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尔汉 区段钾镁液体矿床

岩盐渗透性的研究

陈连禹
、

鲍永恩
、

何 山贵
-

前 言

察尔汉钾镁液体矿床自1 9 5 6年以来时断

时续地开展 了地质勘探
、

水文地质研究
、

铁

路工程地质研究
,

基本水文地质条件是清楚

的
。

不足之处就是矿床的富水性
、

渗透性的

研究还不充分
,

零星分布的三处抽水试验
,

尚不能满足开采规划的需要
。

我们通过实验并利用野外岩盐物性测定

资料
,

研究岩盐渗透性建立计算岩盐渗透性

的经验公式
,

并用已有抽水试验的钻孔资料

验证
,

提出察尔汉区段岩盐渗透性的预测分

区
。 :

将钻孔盐心样品松散盐样作 为 渗 透 模

型
,

结合现场岩盐物性测定资料
,

研究整个

盐矿床的渗透性尚属初次嗜试
。

、

岩盐水理性质及晶间卤

水 ( S
。

)水化学特征
;

察尔汉区段岩盐晶间卤水含水层
,

在盐

湖成盐演化过程中
,

由于自然地理
、

地质
、

水文地质及物理化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形

成岩盐水理性质的差异及晶间卤水成份的空

间变异
,

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一 )岩盐水理性质

1
.

岩盐的结构与构造

岩盐大多呈半胶结状态
、

盐晶大小不等
、

形态不规则
,

晶体不完整
,

晶粒互相镶嵌
,

盐晶界面处直接互相吸附或由细粒盐
、

碎屑

不溶物胶结
。

常见的岩盐构造有层状构造
、

光卤石
、

石盐各 自成细层平行相间排列
;
似网状构造

,

盐晶间夹有碎屑物
,

状如珠纲
;
等粒块状构

造
,

盐晶粒度较均匀
,

互相镶嵌
,

紧密排列
。

察尔汉区段的西南部及东北部
,

盐层中

常有层数及厚度不等的碎屑层相间
,

岩性多

为粉砂
、

砂质粘土
、

淤泥 等 (图 l 一 7 碎 屑

层厚度比例百分数的分布 )
。

2
.

岩盐颗粒组成及粒度分布

岩盐主要由石盐组成
,

局部地区岩盐层

中含有硫酸盐矿物及粉砂 ( 10 ~ 15 % )
,

中间

地段岩盐成份较纯
,

含钾盐矿物
,

北部地段

岩盐中含有粉砂
,

砂粘土约为 15 一 25 %
。

岩盐颗粒形状不规则
,

多呈立方体
,

颗粒

直径大小不等
。

经统计
,

平均粒度区间为2
.

66

毫米至 3
.

46 毫米
。

根据筛分结果所作矩值的

计算资料
,

岩盐粒度的偏度均属正偏
,

多数

为极正偏 (偏度大于 1 )峰态很窄
,

标准差在

0
.

1一2
.

。之间 (图 1一 i )岩盐粒度在水平方

向上的分布趋势
,

通过粒度分析资料
,

用正

交多项式拟合一仁庆
趋势面的分析结果表

示在图 1 一 7
。

从图 1 一 7可见 岩 盐 粒 度

( d
s 。
)由南向北逐渐变大

,

有效粒 径 d
: 。
的平

面分布亦相似
。

岩盐粒度分析资料
,

详见图

1 一 2及图 1 一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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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盐非均质系数是反映粒度均一性的指

标
。

察尔汉区段岩盐非均质系数平面分布趋

势以北部及南部最为明显
,

如北部的 M K ZO

( C K 2 2 6 )及东北部 C K 2 2 4孔一带
、

岩盐 非

均质系数在 15 以上
,

最 大 可 达 31 ( C K 2 26

孔 )
,

详见表 1 一 1 所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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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2 0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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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下奋一一节商一一下介
乎均掀怪 (中单位 )

图 1一 1 盐湖岩盐粒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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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 1 岩盐领拉非均质 系数统计表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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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盐孔隙性 (注 )

岩盐体积的一部份为晶间空隙所占据
。

按孔隙形状的不同可分为毛管孔隙与非毛细

管孔隙
。

岩盐渗透性与孔隙大小有密切关系
,

而晶间孔隙的特性与其矿物组成
,

颗粒大小

及形状有密切的联系
。

岩盐层的孔隙度的分布很不均勾
。

图1一

4 表示岩盐孔隙度的垂向分 布情 况
,

可 见

在地表以下 5 米范围内
,

岩盐孔隙度的变化

幅度较大
。

局部观察
,

岩盐孔隙度变化很不

规则
,

总体来看
,

岩盐孔隙度随深度的增加

有变小的趋势 (
r 一
密度仪测试 S K Z

、

C K 83 7
、

C K 8 2。孔也证实这一点 )
。

岩盐孔隙度垂向变

化的不均一性
,

沿水平方 向有明显的漂移现

象 (图 1 一 5 )
,

如果以北部 C K 8 1 1孔的孔隙

度为基准
,

自北向南岩盐孔隙度垂向变异系

数 (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 )有明显增大的趋

势
,

局部存在拟平稳性变化地段 (如 C K 8 23

至 C K 6 4 )
。

从图 1一 6所示岩盐孔隙度的频数分布
,

可见在不大的空间范围内
,

岩盐 孔 隙 度 明

显地偏离其平均值
,

偏离范围达 平 均 值 的

士 0
.

8
、

标准差 0
.

0 3 7
。

频数的分布近似正态分

布 (或 t 分布 )
,

以统计观点
,

可以把岩盐孔

隙度视为随机变量
,

从它的局部随机变化之

中往往可以分辨出它的空间变化某种特征
,

为我们研究岩盐渗透性提供充分的依据
。

根据 3 2 0平方公里面积上
,

按网度 4 x 4

公里
,

30 个钻孔定深取样所测的孔隙度值
,

经加权平均求出每个钻孔岩盐加权平均孔隙

度值
,

采用正交多项式拟合二次趋势面
“ ’ 。

方

程为
n

+ 0
。

1 3

= 2 3
.

3 6 一 4
.

6 7 x 一 0
.

5 6 y + 0
.

8 2 x :

+ 0
.

03 2 x ·

y 式中
, x 、

y 为钻孔地理

坐标
, 。 %各孔岩盐孔隙度趋势值

。

趋势面

回归效果如表 1 一 2 所示
,

回归效果显著
,

趋势面拟合程度较好
。

经回归分析后
,

将岩

录 戈
、 :

了

O

侧钱

图 1 一 4 岩盐孔隙度垂向变异

(注 ) : 岩盐孔隙度测定资料来自青海地质队勘探资料及本所研究占孔取样测定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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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孔隙度平面分布趋势表示在图 1一7中
。

岩

盐孔隙度总体平均值按区间估计 为 16
.

91 ~

1 9
.

2 3 %
,

标准差为2
.

7 1%
。

岩盐孔隙度在水平方 向上的分布是不均

一的 ( 图 1一 7 )
,

以区段的西南部及东北部较

发育而向中部变小
。

表 1一 2 多项 式趋势面回 归显著性检验

变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方差 ) F 检验

回归 ( S s R ) 7 8
·
4 8 6 5 M S R = 1 5

·
6 9 7 5 2 3 2

剩余 ( S S n ) 0
’

0 6 4 2 4 M S。 = 0
.

0 0 2 7

总变差 ( S S T ) 7 5
.

5 5 2 9 变差 ( S ) 二 2
.

7 1

趋势面拟合程度 S S R
/ S S

T x 1 0 0 % 二 9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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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晶间卤水 (S
:

)水化学特征

1
.

晶间卤水 ( S
:

)物理性质

高矿化的晶间卤水其比重和粘滞性是影

响岩盐渗透性的重要因素
。

晶间卤水比重的

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图 1一 8 )
。

在水平方

向上
,

以 C K 1 41 孔卤水比重为最高中心 (3 2
.

4

波美度 )
,

`

以 C K 8 2 6孔为最低中心 ( 2 4
.

8波美

度 )
,

呈环带状向外伸展
;
垂直方 向上

,

除

C K 1 4 1 孔 一 带的卤水比重变化较小外
,

其

余大部份地区卤水比重是 自上而下随深度递

增
,

最大值可达 33 波美度
。

晶间卤水的粘滞性
,

以运动 粘 滞 系 数

( v )为代表
,

它与卤水比重的变化有紧密联

系
,

并随卤水温度的增高而降低
。

晶间卤水

粘度以 C K 1 41 孔为最高 ( 0
.

06 7厘米
么

/秒 )中

心
,

以 C K 8 2 6 孔为最低中心 ( 0
.

0 3 0 3厘米
2

/

秒 )
,

呈环带状分布
,

总的变化趋势与 卤水

比重基本相似
。

2
.

晶间卤水 ( S
,

)水化学特征

察尔汉区段晶间卤水总矿化 度 为 3 10 至

4 4 0克 /升
,

阳离子以钠
、

镁
、

钾
、

钙为主
,

阴离子以氯
、

硫酸根为主
。

根据水化学变质

系数
,

本区绝大部份的卤水属于氯化物型
,

仅团结湖及达布逊湖一带卤水属 于 硫 酸 盐

型
、

硫酸镁亚型水
。

按照卤水的主要组成又

可划分 出不 同的水盐体系 (图 1 一 7 )
。

南部

地区局部地段为 N a 、

M g
、

K / C l
、

5 0 4一H
Z
O五

元体系
,

北部地区为 N a 、

M g
、

K
、

C a
/ C I一 H

Z
O

五元体系
,

其余地区绝大部份为 N a 、

M g
、

K / C l一 H
Z
O 四元体系

。

根据晶间卤 水 的 比

重分布和溶液相图的分析
,

可分为三个析盐

阶段 (主要指四元 体 系 ) 即 N a
C I

、

N a C I +

K C I(分布于 C K 8 2 6孔一带 ) ; N a C I
、

N a C I +

K C I
·

M g C 1
2 ·

6H
Z
O (大部份地区 ) , N a C I

、

N a C I + K C I
·

M g C 1
2 ·

6 H
Z
O + M g C 1

2 ·

6 H
2
0

(主要分布于 C K 1 4 1孔一带 )三个析盐 阶 段

(图 1一 7 )
。

在垂直方向卤水析盐阶段的分

布
,

在 C K 1 41 孔一带仅存在一个析盐阶 段

(近水氯镁石阶段 )
,

在 C K 8 2 6孔
,

C K 1 2 8孔

一带存在上述三个析盐阶段
,

其他地区基本

上处于两个析盐阶段 (缺少钾石盐析盐阶段 )
。

根据上述晶间卤水 ( 5
3

)水化学 特 征 可

知
,

开发钾矿资源的主要地段是除了 C K 1 41

孔高镁水区之外的四元体系地段
,

而该地段

岩盐的渗透性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地段
。

二
、

晶间卤水 (多 )含水

层岩盐渗透性

(一 )实验室研究岩盐渗透性 的 原

理与方法

岩盐属于孔隙介质
,

其渗透性系指岩盐

渗透系数和岩盐渗透率两个方面
。

在任一均

匀介质中渗透系数可规定为单位水力坡度的

比流量
,

即在层流运动状态时渗流流速与相

应的水力坡度之比叫做渗透系数
,

它表示一

种流体流动经骨架孔隙被输送的状况
。

它由

介质的骨架和流体性质两者关系所决定
。

渗

透系数 K 可表示为
「̀’ :

K = k
.

弃
二 k

.

; / v

卜

式中
,

k (因次 L 忍)称为多孔骨架的渗透率
,

只取 决于固体骨架的性质
,

并以
r
(液 体 比

重 )
、
林(流体粘度 )或 g (重力常数 )

、 v
(流体

运动粘带系数 )表示流体特性的影响
。

有关文献中报导过各种公式
,

阐述岩
、

上渗透率 ( k )与岩
、

土骨架性质 的 各 种 关

系
,

某些关系式纯属经验性的
。

大多数研究

者是使用一些理论模型
,

推导出岩
、

土渗透

率 ( k )与骨架各种参数之间的相 关 数 学 模

型
,

所以
,

数值系数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多孔骨

架而言
,

必须通过模拟实验确定
。

文献
` ’
中所

述的渗透率公式都具有一般普遍的形式 即
:

k = f
,
( S ) f

Z

(
n ) d

么

式中
,

f ,
( S )称为形状因子 ; f Z (

。
) 称为孔隙

性因子 ; d 为颗粒有效 (或平 均 )粒径 ; k 为岩

土渗透率 ( 因次 L
忍

)
。

研究孔隙介质渗透率 ( k )所使用的理论



模型有毛细管模型
、

水力半径模型
、

阻流模 粒径与岩盐渗透率
、

渗透系数的实验数据
。

型 ( R
e s i s t a n e e t o f lo w m e d e l s )

、

统计模 从表 2一 z ,

可见粒径 0
.

9一 1
.

5 毫米和 1
.

5一

型
、

裂隙模型等
〔” 。

3
.

0毫米
,

其渗透性变化范 围 符 合 察 尔 汉

我们根据实验室模拟实验
,

分别建立了 区段岩盐抽水试验所确定的渗透值
,

所以将

松散盐样渗透率 ( k )与岩盐粒径 ( d
Z。
) 及原 公式 ( 1 )中岩盐有效粒径 ( d )确定为 1一 3

状盐样渗透率 ( k )与岩盐粒径 (d
5 。
)
、

岩 盐 毫米
,

根据 C K 8 2 9孔岩盐样品颗 分 资 料 选

孔隙度 ( n % )的相关数学模型
,

考虑野外现 d 25 粒径作为渗透计算时采用的等效粒径
。

场岩盐非均质性的影响
,

对数学模型用岩盐 岩盐非均质性对岩盐渗透性的影响
,

可

非均质系数加以修正
,

用于计算察尔汉区段 以认为岩盐非均质系数比值与岩盐渗透率变

岩盐 ( sS )的渗透系数
。

化比值大体呈线性关系 (其他因素相同 )如表

2 一 2 中所列 18 一 1
、

18 一 2 盐样与均质岩
(二 )影响岩盐渗透性的主要物 理 盐试样的结果

。

因素 2
.

岩盐孔隙度

岩盐的下列特性影响其渗透性
:

岩盐的渗透性与其孔隙的大小
、

形状
、

1
.

岩盐粒径 分布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

而岩盐孔隙的特性

根据松散盐样的实验资料
,

我们得出
:

与岩盐的组成矿物颗粒大小
、

形状
、

成分有

k = 0
.

6 8 1 3 X 10
一

吧
“

( 1 ) 直接的关系
,

因此建立岩盐孔隙度和渗透性

式中 k
,

岩盐渗透率
,

厘米
“ ; d 岩盐 有 效 的普遍关系式是不太可能的

,

但是与其他影

粒径 (或平均粒径 )
,

毫米
。

方程 ( 1 )指出岩盐 响岩盐渗透性的因素相比
,

它是主要的影响

渗透率随颗粒直径的二次方而变化
。

显然颗 因素
。

室内实验资料表 明 18 一 1 试样
,

孔隙

粒直径愈小
,

孔隙也愈小
,

孔隙是水流的通 度分别为 37
.

05 %
、

4 0
.

0%
、

42
.

88
,

渗透系数

道
,

因而渗透性也愈弱
。

表 2 一 1 列出岩盐 分别为盯
.

5
、
1 88

.

2 8
、
3 45

.

09 米 /昼夜 (其他因

表 2 一 1 渗 透 率 与 拉 径 关 系 实 验 数 据

透数渗均平系粒 径

(毫米 )

平均粒径

(毫米 )

孔隙度 运 动
粘滞系数

渗透系数 平均孔隙度

( % ) (毫米
么

/秒 )l (米 /昼夜 )

渗透率

(厘米
“ ) ( % )

平均渗透率

(厘米
“ ) (米 /昼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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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相同 )
。

根据原状岩盐样品的实验资料
,

我们得

出

k = ( 2
.

4 9 1一 5
.

7 0 6 )
x 1 0 一 “ n ` · “ 8 8

d
5 。么… ( 2 )

式中
,

k 一岩盐渗透率
,

厘米
“ ; n

一岩盐孔

隙度
,

% ; d 50 一岩盐粒径中位数
,

厘米
。

3
.

其他物理因素

晶间卤水的比重
、

粘度
、

温度等对岩盐

渗透性的影响
,

都有文献资料可查
,

就不再

详加论述
。

岩盐的结构与构造对渗透性的影

响已反映在岩盐粒度
、

孔隙性
、

非均质性等

因素之中
,

将它们从中严格地区分也是困难

的
,

因此
,

不作专门的讨论
,

并不意味着没

有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

表 2 一 3 察 尔汉 区段岩盐 ( 5
3
)渗透性预 测计算

钻 孔 孔隙度

压阻陆尸一
粒径

d 5 0

粒径

d : 。

运动粘滞
系数

v

计算公式 (

编 号 ( % ) {(毫米 ) ,(毫米 )

不均质

系数

S

(厘米
“
/

秒 )

渗 透 率
k

( (里米
“ )

· k s`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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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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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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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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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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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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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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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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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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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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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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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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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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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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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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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5 8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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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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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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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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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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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5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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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5 5 9

0
。
0 4 2 6

0
。
0 4 8 4

0
。
0 5 4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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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4 1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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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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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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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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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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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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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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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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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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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 1 :)

k = 0
.

6 s l 3 x l o
一 ” d 置

。 .

5 : : 。
/ S

K 二 k
·
g /

,

计算公式 ( 2 :)

k = 2
.

4 9 x 1 0
一 “ n ’ ·

6 “ 。 ·

d “ 5 。 ·

S : : 。
/ S

K = k
·
g / v

式中
: k 渗透率

,

厘米
忍 ;

K 渗透系数
,

米 /昼夜 ,

d : 。
岩盐有效粒径

,

毫米 ;

d 。 。
岩盐粒径中位数

,

厘米 ,

v 运动粘滞系数
,

厘米
2

/秒
,

g 重力常数
,

厘米 /秒乞 ;

S。 : 。 ,

S分别为
C k 8 2 9

,

计算孔的岩盐不均质系数
。

K 2 7 8 3 3 6

5 7 7 7 2

n 1 8 1 8

S /训万 1 8
.

1 6 1 6
.

9 8

d
.

f 1 7 1 7

t s % 1
.

7 4 1
。
7 4

t
·

( s /侧万 ) 3 x
.

6 0 2 9
.

5 5

K , 2 4 6 3 0 6

K 2 3 1 0 3 6 6

变异系数 。 .

28 0
·
2 1

53



表 2一 2 岩盆不均质性衬渗透性影响

样品编
一

号

}弋鬓桨乒
不均
系数

孔隙度
(% )

k
(厘米“ )

1
。

5~ 3
。
0

毫米等粒
组

2
。

2 5 4 2
。

7 6
2 4

。
6 5义

1 0
一日

1 8一 1

1 8一 2

2
。

1 9

2
。

6 9

5
。

7

1 3
。

0

4 0
。

0 0

3 3
。

0 6

9
.

9 6 x 1 0
一 a

8
。

0 3又 1 0
一 6

(三 )察尔汉区段岩盐 ( 5 3 )渗透性

分布规律的探讨

1
.

岩盐渗透系数的预测计算

( 1 )预测计算的原则

计算岩盐 ( 5
3 )渗透系数

,

选择富矿段
,

计算孔 18 个
,

呈 4 x 4 公里网格均匀分布
,

面积为 3 00 平方公里
,

视为一个连续渐变的渗

透区
。

主要计算参数如岩盐孔隙度
、

粒径
、

非均质系数
、

卤水粘度均由钻孔取样测得
,

垂直方向包括整个卤水矿层厚度
。

对计算参数做 了审核
,

符合数据有代表

性和均一性
,

对系统误差要找出原因做出恰

当的处理
。

岩盐粒度及非均质系数仅控制有

五米左右的深度
,

给计算数据带来一定的不

均一性
,

由于我们着重研究岩盐的水平方向

渗透性
,

而与岩盐渗透性在垂向上是均一的

假定并不矛盾
。

对于参加计算的主要参数都作了统计分

析和趋势面的分析
,

并结合实际现场情况作

了规则化
、

均一化的处理
。

( 2 )岩盐渗透率
、

渗透系数 计 算 结 果

卤水粘度值均换算到温度 20
O

C的值
,

得

出的渗透系数为温 度 20 ℃ 岩 盐 渗 透 系 数

( K
Z。
)

,

岩盐渗透率
、

渗透系数计算结 果 综

合列入表 2一 3
。

( 3 )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计算结果表明
,

两种经验公式得出两种

近似的结果
。

公式 ( 2 )计算结果
,

标谁差和

变异系数较小
,

与抽水试验资料 拟 合 较 好

( S K Z
、

C K 8 2 9 )
。

理论分析也说明公式 ( 2 )

考虑因素较多
,

所以效果较好
。

将公式 ( 2 )计算的岩盐渗透系数 (表 2 -

3 )
,

绘制频数分布图 (图 2 一 1 )
。

其 频 数

分布属正态分布 (或 t 分布 )
。

岩盐渗透系数

偏离其平均值
,

偏离范围为平均值的 士 0
.

8

标准差为75 米 /昼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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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 1 岩盐渗透系数的频数分布



察尔汉区段岩盐渗透系数总体平均值按
9 5% 置信区间估计为 3 06 一 3 66 米 /昼夜

,

变异

系数为 0
.

2 1
。

2
.

察尔汉区段岩盐 ( S
:
)渗透性分布规律

的初步认识

根据表 2 一 3 所列的岩盐渗透系数
,

绘

制出岩盐渗透性分布图 (图 2 一 2 )
。

该图表

明察尔汉区段岩盐渗透性没有明 显 的 方 向

性
,

呈现三个渗透透镜体 ( 1
s K Z ,

n 。 K , 3 。 ,

DI
。 4 _ : 2。

)分别为以 S K Z孔为中心的 1 s K Z

渗透

透镜体
,

以 C K 1 3 0孔为中心的 n C K : 3 。

渗透透

镜体和以 C K 6 4
、

C K 8 2 9孔为中心的 111
。` 一 。 : 。

渗透透镜体
。

按岩盐渗透强度区分
,
I 。 K :

和

111
。 、 _ : 2 。

属强渗透性透镜体
,

n
C K【3 。

为弱渗透

性透镜体
。

在局部地段的岩盐渗透性却有一

定的方向性
,

一般是沿渗透透镜体的长轴方

向
,

岩盐渗透性的变化比较 均 一
,

变 化 缓

慢
,

而沿短轴方向岩盐渗透性变化较大
。

岩盆渗透透镜体
、

形象地表明了岩盐渗

透性的空间分异特征
,

其形成原因从上述的

影响岩盐渗透性的诸因素的讨论 中可 以 明

了
。

从采矿观点
,

了解上述岩盐渗透性的分

布规律
,

将帮助我们更合理地规划开采井群

与指导预测开采矿体淡化趋势
。

2 0 2 4

{一上一土一上公里

图 2 一 2 察尔汉区段岩盐渗透性分布图



结 论

通过对察尔汉区段钾镁液体矿床岩盐渗

透性的研究
,

得出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

1
.

晶间卤水 ( 5 3 )含水层属于渗透性具有

明显的空间不均一性的含水层
。

岩盐孔隙度
、

粒度
、

渗透系数的频数分布具有正态分布 (或

t 分布 )的特点
,

从统计学观点可认为 是 具

有随机变化又有整体连续性分布 的 随 机 变

量
。

2
.

察尔汉区段岩盐渗透性
,

从总体推断

平 均值为 3 06 一 3 66 米 /昼夜 (9 5%置信区间 )
,

标准差为 72 米 /昼夜
,

变异系数为 0
.

2 1
。

岩盐

渗透性不均一
,

没有明显的方向性
,

可划分

成三个渗透透镜体
,

在局部地段岩盐渗透性

有似均一性的地段
。

3
.

察尔汉区段岩盐孔隙度总体平均值为

1 6
。

9 1~ 1 9
.

2 3% ( 9 5%置信区 l’ed )
,

标准差为

2
.

71 %
,

垂向上的变化有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的趋势
,

地表以下 5 米深度内
,

这种趋势尤

为明显
。

岩盐粒度总体平均值为 2
.

“ 一 3
.

46

毫米 (9 5%置信区间 )
,

标准偏差为 1
.

34 毫米

4
.

通过实验所建立的岩盐渗透系数经验

公式
,

实践表明
,

包括变量较多的经验公式适

用性较好
。

经验公式 ( 2 )在岩盐地区有一定

的适用性
,

但在具体应用时要考虑岩盐非均

质性而加以修正
,

否则计算结果将偏大
,

公

式仅适用于均质岩盐的渗透计算 (非均 质 系

数小于 5 ,

岩盐粒径 0
.

9一 3
.

0毫米 )
。

5
.

使用考虑岩盐非均质性的 修正 公 式

( 2 ) (表 2 一 3 )
,

给出察尔汉区段 30 0平 方

公里面积内岩盐渗透性指标
,

并用两个已作

独水试验的钻孔资料验证
,

渗透系数预测计

算的相对误差为 6% ( C K 8 2 g孔 )及 17 % ( S K Z

孔 )
,

都在允许误差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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