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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温度场计算渗透流速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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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温度场探测堤坝渗漏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利用温度场求解相关渗流参数的理论也得到快

速发展。 利用温度场计算渗流参数时通常假定存在一条或多条集中的渗漏通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
计算渗漏通道的渗透流速及渗漏流量，但这种处理方式仅对渗漏通道进行研究，得到的近似结果并不一定符合

工程实际。 部分学者利用热传导理论及渗流理论建立数学模型，但由于其边界条件假定过于理想，模型在应用

过程中存在局限性。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定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边界条件，建立有限空间内基于

渗流问题的二维温度场数学模型，并在一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解出模型的解析解，最后以西藏某水库为

例，验证了该数学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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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原因造成大坝事故统计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ａ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繁发生，Ａｌｌｉａｎｚ ＳＥ 近期发布

的一个自然灾害风险预测报告指出，洪水灾害是目前世

界最频发的自然灾害之一，堤坝建设成为治理洪水灾害

的一个重要举措。 大坝事故和垮坝的原因主要有漫顶、
管涌和渗漏、滑坡、泄洪道损坏等。 根据大坝失事数据，
大坝由于管涌和渗漏导致的事故和垮坝远比其他原因导

致的事故要多，各种原因在大坝事故和垮坝中所占的比

例见图 １ 所示。
渗透流速是重要的渗流参数，渗透流速的确定在实

际工程应用中有重要意义。 一般情况下，堤坝的渗透流

速可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采用传统点稀释定理确定，但
点稀释法测量地层渗透性分析理论存在局限性，同时采
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剂的方法不能大范围推广［１］。 鉴于温度测量简单，参数容易获取，且温度作为天

然示踪剂，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２］，近年来利用温度分析堤坝渗流参数的新方法得以迅速发展。 Ｒ． Ｇ．
Ｎｉｓｗｏｎｇｅｒ［３］介绍了几种温度示踪方法来估算河床渗漏和水力传导系数的概念框架，对用于温度场研究的数

学模型进行了探讨，列出了相关建模方法，并给出了模型校正的方法，同时进行了灵敏度和不确定性分析；
瑞典学者研究了土坝中热力学⁃渗流水的过程，由能量守恒方程、质量守恒方程、渗流运动方程以及初始条

件、边界条件，定量描述坝基中的热流和渗流场，推导出相关的计算公式，并设计了数据计算方法及程序［４］；
陈建生等［５－６］将地层中集中渗漏通道看作线热源，根据渗漏通道内部的温度变化是由水流带来的，其外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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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靠热传导进行，以及热传导及能量守恒理论，推导出温度在地层中的分布趋势，建立了线热源法模型；孙苏

才等［７］在线热源模型研究基础上，对该模型进一步优化，并利用室内试验对优化后的方法进行了验证。 曾

明明等［８］考虑了水与坝体之间同时存在热传导与热对流，建立了堤坝渗漏的温度场瞬态模型，并将之应用

到工程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有限空间内基于渗流问题的二维温度场数学模型，并根据初边

值条件解得其解析表达式。 最后以西藏某水库为例，利用该数学模型解析表达式编程求解渗透流速，并与现

场试验数据对比，验证了该数学模型的合理性。

１　 有限空间内二维温度场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１．１　 模型假设

利用传热理论研究渗流问题时，一般只需考虑渗透流速等宏观物理量，不需要了解流体质点运动的细

节，将渗流介质作为多孔介质进行研究分析。 由于渗流由压力差所引起，因此传热形式属于强制对流换热。
流体的速度场在强制对流换热中不依赖于温度场［９］，因此模型假定： ①坝体材料均匀且各向同性；②任一横

截面上水的流量与温度保持不变。 ③岩（土）中水的热、物性参数不随传热的进行而发生变化；④水是不可

压缩的；⑤压力功黏滞损耗忽略不计。
１．２　 模型边界条件

在研究地层温度场和建立温度场数学模型时，都需要确定温度边界。 温度场内部的温度变化是由外界

气温水温变化、内部渗流水通过以及地温梯度引起变化的总和。
通常外界水温和气温的周期性变化，对土体内部温度有一定影响，影响深度与温度变化的周期有关。 随

着影响深度的增加，温度变化幅度呈指数减小。 因此对于浅层土，这种影响不能忽略，模型考虑了外界水温

和气温的影响，并且选用当地的日平均温度作为地表温度。 土与水接触时可按第一类边界条件分析，假定表

面温度等于水温，对于研究堤坝问题，可通过监测现场库水的温度作为边界条件。 由于大地热流的热传导主

要发生在垂直方向，因此地热的基流向上运动，地热流动通常比较小，文中取 ｑ０ ＝ ０ ０２ Ｗ ／ ｍ２［１０］。
１．３　 模型求解

模型原理和几何计算模型见图 ２。

图 ２　 几何计算模型

Ｆｉｇ ２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本文不考虑水沿土体垂直方向的流动，根据渗流理论、传热理论及给出的边界条件，研究区域的温度场

的数学物理方程可以描述为：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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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土体温度（℃）； ρｗ为水密度（ｋｇ ／ ｍ３）； ｃｗ为水比热（Ｊ ／ （ｋｇ·℃））； ρ 为土体密度（ｋｇ ／ ｍ３）； ｃ 为土

体比热（Ｊ ／ （ｋｇ·℃））； λ 为土体热传导系数（Ｗ ／ （ｍ·℃））； ｖｘ为沿土体水平方向的流速（ｍ ／ ｓ）；Ｔ０，Ｔ１，Ｔ２，
Ｔ３为土体的初始温度、地表的温度、水流出土体的温度和水流入土体的温度； ｈ１为土体与大气压下气体之间

的对流换热系数（Ｗ ／ （ｍ２·℃）），ｈ２为土体与水之间的对流换热系数（Ｗ ／ （ｍ２·℃））；解 Ｔ（ｘ，ｙ，ｔ）得到基于

有限空间内基于渗流的二维温度场模型的解析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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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ζ１ ＝ （
ｃｗρｗｖｘ
２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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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βｎ， γｎ， βｍ，

γｍ可根据文献［１１］查表确定。 由式（２）可见温度场中的温度是渗流场中渗透流速的函数，温度场的分布随

着渗透流速的变化而变化。

图 ３　 勘探孔、出水口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２　 模型验证

２．１　 现场试验

某水库位于西藏，坝址高程 ３ ７９０ ｍ，是以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库。
大坝建成以来坝脚处出现了渗水现象，开挖结果显示有渗水从排水

棱体中流出，由于渗漏范围大，无法判断具体的渗漏位置及渗透流

速，因此需要进行检查。
现场进行了渗透流速测定，流速测试的主要过程是在裸孔或带

有滤水管的钻孔中投放示踪剂，每米测定示踪剂在钻孔中的浓度，利
用一定时间后钻孔中示踪剂的浓度变化来求得钻孔渗透流速，结合

多个钻孔不同深度的流速数据可以得到流速在深度方向与平面方向

上的分布。 现场流速测试主要在大坝观测孔及坝上勘探孔中进行，观测孔编号 Ｙ１～Ｙ８（见图 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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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现场单孔稀释试验得到的勘测孔的实际渗透流速分析，可得 Ｙ４～Ｙ６ 地表下 ２０ ｍ 附近存在渗漏区

域。 本文拟利用所推数学模型主要计算 Ｙ４，Ｙ５，Ｙ６ 的渗透流速，并与实测值进行对比，验证模型的合理性。

图 ４　 理论计算模型简图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２．２　 理论计算

在实际工程中，坝体浸润线通常为土体中渗流水

的自由表面，在横断面上为一条曲线，但在土体内局部

区域，可将其视为多条平行的直线，同时按浸润线将土

层分成若干个单元土层，根据各单元土层内实测的温

度值、库水实测温度及排水沟实测温度，利用式（２）可
求得每个单元土层的渗透流速，进而得出整个坝体的

横剖面内的流场分布。 计算模型简图见图 ４。
因单元土层厚度足够小，因此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表达式中 Ｔ 值可由现场监测孔的温度监测值（表）代

替。 表达式的其他计算参数 Ｐｗ ＝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Ｃｗ ＝ ４ ２００ Ｊ ／ （ｋｇ·Ｋ），ｈ１ ＝ ８．８ Ｗ ／ （ｍ２·℃），ρ＝ ２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ｈ２ ＝ ４．１９×１０３ Ｗ／ （ｍ２·Ｋ），ｑ０ ＝ ０．０２ Ｗ ／ ｍ２，λ＝ ０ ９８８ Ｗ ／ （ｍ·℃）。

根据模型假定，实际计算过程中 Ｔ１ 由当地日平均气温监测资料获得。 Ｔ３ 为库水温度，经测量库水温度

值为 １４ ４ ℃。 Ｔ２ 为排水沟测孔温度，Ｐ４，Ｐ５，Ｐ６ 的排水沟温度实测值分别为 １３ ６， １４ ３ 和１４ ５ ℃。 ｑ０ ＝
０ ０２ Ｗ ／ ｍ２，由于计算结果过多，此处将不再详细列出渗透流速计算结果。

表 １　 各钻孔温度实测值

Ｔａｂ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孔深 ／ ｍ
温度 ／ ℃

Ｙ４ Ｙ５ Ｙ６
孔深 ／ ｍ

温度 ／ ℃

Ｙ４ Ｙ５ Ｙ６
孔深 ／ ｍ

温度 ／ ℃

Ｙ４ Ｙ５ Ｙ６

１３ １５ ５ １５ ４ １０ ０ １９ １５ ４ １３ ８ １０ ６ ２５ １５ ７ １４ ７ １５ ０

１４ １５ ６ １５ ５ １０ １ ２０ １５ ３ １３ ６ １４ ４ ２６ １５ ３ １３ ８ １４ ７

１５ １５ ６ １５ ６ １０ ２ ２１ １５ ３ １３ ５ １４ ７ ２７ １５ ２ １４ １４ ３

１６ １５ ６ １５ ４ １０ ３ ２２ １５ ３ １４ ５ １５ ２ ２８ １５ ２ １４ ３ １３ ５

１７ １５ ６ １４ ７ １０ ４ ２３ １５ ３ １５ ９ １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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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Ｙ４～Ｙ６ 孔的渗透流速实际测定值与理论计算值绘制出相应的流速对比图，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勘探孔 Ｙ４～Ｙ６ 流速曲线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Ｙ４～Ｙ６

由图 ５ 可见，在实际渗透流速曲线中，孔深 ２５ ｍ 左右出现一处约 ２ ｍ ／ ｄ 的大流速。 利用模型计算的流

速值也可看出该点流速大于其他测点流速，说明该处存在渗漏问题。 Ｙ５ 实际流速较小，但 ２０～２５ ｍ 深度区

域相对其他区域流速较大，约 ０ ２ ｍ ／ ｄ。 通过模型计算也可看出该区流速异常，最大流速值为 ０ １６ ｍ ／ ｄ。
Ｙ６ 孔也显示出相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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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 ３ 孔可以看出，理论分布曲线与实测曲线趋势大致相同，且理论流速值与实测值数量级大致相

同，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以上结果论证了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说明其具有工程实用性。

３　 结　 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有限空间内基于堤坝渗流问题的二维温度场数学模型，并在初边界条

件下，得到该数学模型的解析表达式。 结合工程实例针对建立的二维模型进行验证。 通过工程实例对比分

析可知，利用该数学模型求解的渗透流速值与现场试验测得的流速值数量级大致相同，在误差允许的范围

内，该模型合理，且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陈建生， 杨松堂， 凡哲超． 孔中测定多含水层渗透流速方法研究［Ｊ］． 岩土工程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６（３）： ３２７⁃ ３３０．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ｏｎｇ⁃ｔａｎｇ， ＦＡＮ Ｚｈｅ⁃ｃｈａ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ａｑｕｉｆｅｒ［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２６（３）： ３２７⁃ ３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吴志伟， 宋汉周． 地下水温度示踪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展［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１， ２２（５）： ７３３⁃ ７４０． （ＷＵ Ｚｈｉ⁃ｗｅｉ， ＳＯＮＧ
Ｈａｎ⁃ｚｈｏ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ｃ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２
（５）： ７３３⁃ ７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ＮＩＳＷＯＮＧＥＲ Ｒ Ｇ， ＰＲＵＤＩＣ Ｄ 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ｓ ａ ｔｒａｃｅｒ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ｒｅａｍｂｅ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 ∥
ＳＴＯＮＥＳＴＲＯＭ Ｄ，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Ｚ Ｊ． Ｈｅａｔ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ａ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ＵＳＧ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１２６０，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Ｂ，２００３．

［４］ ＮＡＧＡＯ Ｔ， ＵＹＥＤＡ Ｓ．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ｏｎｓｈｕ ｕｓｉｎｇ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ｈｏｌｅｓ［ Ｊ］．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９８９，
１６４： ３０１⁃ ３１４．

［５］ 陈建生， 董海洲， 吴庆林， 等． 虚拟热源法研究坝基裂隙岩体渗漏通道［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０５， ２４（２２）： ４０１９⁃
４０２４．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ｚｈｏｕ， ＷＵ Ｑｉｎｇ⁃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ｆｉｓｓｕｒｅ ｒ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ｖｅ ｈｅ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２４（２２）： ４０１９⁃ ４０２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董海洲，陈建生． 堤坝管涌渗漏持续线热源模型研究［Ｊ］． 科技导报， ２００６， ２４（２）： ５０⁃ ５２．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
ｓｈｅ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ｎｅ⁃ｈｅａ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ｐｉｐｉｎｇ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ｍ ａｎｄ ｄｙｋｅ［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２００６， ２４（２）： ５０⁃ 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孙苏才， 董海钊， 陈小林， 等． 堤坝渗漏热源传热模型优化分析［ Ｊ］． 人民黄河， ２０１４， ３６（６）： ３０⁃ ３２． （ ＳＵＮ Ｓｕ⁃ｃａｉ，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ｎｅ⁃ｈ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ａｍ ｌｅａｋａｇｅ［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４， ３６（６）： ３０⁃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曾明明， 陈建生， 王婷， 等． 堤坝渗漏瞬态温度场模型［Ｊ］．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１３， ３３（４）： １０⁃ １３． （ＺＥ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ａｍ ｓｅｅｐａｇｅ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３（４）： １０⁃ 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陆艳梅， 陈建生， 董海洲， 等． 大坝渗漏传热模型及拉氏变换解［Ｊ］． 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０７， ２９（２）： ２７４⁃ ２７８． （ＬＵ Ｙａｎ⁃
ｍｅｉ，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ｌａ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ａｍ ｌｅａｋａｇ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９（２）： ２７４⁃ ２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吴勇． 利用温度场探测土石坝渗透系数的正反演研究［Ｊ］． 中国水运，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９３⁃ ９７． （ＷＵ Ｙｏｎｇ． Ｌａｐｌａ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ａｍ ｌｅａｋａｇ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９３⁃ 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奥齐西克 Ｍ Ｎ． 热传导［Ｍ］． 俞昌铭， 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４． （ ＯＺＩＳＩＫ Ｍ 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ＹＵ Ｃａｎｇ⁃ｍ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第 ６ 期 付长静， 等： 利用温度场计算渗透流速的数学模型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ＦＵ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１，２ ， ＬＩ Ｇｕｏ⁃ｙｉｎｇ１， ＣＨＥＮ Ｌｉａｎｇ２， ＺＨＡＯ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１

（１．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ｄａｍ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ｙ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ｔ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ｌ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ｏｏ ｉｄｅ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 ｉｎ ｓｅｍｉ⁃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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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大型专业辞书《水利大辞典》出版发行

一部系统介绍当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大型专业辞书《水利大辞典》，在纪念水利高等教育百年、河海大学百年校庆的前夕正式发行了。 该书

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水利词典》基础上，由河海大学组织学校相关学科教师百余人精心编纂修订而成的，由姜弘道教授、唐洪

武教授担任执行主编。 这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总结水利科技发展、普及水利科技知识、传承水利科技文化的又一标志性力作。 该书特别

适合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水利工作者以及中等以上水利类专业的教师、学生阅读和使用。
新出版的《水利大辞典》内容全面、选词科学、取材精当、格式规范、资料新而丰富。 具有如下学科特点和时代特色：
（１）反映现代水利新发展。 在基本保持原《水利词典》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水利事业的新发展，由原来的 ５ 类 ２３ 个分支调整为 ８ 类 ３１ 个分

支。 调整后的分支学科包括：水利（综合），水利史；水文学，水资源，地质；工程力学，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土力学，岩石力学，工程结构，水工材

料；防洪抗旱，农业水利，城市水利，给水排水工程，水力发电，水电设备，水工建筑物，水利工程施工；海洋水文学与海岸动力学，港口，航道，河
口，海岸；环境水利，生态水利；水利经济，水利管理；水利科技，水利信息化，水文化等，很好地体现了现代水利的新发展。

（２）词目更新与时俱进。 在不大量增加《水利词典》词目总量和总字数的基础上，通过删旧增新，重点增加了近 ２０ 年来水利学科与水利事

业新领域中的词目，新增词目近三分之一。
（３）释文内容修订更新。 对 ２０ 年前出版的《水利词典》老词条逐条仔细审视，决定取舍，更新内容，核准数据，反复修改。 全书共收编词目

４ ７００ 余条，计 １４２ 万字。
（４）附录资料数据可靠。 全书 １２ 个附录，除保留《中国分区水资源总量估算》外，其余附录均根据最新资料和数据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更

新，包括中国水利史略年表、中国总库容 ２０ 亿ｍ２以上的水电站大型水库、中国高度 １００ｍ 以上的大坝、中国装机容量 ２５ 万 ｋＷ 以上的抽水蓄能

电站、中国装机容量 ２５ 万 ｋＷ 以上的水电站、国外总库容大于 ３００ 亿 ｍ３立方米上的大型水库、国外高度 ２２０ ｍ 以上的大坝、国外装机容量 ２００
万 ｋＷ 以上的水电站、国外主要港口、中国主要水利及相关期刊、国外主要水利及相关期刊。 此外还附有词目英汉对照索引、词目音序索引。

《水利大辞典》的出版是一项充分体现河海大学专业特色的文化工程，又是一项专业面宽、参编人员多、十分耗时费力的编纂工作。 有近

６０ 位河海大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参加了《水利大辞典》的编撰和修订；有 ８０ 位专家，包括特聘的校外专家，参加了《水利大辞典》
的三轮审稿。 他们严谨治学、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认真审订，为保证和提升《水利大辞典》的编纂质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河海大学《水利大辞典》修编办公室供稿）
（联系人：马敏峰，０２５－８３７８７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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