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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的增加，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煤矿开采省份，山西省的煤矿

开采量也一直在增加。但长期以来不合理和不科学的煤层开采，导致全省许多地区出现了煤矿采空区

和伴生的地表裂隙。同时山西省内许多流域观测资料显示河道径流明显减少，水库存储量下降。认识

煤矿开采，这一重要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考虑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

模型意义重大。收集山西省几个典型小流域的煤炭开采、遥感、水文资料，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煤炭

采空区引起的裂隙和塌陷在山坡上会增加地表优先流，在河道上会导致明显渗漏现象。基于以上对煤

炭开采对水文过程影响的认识，发展了考虑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模型，并在山西芦庄小流域

进行了模型验证与应用研究。此研究方法对认识人类活动可能引起水文过程的变化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发展的模型也可以推广到具有类似水文过程的地区，对由于不合理的煤炭开采受到影响的流域进

行水文分析和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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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山西省煤炭资源存贮丰富，含煤地层面积约占

全省总面积的４０％，已查明保有煤炭储量２６９４．９６
亿吨，无论是探明储量，还是开采量均属全国首

位。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１５年，山西省共开采煤炭１４０
多亿吨，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由于

长期以来高强度、不科学的煤炭开采，山西全省范

围内已形成２×１０４ｋｍ２煤矿采空区，占全省总面积
的１／８［１］。粗放式的煤矿开采，不仅造成煤矿采空
区大面积发生，而且裂隙带和地面沉陷范围也随之

扩大（图１）。同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陆续在
大同十里河，怀仁小峪河，朔州七里河，阳泉桃河，

孝义兑镇河，左权清漳河，晋城长河等流域出现河

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或泉水流量下降或断流、

水库存储量下降的现象。煤矿能源的开采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山西省的流域水文过程，并可能加

剧山西省地表水资料的短缺［２－３］。

水文模型是水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已被广

泛应用于水资源管理与调配、城市防洪、山区洪水

预警预报，气候变化等等问题。未来的水文模型发

展趋势主要集中在流域尺度的水文过程及相关过程

的耦合（比如生态，经济）、考虑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的水文过程模拟、社会经济与水文模型的耦合、

遥感与水文模型的深度耦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技术在水文过程模拟中的应用等方面［４－１４］。山西

煤矿采空区是在流域尺度的上显著影响了自然条件

下的水循环过程的人类活动。研究其对水文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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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山西煤炭采空导致地面裂缝和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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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理，并纳入到水文模型中，对评估不合理煤

炭开采的水文影响以及山洪的预报分析，将具有重

大意义。

本研究在山西省选取芦庄小流域作为典型研究

流域，基于长期观测数据研究煤矿开采对山区小流

域地表产流、河道汇流、采空区蓄排水等自然水文

过程的影响，发展基于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下

渗、产流、地下水库蓄滞和河道渗流的计算方法，

将人类活动对自然水文过程的影响引入到传统的水

文模型中，创建适用于煤炭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

文模型。

１ 研究区概况

芦庄流域位于山西省原平市（图２），流域面积
７３９．８ｋｍ２。地处华北黄土高原，在大陆性季风气
候总的前提下，气候兼具山地性气候的特征，表现

为春季少雨干旱多风沙，夏季高温多暴雨，东南风

带来的暖湿气流是形成降水的主要水汽来源，秋季

温和晴朗，冬季漫长干寒，西北风盛行，降水少；

山地气候垂直变化十分明显。

芦庄流域有７个气象站和１个水文站（图２）。
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的年径流以及降水数据序列（图３）
显示，１９９５年以前，年降水和年径流几乎呈正相关
的变化，１９９５年之后，在降水略有增加的趋势下，
平均年径流、最大、最小年径流量均在逐年减小。

１９７４－１９９５年年平均降水量为４１７．７ｍｍ，年平均

流量为１．５４ｍ３·ｓ－１，最大年平均流量为２．１８ｍ３

·ｓ－１（１９９５年），最小年平均流量为１．１４ｍ３·ｓ－１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年平均降水量为 ４４０．７
ｍｍ，年平均流量为１．１８ｍ３·ｓ－１，最大年平均流
量为２．１４ｍ３·ｓ－１（１９９６年），最小年平均流量为
０．８１ｍ３·ｓ－１（２００６年）。

图２ 芦庄流域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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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芦庄流域年降水量、年径流量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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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的帮

助下，本研究收集了芦庄流域不同时期的煤矿采空

区分布图和大小。芦庄流域有六个煤矿开采区，分

别是车道沟、焦家寨、刘家梁、六亩地井田、石豹

沟和西梁煤矿，其空间分布如图４所示。研究发现
采空区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出现，并且采空区面积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经过与采空区出现之后降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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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芦庄流域采空区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

ｉｎＬｕｚｈｕ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的相关分析，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期间的年降水量
变化不大，但年径流量和采空区面积呈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ｙ＝－０．９１１９ｘ＋１．９８４６，Ｒ２＝０．８４２８），说
明年径流量的减少，和采空区存在重要的关系

（图５）。

２ 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模型

山西的煤矿开采通常距地表有一定的距离，但

随着煤矿开采规模扩大，导致岩层移动形成地表裂

隙发育或直接造成地表塌陷，增加地表水和地下水

的联系，使得自然条件下的地表产汇流发生改变。

当裂隙或者塌陷出现在山坡，坡面产汇流以优先流

通道的形式快速下渗补给地下水；当裂隙或者塌陷

出现在河道，河道汇流以渗漏的形式快速补排地下

水（图６）。总体来看，煤炭采空区对水文过程有蓄
滞作用。目前本概念模型，从水量平衡角度来看，

前提假设条件为进入到地表以及河道裂隙的水量将

滞留与采空区或直接补给地下水。

传统的模型对实际的降雨径流形成过程的描述

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坡面产流、壤中流、坡面汇

流及河道汇流。本文考虑到研究区域煤矿采空区下

垫面的特殊情况，对传统的三水源模型进行改进，

图５　芦庄流域煤矿采空区面积 年径流量 年降水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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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文模型中引入采空区对降雨径流形成控制因素

以及机理。

２．１ 坡面产汇流以优先流形式快速下渗补给地下水

传统的三水源水桶模型，包括地表产流（ｑｄ）、
壤中流（ｑｆ）和基流（ｑｇ，ｓ），在刻画自然物理过程的
水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一个控制系数 ＣＲ，ｄ（图
７），表示坡面煤炭采空区产汇流以优先流通道的形
式快速下渗补给基流的强弱。ＣＲ，ｄ取值范围在０～１

之间，取值以子水文计算单元采空区裂隙和塌陷的

发育程度决定。

２．２ 河道汇流以渗漏的形式快速补排地下水

当煤矿采空区位于河道附近或者河道下方时，

考虑到河道周围的地质情况，此时采空区的存在，

可能会对河道流量有着削减作用，极端地若河道与

采空区之间有透水通道，则河道水量将可直接渗漏

至煤矿采空区，导致河道水量减少，从而影响河道

７７３２期 文 磊等：构建考虑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模型并在山西省小流域应用 　



图６　采空区对水文过程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７　采空区坡面产汇流计算示意
Ｆｉｇ．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

汇流。对于一个特定的流域，流域的采空区情况在

短时间内假定是不变的，那么可以假定河道采空区

渗漏量与河道流量呈线性关系。

Ｓｉ＝ｋＱｉｔｉ （１）

式中：ｔｉ为计算时间步长（Ｔ）；Ｓｉ为ｔｉ时段内渗漏到

采空区的水量（Ｌ３）；ｋ为渗漏系数（－）；Ｑｉ为采空
区所在位置的上游来水流量（Ｌ３·Ｔ－１）。

３ 模型应用

分两种方案构建以子流域为计算单元的分布式

水文模型。

方案一，构建不考虑采空区影响的水文模型，

三水源水桶模型计算产流［１５－１６］；ＳＣＳ单位线法计

图８　技术流程图
Ｆｉｇ．８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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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芦庄流域ＤＥＭ、土地利用和土壤分布信息
Ｆｉｇ．９　ＤＥＭ，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ｚｈｕ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算坡面汇流［１７］；运动波计算河道汇流［１８－１９］。

方案二，构建考虑采空区影响的水文模型，改

进的三水源水桶模型计算产流，ＳＣＳ单位线法计算
坡面汇流；考虑河道渗漏作用的运动波计算河道

汇流。

模型计算的技术流程如图８所示，基于 ＤＥＭ
数据划分子流域并提取流域特征；根据流域土地利

用和土壤质地数据提取模型计算的初始参数；收集

气温、降雨、径流数据，准备模型的输入［８，１４］。

首先在芦庄流域应用方案一不考虑采空区的影

响水文模型。以１９９４年前（采空区出现前）的极端
降水径流过程进行模型参数率定，并计算１９９４年
后的极端降水径流过程；其次对于１９９４年后的极
端降水径流过程采用方案二考虑采空区的影响水文

模型计算。最后开展模型合理性分析。

３．１ 基础资料整理

芦庄流域共有７个雨量站和１个水文站。水文
站系列资料和雨量站点系列资料均为１９６６－２００８
年。降雨和流量数据由山西省水文局提供，气温资

料从中国气象网站下载，煤矿采空区资料由山西省

煤矿总局提供。

芦庄流域ＤＥＭ数据是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下载３０ｍ精度的ＤＥＭ；芦庄小流域的土地利用通
过我国高分二号光学信息反演获得；芦庄流域土壤

分布通过现场土壤探勘调查结合土壤普查数据获得

（图９）。
３．２　模型验证
３．２．１　无采空区影响

根据ＤＥＭ资料，将芦庄流域划分为５５个子流

域，并通过土地利用和土壤质地资料，提取每个子

流域的初始参数，利用不考虑采空区的影响水文模

型对山西省芦庄流域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

１９７３－１９９４年期间，芦庄流域没有煤矿采空区
出现，对此期间选取６场极端洪水事件，其中前４
场采用 ＳＣＥＭＵＡ算法进行参数率定［１７］，后两场

用于验证。６场极端降水过程模拟结果均很理想
（图１０）。如表１所示，６场洪水模拟径流深与实测
径流深的相对误差百分比绝对值都＜１５％，模拟洪
峰流量与实测洪峰流量相对误差百分比也都

＜１５％，洪峰出现时间差均在１ｈ以内，确定性系
数均＞０．７５，由此可以说明，产流采用三水源水桶
模型［１５－１６］，坡面汇流采用 ＳＣＳ单位线［１７］，河道汇

流采用运动波构建的不考虑采空区的影响分布式水

文模型，在山西省芦庄流域的适用性很好，对山西

省芦庄流域的极端降水径流过程模拟精度较高。

３．２．２　采空区影响
对山西省芦庄流域１９９５年以后的洪水分别用

方案一和方案二进行模拟，结果如图１１所示，在不
考虑采空区的影响下，模拟的洪峰较实测洪峰偏

大，且峰现时间均提前。表２对比了模型中考虑采
空区和不考虑采空区影响的计算值和实测值。模型

中考虑了采空区的影响后，模拟洪水过程与实测洪

水过程更加吻合。洪峰流量与洪峰出现时间的模拟

误差有了显著提高。模型考虑采空区的影响后，模

拟的径流深和实测径流深相对误差百分比的绝对值

均＜２０％，模拟洪峰流量与实测洪峰流量相对误差
百分比绝对值也＜２０％，模拟洪峰出现时间也更加
接近实测洪峰出现时间，峰现时间差均 ＜１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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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山西省芦庄流域１９７３－１９９４年６场洪水模拟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６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７３－１９９４ｉｎＬｕｚｈｕ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

表１　１９７３－１９９４年６场洪水模拟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６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７３－１９９４

洪水场次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降雨量

／ｍｍ

实测径流深

／ｍｍ

计算径流深

／ｍｍ

径流深相对误差

／％

实测洪峰流量

／（ｍ３·ｓ－１）

模拟洪峰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相对误差

／％

峰现时差

／ｈ
确定性系数

１９７３０８０７ ３０．６ ４．９６ ４．９６ ０．００ ５５６．６ ５４０．７ －２．８６ －０．４２ ０．９００

１９７４０７２９ １４．４ ２．０５ １．９１ －６．８３ ３４６．０ ３２０．０ －７．５１ ０．０８ ０．８８３

１９８８０７２４ ３１．１ ２．８８ ３．００ ４．１７ ２２７．７ ２５０．４ ９．９７ －０．０８ ０．７８４

１９９００８２８ ２７．３ １．６５ １．７０ ３．０３ １０７．０ １１７．３ ９．６３ －０．８３ ０．８００

１９９２０７２３ １７．８ １．０１ １．０７ ５．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９ ６．９０ －０．１７ ０．８２７

１９９４０７２３ ２７．９ １．２９ １．４６ １３．１８ ９６．４ １０９．８ １３．９０ －０．５０ ０．７８４

０８３　　　　　　　　　　　　　　　　　　　　冰　　　川　　　冻　　　土 　　３９卷　



图１１　山西省芦庄流域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６场洪水模拟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６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９５－２００８ｉｎＬｕｚｈｕ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６场洪水模拟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６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洪水场次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实测值

降雨量

／ｍｍ

径流深

／ｍｍ

洪峰流量

／（ｍ３·ｓ－１）

不考虑采空区计算值

计算径

流深

／ｍｍ

径流深

相对误

差／％

模拟洪

峰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相

对误差

／％

峰现

时差

／ｈ

确定性

系数

考虑采空区计算值

计算径

流深

／ｍｍ

径流深

相对误

差／％

模拟洪

峰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相

对误差

／％

峰现

时差

／ｈ

确定性

系数

１９９５０８０１ ４５．３ ２．３８ ８８．０ ３．１８ ３３．６ １１２．１ ２７．４ １ ０．２５０ ２．７８ １６．８ ９６．１ ９．２ ０ ０．８１５

２００２０７１９ １７．５ １．１０ ２４２．２ ２．００ ８１．８ ２８７．８ １８．８ ０ ０．０２２ １．２８ １６．４ ２６５．９ ９．８ ０ ０．８１９

２００３０７３０ ４１．８ １．６６ １７５．０ ２．９９ ８０．１ ２９９．８ ７１．３ ２．１７－３．５８０ １．９２ １５．７ １６０．０ －８．６ １．００ ０．７９９

２００４０７２７ １１．３ １．０４ １５３．８ １．８０ ７３．１ １６７．２ ８．７ ０．２５ ０．２８６ １．２０ １５．４ １２９．３ －１５．９ ０．３３ ０．８９９

２００５０８１５ ２２．５ １．１０ ７１．５ １．９８ ８０．０ １７４．２ １４３．６ －１．１７－１．７２８ １．２２ １０．９ ８２．５ １５．４ －１．００ ０．７９１

２００８０８１３ １７．２ ０．４６ ３１．２ ０．７７ ６７．４ ３２．１ ２．９ １ ０．１５４ ０．４２ －８．７ ２８．５ －８．７ －０．１７ ０．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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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考虑采空区的影响后，６场极端降水径流事件的
确定系数均＞０．７５。考虑采空区的影响水文模型对
１９９５年后的极端降水径流模拟更合理，能够较好地
反应采空区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４ 结论

山西省煤炭开采，已经逐渐对自然条件下的流

域地表产汇流过程造成影响，煤炭开采对山西水文

过程的长远影响，仍需要加以关注。

本文考虑到煤矿采空区下垫面的特殊情况，通

过在传统的水文模型上增加考虑采空区的人为活动

控制因素的方法，将人类活动对自然水文过程的影

响引入到传统的水文模型中，创建适用于煤炭采空

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模型，并在山西芦庄流域开展

验证与应用研究，结果显示模型通过引入人类活动

对水文过程的影响，明显提高了传统水文模型模拟

极端降水径流过程的模拟精度。同时，发展模型的

思路和方法，对其他人类活动引起水文过程的影响

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发展的模型可以用于煤

炭开采影响流域的水文分析和预报。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ｏｎ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Ｈｅｎ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９）：５０－５１．［王芳．山西煤炭开采对
水资源的影响研究［Ｊ］．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２０１５（１９）：５０
－５１．］

［２］　ＫｏｎｇＴａｉｓｅｎ，ＺｈａｏＳｏｎｇｌｉｎ．Ｌ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１５（３）：２７０－２７３．［孙泰森，
赵松林．煤矿采空区的土地破坏及治理［Ｊ］．山西农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５，１５（３）：２７０－２７３．］

［３］　Ｌ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Ｓｕｊｉａｎ，ＤｅｎｇＺｅｎｇｓｈｅ，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ｕｒｉｅｄｃｏａｌｓｅａｍ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ＣｏａｌＳｏｃｉｅ
ｔｙ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１３．［李涛，王苏健，邓增社，等．陕
北浅埋煤层采空区储水条件及水文过程［Ｃ］．陕西省煤炭学
会学术年会，２０１３．］

［４］　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ｇ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
ｒｉｅ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３４（Ｓｌ）：４９－５９．［王中
根，郑红星，刘昌明，等．黄河典型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及应
用研究［Ｊ］．中国科学：Ｄ辑 技术科学，２００４，３４（Ｓ１）：４９－
５９．］

［５］　ＳｈｉＪｉａｏｚｈ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ａｔｅｒ
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２６（１）：１８－２３．［石教智，陈晓宏．流域水文模型研究进展
［Ｊ］．水文，２００６，２６（１）：１８－２３．］

［６］　ＸｉｏｎｇＬｉｈｕａ，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ＨｕＣａｉｈｏ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ＯＰＭＯＤＥＬｉｎｒｕｎｏｆ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ｓｈｅ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２（５）：５－８．

［熊立华，郭生练，胡彩虹．ＴＯＰＭＯＤＥＬ在流域径流模拟中
的应用研究［Ｊ］．水文，２００２，２２（５）：５－８．］

［７］　Ｒｕｉ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ｃ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６
（３）：２２－２６．［芮孝芳，蒋成煜，张金存．流域水文模型的发
展［Ｊ］．水文，２００６，２６（３）：２２－２６．］

［８］　ＲｅｎＬｉｎｉａ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２８（４）：１
－７．［任立良．流域数字水文模型研究［Ｊ］．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８（４）：１－７．］

［９］　Ｒｕｉ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ｒｕ．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４
（２）：５５－５８．［芮孝芳，黄国如．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现状与
未来［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０４，２４（２）：５５－５８．］

［１０］ＣｈｅｎＲｅｎｓ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Ｅｒｓｉ，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
ｖｉｅｗ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ｓｅｒ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９．［陈仁升，康尔泗，杨建平，等．水文
模型研究综述［Ｊ］．中国沙漠，２００３，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９．］

［１１］ＫａｎｇＥｒｓｉ，ＣｈｅｎＧｕｏｄｏｎｇ，Ｌａｎ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ｒｕｎｏｆ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ｏｆａ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ｏｕｓ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１７
（１）：１８－２６．［康尔泗，程国栋，蓝永超，等．概念性水文模
型在出山径流预报中的应用［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７
（１）：１８－２６．］

［１２］ＬｉａｏＦｕｑｕａｎ．ＨＥＣＨＭ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廖富权．ＨＥＣＨＭＳ模型构建及其在恭城
河流域洪水预报中的应用［Ｄ］．南宁：广西大学，２０１４．］

［１３］ＧｕｏＮ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Ｘｕｅｚｈｅ，Ｋｏ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４）：３８－４１．
［郭良，唐学哲，孔凡哲．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山洪灾害预
警预报系统研究及应用［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７（１４）：３８－４１．］

［１４］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ｇｅｎ，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Ｗｕ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３，１８（２）：１６８－１７３．［王中
根，刘昌明，吴险峰．基于ＤＥＭ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综述
［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２）：１６８－１７３．］

［１５］ＪｕｎＷ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ａｎｋ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０１４．［王俊．降雨条件下水箱模型试验及边坡渗透特性
分析［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４．］

［１６］ＷｅｎＮｉｅ，Ｒｕｎｑｉｕ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ｏｎｇ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１Ｄｍｕｌｔｉｔａｎｋ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９：
８８２７－８８４１．

［１７］ＬｉＬ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ｈｕ，ＨａｏＺｈｅｎ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ＣＳｍｏｄｅｌｔｏｆｌｏｏ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０４－１０８．［李丽，王加虎，郝振纯，等．ＳＣＳ
模型在黄河中游次洪模拟中的分布式应用［Ｊ］．河海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０４－１０８．］

［１８］ＹｅＡ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Ｊｕｎ，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ｗａｖｅ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ｖｅ［Ｊ］．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２００６，２８（２）：２６－２８．［叶爱中，夏军，王纲胜．基于
动力网络的分布式运动波汇流模型［Ｊ］．人民黄河，２００６，２８
（２）：２６－２８．］

［１９］ＧｕＣｈ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ｌｏｏｄｗａｒｎ
ｉｎｇ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ＣＥＭＵ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Ｘｉｎ′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ｏｄｅｌ

２８３　　　　　　　　　　　　　　　　　　　　冰　　　川　　　冻　　　土 　　３９卷　



［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顾超．改进 ＳＣＥＭＵＡ算法和新安江模

型在山洪预警中的研究与实现［Ｄ］．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２０１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ｂａｓｉｎｓ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ＮＬｅｉ１，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ｕｎ２，　ＹＵＣｏｎｇｒｏｎｇ１，　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３，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ｆｕ２

（１．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Ｄｕｅ
ｔｏ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ｓｓｕ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ｍａｎｙ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ｄｒｕｎｏｆ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Ｉｔ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ａｒｅ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ｍａｌｌｂａｓｉ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ａｒｅａ
ｃｏｕ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ｌｅａｄｔ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ｄｏｕｔ
ａｒｅａ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Ｌｕｚｈｕ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本文编辑：周成林）

３８３２期 文 磊等：构建考虑煤矿采空区特殊下垫面的水文模型并在山西省小流域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