著的特

点,它包括一个主程序和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子程序包、例如水井子程序包、河流子程序包、蒸发子程序

包,求解子程序包等。这种模块化结构使程序易于理解、修改和添加新的子程序包。目前已经有许多新

的子程序包被开发出来, 完善了MODFLOW的功能。MODFLOW 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 空间离散采用矩

形网格剖分。时间上引入了应力期的概念,把整个模拟时段分成若干个应力期,每个应力期又分为若干

个时段( Time Step)。在迭代求解方法上提供了多种选择, 包括强隐式法 ( SIP )、逐次超松弛迭代法

( SSOR)、预调共轭梯度法( PCG2)等。MODFLOW因其合理的模型设计,自问世以来在全美以及全世界范

围内的科研、生产、环境保护、城乡发展规划、水资源利用等行业和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最为普

及的地下水运动数值模拟计算模型。

1998年美国国际联合发射公司郭卫星博士和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卢国平博士将MODFLOW使用说明

书编译成中文
[ 3]
, 为MODFLOW 在我国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周念清等较早的将MODFLOW 应用于宿

迁市地下水资源评价中
[ 4]
。吴剑锋、朱学愚对 MODFLOW 的特点和求解方法等做了详细论述, 指出

MODFLOW的实用性代表了未来地下水流数值模拟软件的发展趋势
[ 5]
。陈劲松等就 MODFLOW 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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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组求解方法进行了差异分析
[ 6]
, 指出PCG2或 SIP法求解可得到满足精度的结果, 而SSOR法精度不

佳,并指出水均衡分析对保证模型精度的重要性。另外, 在污染物运移、地面沉降等方面 MODFLOW也

有相关应用
[ 7- 9]
。

1 2 Visual MODFLOW软件 在MODFLOW程序广为应用的同时,许多基于MODFLOW的可视化地下水

流数值模拟软件也相继问世。其中,加拿大Waterloo Hydrogeologic Inc.在 MODFLOW基础上应用现代可

视化技术开发了 Visual MODFLOW软件,并于1994年 8月首次在国际上公开发行
[ 10]
。它集成了用于地

下水流模拟的MODFLOW、粒子运动轨迹和传播时间模拟的 MODPATH、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输移过程模

拟的MT3D,以及用于水文地质参数估计与优化的 PEST 模块。相较于MODFLOW,该软件具备了数据前

后处理能力,以及计算结果可视化、与其他软件数据信息交互等多方面优势。至今, Visual MODFLOW已

经成为被一致认可并广泛应用于三维地下水流和溶质运移模拟评价的标准可视化专业软件。

贾金生等用 Visual Modf low建立了栾城县地下水流模型, 定量评价了地下水位对不同开采量的响

应
[ 11]
。尹大凯等应用该软件, 对宁夏银北灌区井渠结合灌溉进行了三维模拟分析

[ 12]
。束龙仓等将其成

功地用于模拟地下水开采对河流流量衰减影响分析和地下水系统各要素随时间变化过程分析
[ 13- 14]

。

金咪等将Visual MODFLOW用于地下水流场及水质模拟
[ 15]
。该软件在地下咸水恢复方案研究、地下水

资源管理预警系统研究、基坑降水研究等方面也得到普遍应用
[ 16- 21]

。

1 3 GMS软件 GMS( Ground Water Modeling System)是由美国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环境模型研究实

验室和美国陆军排水工程试验工作站开发的一个综合性的用于地下水模拟的可视化软件。它综合了

MODFLOW、FEMWATER、MT3DMS、RT3D、SEAM3D、MODPATH、SEEP2D、NUFT、UTCHEMD等已有的地下水

模型
[ 22]
,几乎可以模拟与地下水相关的所有水流和溶质运移问题。由于其良好的交互界面和强大的前

后处理功能以及优良的三维可视效果, GMS也成为国际上应用较多的地下水模拟软件。与其他同类软

件相比, GMS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能便捷地选用多种地下水建模方式, 包括网格方式、概念模型方式, 以

及空间实体模型方式
[ 23]
。

近几年, GMS在我国也开始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祝晓彬较早地对 GMS软件作了详细介绍并应用

到长江三角洲地区
[ 22, 24]

。除了用于地下水数值模拟
[ 25- 26]

, GMS还可用于建立三维立体水文地质结构

模型
[ 23, 27]

,分析防渗墙、大坝等工程对地下水流场影响, 模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运移等
[ 28]
。

1 4 FEFLOW软件 FEFLOW( Finite Element Subsurface FLOW System)是 20世纪 70年代末由德国WASY

公司开发的基于迦辽金有限元法的三维地下水流模拟软件, 也是迄今为止功能最为齐全的地下水模拟

软件包之一
[29]
。FEFLOW可用于地下水水量、水质和温度的模拟, 具有图形人机对话、地理信息系统

(GIS)数据接口、自动产生空间有限单元网格、空间参数区域化及快速精确的数值算法和先进的图形视

觉化技术等特点。近几年来, 邵景力、崔亚莉、曹剑峰、贺国平、赵云章等成功的将 FEFLOW应用于黄河

流域的地下水系统模拟
[ 30- 32]

。

除上述几个主要通用模拟工具以外,其他模拟软件还包括 PMWIN( Processing Modflow for Windows) ,

ModIME等。它们多是综合几种广泛应用于地下水运动、粒子追踪和溶质运移模拟程序的可视化软件。

地下水数值模型在地下水资源评价、地下水污染物运移、地面沉降、基坑降水、地下咸水恢复、地下

水资源管理系统,以及防渗墙、大坝等工程对地下水流场影响;地下水与地表水模型联合利用等诸多方

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解决与地下水有关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
[ 33- 36]

。

2 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2 1 存在问题 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为定量研究地下水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同时在应用数值模型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

( 1)地下水数值模型是地下水系统的数学概化, 在应用模型模拟时, 模拟的精度是一个最关键的问

题。对客观实体的概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失真,使模型准确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例如降雨入渗,灌溉

渗漏等垂向补给量在补给地下水时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河流与含水层之间的关系受两者相对位置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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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动的影响等,准确概化这些现象具有一定困难。现有通用模型将地下水的垂向补给概化为一个补

给强度,而忽略了各种垂向补给形成过程的描述。在多层含水系统中,贯穿多个含水层的混合抽水井的

概化是另一个难点问题。MODFLOW模型用人为划分各层流量的方法来描述混合井的开采缺乏理论支

持。
表 1 常用地下水流数值模型概况

MODFLOW

模型名称 MODFLOW(Modular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Difference Groundwater Flow Model)

开发者 美国地质调查局McDonald和Harbaugh

功能 孔隙介质中的三维地下水流数值模拟

特点 有限差分法离散,模块化结构

Visual

MODFLOW

软件名称 Visual MODFLOW

开发者 加拿大Waterloo Hydrogeologic Inc.

包含模块 MODFLOW, MODPATH,MT3D, PEST, ZONEBUDGET

功能
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粒子运动轨迹和传播时间模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输移过程模拟、

水文地质参数估计与优化、区域水均衡分析

特点 有限差分法离散,计算结果可视化

GMS

软件名称 GMS( Groundwater Modeling System)

开发者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包含模块 MODFLOW、FEMWATER、MT3DMS、RT3D、SEAM3D、MODPATH、SEEP2D、NUFT、UTCHEMD

功能
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粒子运动轨迹和传播时间模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输移过程模拟

等水流和溶质运移问题

特点 有限差分法离散,计算结果可视化,多种建模方法

FEFLOW

软件名称 FEFLOW(Finite Element subsurface Flow system)

开发者 德国WASY 公司

功能 地下水水量、水质和温度的模拟

特点 有限元法离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接口,三维可视化

( 2)目前地下水数值模型大多应用于平原区的孔隙介质地下水系统, 在裂隙介质、岩溶介质中的地

下水数值模拟关键技术尚未完全解决, 而地下水水质模拟的可靠性还有待于深入分析和研究,因此模型

的应用范围仍受限制。

( 3)地下水软件提供了良好的可视化界面,与地理信息系统( GIS)数据交互的接口、丰富的结果展示

形式。但是数据的前后处理在数值模拟中仍需占据很多时间和精力,软件的数据前后处理功能、简便性

和灵活性还有待于提高。

2 2 发展趋势 鉴于现有模型存在的不足以及水资源研究的需求,地下水数值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将

可望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1)对地下水系统的各个源、汇项的概化方法深入研究,将使模拟结果更准确,模型的仿真性得到提

高。裂隙介质、岩溶介质中的地下水位运动机理研究, 将扩大模型的应用范围,使之能模拟多种复杂的

地下水系统。

( 2)与其他水文模型的耦合是水资源研究发展的必然需求。地下水是水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与地表

水、土壤水、大气水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水资源联合利用、统一管理的广泛开展,水循环系统将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地下水模型与地表水模型、土壤水模型、气象模型等耦合集成,将能更全面、准确

地模拟各部分水体间的关系, 使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高度。

( 3)目前的主流地下水软件都实现了与GIS的数据交互,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 GIS在水资源

领域的广泛应用,地下水软件与GIS的无缝集成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与 GIS紧密结合,能够增强

数据处理能力, 节省数据处理时间, 提高输出结果的可视化程度,使地下水软件功能实现质的飞跃。发

挥GIS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功能, 将为地下水模型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4)随着水资源管理工作不断深化,地下水软件面向的应用对象将不仅是专业技术人员, 还将面向

各级管理者。应用对象的转变将使地下水软件向着便于管理人员操作、使用和分析的方向发展。而随

着用户对地下水软件要求的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发展,地下水软件将不仅是单机上操作的软件,也将成

为能够实现网络便捷访问的技术支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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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地下水数值模拟在地下水资源评价及相关领域研究已得到普遍应用。地下水模拟软件受计算机技

术的推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提高了地下水资源的相关研究水平。随着水资

源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计算机技术、3S 技术、地下水运动理论、数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地下水模型的进一

步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在提高模型精度、模型耦合、与 GIS的无缝集成等方面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模型本身的不断完善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的进步,将使地下水模拟软件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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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numerical modeling of

groundwater in China

SHEN Yuan yuan, JIANG Yun zhong, LEI Xiao hui, WANGMing na
(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WHR , Beijing 100038, China )

Abstract:Numerical models of groundwater were applied widely for quant itative evalu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in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 Featur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 of several popular

numerical models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modeling

precision, applicat ion extension and ability of pre and post data processing were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groundwater flow mechanism in crevice medium and karst medium, coupling of

different models and combining of models with GIS was emphasized.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groundwater model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with changes of users.

Key words: groundwater; numerical models; current practic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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