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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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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

也是世界著名的

第三大河
�

她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

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姜古迪如南支 冰 川
�

江源地区包括通天河和楚玛尔河汇合 口以上

的广大区域
,

区内自北而南有楚玛尔河
、

沱

沱河和当曲等主要支流
,

构成扇状水系
�

本

区地处青藏高原腹部
,

地势高而寒冷
,

高山区

现代冰川和多年冻土广泛发育
,

自然环境独

具特色
�

�� � � 年
,

笔者参加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

流探险期间
,

对江源冰川进行了考察
,

并选择

江源唐古拉山北坡沱沱河源头的姜古迪如南

支冰川和当曲源区的索拉窝玛小冰川
,

采集

了冰川冰
、

雪
、

冰川融水以及大气降水�雪 �和

唐古拉山南
、

北坡有关河水样品�图 ��
�

经

实验室用化学分析和火焰光度等方法 分 析
,

获得了研究江源冰川冰
、

雪和水化学特征的

重要资料
,

为评价该区水资源和气候环境提

供依据
�

葫芦湖

缪鬓 稚西错

矛犷饭乡
产 通 天

尔 孕 , 二

曲

步
布

护
、 ,
、

、

�

曲 、
少 介飞泛 认

图 例

川 人 口� 峰

流
�

…
,

分 水 线

泊 声
‘

�

考 察路线

冰河湖

、藏 � �

矿咬
取 样 �立置

及 编 号

�

赚

素袱个�

� � 长诵

图 � 长江江源地区采样位 置略图



, 卷 � 期

一
、

冰川冰
、

雪
、

水的化学特征

对比分析江源各类水体的 � � 值
、

矿化

度
、

离子含量和水化学类型等特征值�表 � �
,

可以看出
,

不同水体
,

具有不同的水化学特

征
,

而且水化学特征具有一定的地带性分布

特点
�

�
�

�� 值

各类水体的 � � 值都比较稳定
,

一般变

化于 �� �� 一 �� �� 之间
,

平均为 �
�

��
,

属近中

性或中性水
�

但是
,

不同水体
, � � 值又有所

区别
,

同类水体
,

则随地区不同也明显不同
�

冰川冰
、

冰川表面粒雪和大气降水�雪 �

等固态水体 � � 值平均为�
�

��
,

一般为 �
�

�� 一

��  !
,

仅东部有一个粒雪样为 �
�

�� 而呈微酸

性
�

其中唐古拉 山西段姜古迪如南支冰川冰

的 �� 值变化于 �
�

� 。一 �� ��
,

平均为 �
�

��
,

东

部的索拉窝玛小冰川冰雪的 � � 值变 化 于

�� �� 一 �� ��
,

平均为 �� 铭
�

从平均值看
,

西部

比东部高 �
�

�外
�

冰川融水和由其补给的河流等地表径流

� � 值变化于 �
�

�� 一 �� �� 之间
,

平均为 �
�

��
�

比上述冰川冰
、

冰面粒雪和大气降雪等固态

水体 �� 值的平均值高 �� 多
�

其中在 青 藏

公路以西的各条河流
, � � 值变化于 �� �� 一

�
·

� � 之间
,

平均为 �
�

��
�

在公路以东的河流

中
, � � 值变化于 �

�

� �一 �
�

� � 之间
,

平均为

� �� , ,

和该段唐古拉 山南坡河流的 � � 值接

近
�

就平均值而言
,

西部亦比东部高 ��  务
�

和其它冰川地区相比较
,

本区冰川冰
、

冰

面粒雪和大气降雪等固态水体平均 �� 值略

高于南迎巴瓦峰 ��
�

�钓 �� 和贡嘎山 ��
�

� � � �

稍低于祁连山西段��
�

� � �和天山西段��
�

� � ��

而同布夏邦玛峰
、

天山东段 ���  ! �
、

阿尔泰

山 ��
�

� � �
、

祁连山东段 ��
�

� � � 和玉龙雪山

���  ! �山 以及北京地区冬季降 水 的 � � 值

���  ! ��� 相近似
�

远高于酸污染严重的重庆

市 �� � � 年 � � 月降水的 �� 值��
�

� � ��习
,

本区

�� 值最低的冰面拉雪为 �� ��
�

可见
,

江 源

地区冰川冰
,

雪以及大气降雪均未受到酸性

影 响
。

�
�

矿化度

各类水体的矿化度变化较大
�

冰雪固态

水体较低
,

变化于 �
�

�� 一 � �
�

�� � � � � 之间
,

平

均为 ��
�

� � � � � �
�

其中冰面粒雪平均为 �
�

归

� � � �
,

冰川冰平均为 �� �� � � � �
,

而污化冰

雪层及附加冰消融壳平均 为 ��
�

�斗� � � �
,

比

纯净的冰川冰和冰面粒雪平均矿 化 度高 得

多
�

大气降雪矿化度为 ��
�

�� � � ��
,

稍高于

污化冰雪
,

而远高于冰川冰和冰面粒雪
�

其

原因
,

一方面是采集点位于河谷阶地干燥荒

漠区
,

有地表盐分渗人
�

另一方面
,

六 月份木

区进人初雨期
,

大气中盐分
、

尘埃含量相对较

高
,

被降水淋滤并吸收溶解
,

使其矿化度相对

高 山冰川冰和雪要高得多
�

冰川融水矿化度

平均为 ��
�

“ � � � �
,

略高于上述冰雪固态水

体
�

河水矿化度最高
,

大多数变化于 ��� 一

� �� � � � � 之间
,

但在个别地段
,

如吉日索 日

依沟谷积水和沱沱河水中
,

矿化度分别出现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的更高值
,

在

唐古拉 山南坡的下秋曲也 出 现 �� �
�

� �� � ��

的较高值
�

可见
,

本区各类水体矿化度变化

的顺序依次为
�
冰川表面粒雪� 冰川冰 � 污

化冰雪和大气降水�雪 �� 冰川融水 � 河水
�

各类水体矿化度在地区分布上的特点是

由东向西逐渐递增
,

而且以青藏公路为界
,

西

部较东部高得多
�

冰雪固态水体西部平均为

��
�

� � � �压
,

东部平均 �
�

�� � � � �
,

西部较东

部高 ��
�

� �
,

冰川融水西部是东部的 �
�

� 倍
,

河水 �不计修桥施工受人为影响的沱沱河 ��

号样 �平均西部是东部的 �
�

� 倍
�

由冰雪融水补给的河流
,

矿化度具有向

下游流程愈远矿化度愈高的特点
�

例如姜古

迪如南支冰川末端融水形成的涓涓细流
,

矿

化度为 � �
�

� � � � � �
,

而距冰川 � � � � 的切苏

美曲河水为 � � �
�

� �  � � �
,

距冰川 � � � � 的姜

梗曲河水为 �� 夕
·

� �� � � �
�

在唐古拉山南坡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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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固态水体的矿化度与我国其它冰川

地区相比较
,

只有贡嘎山冰雪平 均 矿 化 度

��
�

� � � � � � � 低
� 一

本区冰雪平均矿化度之外
,

其它冰川区均高于本区
“,� 禹��

�

因此
,

可以说

江源地区是我国冰雪水体矿化度较低的地区

之一
。

�
�

主要离子含� 和水化学类型

各类水体的化学组成是
,

阴离子含量均

以重碳酸根离子 占优势
,

平均为 ��
�

�� � � � �
�

其中冰雪含量最低
,

平均为 �� �� � � � � � 冰月�

融水为 � �
�

� � � � � � � 河水最高
,

平均为 ��  
�

� �

� � � �
,

而且变幅 �� �
�

� �一� � �
�

� � � � � � � 最

大
�

氯离子含量低
,

但比较稳定
,

一般变化于

� � �一 �� �� � � � � 之间
,

个别地段河水 达 到

�� �� � � � �
,

甚至更高
�

硫酸根离子在冰雪和

科 学 , 卷 呼 期

东部当曲源区地表径流中均未检出
,

仅在西

部地表径流中检出
,

平均为 ��
�

�� � � � �
�

各

类水体中碳酸根离子均未检 出
�

重碳酸根离

子含量均远大于相应的氯离子含量或氯离子

与硫酸根离子含量之和
。

阳离子含量以钙离子为主
,

平均为 ��
�

� �

� � � �
�

其中冰雪中较低
,

很少超过 �
�

�� � � �

�
,

平均为 �
�

�  
!

∀

#

∃ % 冰川融水平均为 9
.
31

m g /L ; 河水较高
,

变化于 10
.
00 一50

.
00 m g /L

之间
,

平均为 30
.
76 m g /L

.
其次为镁和钠

,

冰

雪中一般镁高于钠
,

而西部大气降雪和冰川

表层消融壳则是钠高于镁 ;冰川融水和河水
,

东部镁高于钠
,

但西部则普遍是钠高于镁
.
钾

含量最低
,

平均为 1
.
95 m g /L

.
在冰雪和冰J雌

融水中
,

钾含量基本都低于 l
.
00 m g/L

,

只有

表 飞 长江江源及其毗邻地

,,

一
,

一 一{{{采样日期期 样品编号号 样品类型型 PHHH 矿化度度

((((((((((((((((( 1986年))))))))) (m g /l)))

海海拔简度度度度度度
!!!!!!!!!!!!!!!!!!!!!!!!!!!!!!!

(((m ))))))))))))) C ()犷犷 H C 〔)犷犷 C l一一

索索拉窝玛源小冰川川 5礴6 000 7 月 , 日日 lll 细粒雪雪 5.9888 3 。

9 44444 2

。

2 999 0

.

7 444

55555 4
6

000 7 月 9 日日 333 粒 雪雪 6
。

6
333 6

.

1 11111 2

。

8
666 1

.

4 888

55555 4 0 000 7 月9 日日 呼呼 冰川冰冰 6
。

4 888 4

。

2 00000 l

。

1 555 l

。

8 444

55555 4 6 000
7 月9 日日 222 污化雪雪 6 。

8 222 2 1

。

0 33333 1 5

。

礴444 l
。

4 777

索索拉窝玛小冰川下部部 532000 7 月9 日日 555 冰川融水水 7。

5 000 2 6

.

7 22222 1 8

。

3
222 l

。

8
444

迪迪 玛 纳 钦钦 480000 7 月9 门门门 河 水水 7 。

呼OOO 6 2
。

6
44444

4 6

。

3 666 i

。

8 444

南南*** 登 曲曲 心5 0 000 7 月 6 日日 2 222 河 水水 7 。

4 000 1
0

2

。

5 66666 7 5

。

5 555 j

。

8
444

坡坡坡 索 曲曲 452000 7 月 l] 日日 2 lll 河 水水 7 。

3 888
1 3 2

。

6 99999
8

2

。

9 999 l

。

1 111

下下下 秋 曲曲 碑5 0 000 7 月 13 日日 2 000 河 水水 7 。

6
888 3 2 5

。

1 11111
, 〕11 又666 1

.
8 444

JJJ 匕匕 姜古迪如南支冰川川 552000 6 月 21 日日 999 渗 浸 冰冰 6 。

6 888 9

。

9 22222 6

.

3 000 l

。

1 111

坡坡坡坡 552000 6 月 2l j习习 1000 冰 川 冰冰 6 。

6 吕吕 7
。

7 00000 4

。

0 000 l

。

4
888

5555555 5 2 000 6 月 21 臼臼 llll 冰 川 冰冰 6 。

5 888 5

。

9 33333 3

。

4 444 l

。

1 111

5555555 5 2 000 6 月 21 1马马 JJJ 附加冰消融壳壳 6 。

5 000
2

2

。

4 44444
1

2

.

0 222 3

.

6 999

5555555
5 2 000 6 月 2 1 1〕〕 888 污 化 冰冰 6

。

9 888 1
3

。

3
44444 9

。

1
666

l

。

1 111

葫葫葫芦湖东部营地地 475000 6 月 之4 日日 l222 大气降水(雪))) 6
.
6555 22 。

4
00000

姜姜姜古迪如南支冰川下部部 540000 6 月 2] 日日 1444 冰 川 融 水水 7。

礴444 6 6
。

5
99999

布布布曲上游游 488000 6 月 12 日日 1999 河 水水 7。

6
888

1 3 9

。

7
66666

姜姜姜梗曲上游游 590000 6 月 15 日日 1555 河 水水 7 。

7
666

1
9

7

。

6 11111

门门门果曲上游游 51礴000 6 月 18 日日 l777 河 水水 7
。

9
222 1

8 8

。

0
33333

切切切苏美曲上游游 510000 6 月 19 日日 l888 河 水水 7 。

2
666

1 2
6

.

1
77777

吉吉吉日索 日依依 506000 6 月 17 日日 1‘‘ 沟 谷 积 水水 7 。

8 444
4 1 0

.

6 88888

沱沱沱沱河沿桥 下下 457000 6 月 28 日日 l333 河 水水 7 。

6
000 2 1 8 碑

。

2
00000

. 怒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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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雪和污化消融壳略高于 1
.
00 m g /L

.
河

水一般为 1
.
00 一3

.
00m g/L

.
总之

,

冰雪中除

污化层和消融壳钙含量较高外
,

其余钙含量

基本低于或接近于镁
、

钠含量之和
.
而河水

中则正好相反
,

钙含量高于镁钠含量之和
.

主要离子含量在地区分布上
,

均表现出

西部高
,

东部低的特点
.

按离子毫克当量计算
,

各类水体离子的

排列顺序依次为 :

( l ) 冰雪 中
: H e o了> C I一 ,

e
a , +

>

M g
, +

>
N

a +

>
K

+

或 M g
, +

>
C

a , +
> N

a +

>

K
+ 。

(
2

) 冰川融水
: H C O 至> C l一

>
5 0 若一

,

Ca

Z +

> M g
, +

>
N

a +

>
K

+ .

(
3

) 河水 : H C o 孚> 50 军
一

>
c
a 一 ,

C
a , +

>

科 学
。

17

。

M g
, +

> N
a

’”

> K
+

或 C扩
冲
.

> N
a +

> M g
, +

>

K
+ .

按 0
.
A
.
阿列金的水化学分类法

,

本区

各类水体的水化学类型主要为重碳酸盐类钙

组水和镁组水
.

4
.
离子含t 与矿化度的关系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 出
,

各类水体中主

要离子含量由东向西随矿化度的 增 高 而 增

大
.
同时还可以看出

,

主要离子含量与矿化

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特别是重碳酸根和钙

离子含量与矿化度有较好的 相 关 关 系 (图

2)
.
镁

、

钠和钾离子含量有随矿化度升高而

增大的趋势
,

但相关性比较差
,

而且钾离子

含量随矿化度增大而上升的趋势很缓慢 (图

3)
.
氯离子基本保持稳定

,

硫酸根离子的变

区冰川凉
、

雪
、

水的化学特征表

子子 含 量 (m g /l))) }
阴 阳 离 子 毫 克 当 量 (% )))

555 0 二
--- C a++++ M g

Z+++ N a+++ K +++ C O 犷犷 H C O ;;; C I一一 5 0 三
--- C “ 2+++

M
g
Z+++

N
a +++

K +++

00000
。

0 222
0

。

月999 O
。

1
333

0

。

2 77777
3 3

。

3
999 1

8

。

5 222 9

。

7
444 0

。

8
999 3

5

。

9
888 5

。

0
888

6

。

1 444

lllll

。

0 111 0

。

2 555 0

。

3 222 0

。

1 99999
2 6

。

3 888 2 3

。

4 000
6

。

礴111

彗彗
11。

3 666
7

。

8
222 2

。

夕000

00000
。

4 000 0

。

3
777 0

。

2 ( lll 0

,

2 44444 1
3

。

8 222 3
8

。

1
666

O

。

4
333

3 1

。

5 222 2 2

。

2
888 6

。

4 000 4

·

4 9 {{{

lllll

。

0 222 2

。

2 111 0

。

4 555 0

。

4 44444 4 3

。

0 666 7

。

0
666

5

。

0
777 3

3

。

3
666

3 0

。

9 000 3

。

3 444 l

。

9 111

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2
333

l 乍
。

6 000 0

。

4 88888 4 2

。

6 888 7

。

3 888 1 0

。

9
000 3 0

。

6 000 1 4

。

3 555
3

。

7
111 l

。

7 555
111

5

。

9 999 4

。

2 555 1

。

9 666
l

。

4 777 〔)
。

5 ( ))))) 4
8

。

1
777

3

。

2 999 l

。

2 666
2 0

。

8
666

1 0

。

4 222 4

。

0 555 0

。

8 111

222 5

。

0
999

1 0

。

5
111

2

。

4
555 5

。

2 777
】

。

2 77777 碍8
。

3 555 2

.

0 333 1 0

。

2 999 1 4

。

2
888 7

。

8
888

8

。

9
555 l

。

2
777

000

。

3 555 1 6

。

1 888
3

。

8
000 4

。

9 555
l

。

0 00000 3 9

。

7
999

0

.

9
111 ,

。

6
000 1

8

。

0
888 9

。

1
555 6

。

3
000 0

。

7
555

888

。

7
222 2 2

。

8
555 1 2

。

1
555

1 2

。

3 000
2

。

2 11111 4 3

。

3 000 0

。

6
222 4

。

3
444 2 5

。

8 555 1 1

。

9
888 6

。

4 111 0

。

6
888

222 7

。

6 222
5

1

。

1 666 0

。

5
555

0

。

5 000
0

。

3 55555
3 8

。

8
000 1 1

。

7
33333 2 8

。

1 111 1 7

。

0 777
8

。

1
666 3

。

3 888

222

。

9 111 l

。

1 111 0

。

4 999 0

。

3 111 0

。

8
11111 3 0

。

9 222 1 9

。

6 00000 2 0

。

5
888

1 9

。

0 444 6

。

3 666 9

。

8
000

111 6

。

9
666

0

。

6
111 0

。

呼999 0
。

1 222 0

。

1
66666

3
3

。

5
999

1 8

。

6
22222 4

3

。

0 111 2 4

。

1
000

3

。

1
000

2

。

5
111

222 9

。

0 888
0

。

6
111 0

。

4 222 l

。

9 777 l

。

1 99999
3

2

。

3 666 1 7

。

0 77777 3 5

。

7
999

5

。

6 333
1 4

。

0
888

5

。

0 111

111
4 5

。

3 999 3

。

1 555 0

。

8 666 0

。

0 777 0

。

1 22222 4 1

。

8 222 8

。

6
99999 3 4

。

6
111 1

9

。

6 777
0

。

8 555 0

。

8 666

22222

。

0
222 0

。

6
111 l

。

9
555 l

。

3 00000 3
6

。

6
555 1 4

。

1 22222 3 2

。

5
111

8

。

, 888 14
。

4 111 5

。

6 666

22222

。

4
333

0

。

6 111 l

。

0 222 0

。

6
99999 4 7

。

3 000 2

。

5 00000 2 8

。

8
111

3

。

0
333

2

。

6 666
l

。

0 777

11111 4

。

3 666
3

。

6
888 3

。

9
000 l

。

3
33333

4
2

。

9 777 2

。

0
33333

2 2

。

7
666

8

。

4
555

4

。

7
444 0

。

9
555

22222 5

。

6 888 6

。

0 111 8

。

2 555 l

。

9 44444 3 5

。

0 222 2

。

3 66666
飞

。

0
000 9

。

3 777 6

。

8 000 0

。

9
444

33333
6

。

6
000

8

。

1 000 3

。

7 555
1

。

0 11111 4 7

。

3 888 l

。

0 8888888
1
3

。

8 444
3

。

3
999

0

。

5
444

33333 1

。

3 444 2

。

2 111 1 3

。

0 000 2

。

0
00000

3 0

。

0 777 7

。

5 7777777 5

。

2
999 1 6

.

礴777 l
。

5 000

11111 9

。

8 222 1 2

。

6 444 4 0

。

2
000

3

。

0
66666 3

7

。

2
888

7

。

8 7777777 9

。

6
111 1

6

。

1
666

0

。

7
222

44444
9

。

3 444 3
8

。

1
666 6 7

0

。

0 000 2 1

。

0 00000
7

。

5 999 3 8

。

0 9999999
月

。

4
999

4 1

。

7 222 0

。

7 777

44444 2

。

0
6



, 卷 4 期

300200LQ0。

芝切且曰。。拓

矿化度(n 飞9 1/1)

图 2 重碳酸根和钙离子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

吃、绪�汽属

口\加日�
十口之

曰即日�
十

拭

矿化度(m g /l)

图 3 镁
、

钠和钾离子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

100 200 一

云刃
矿化度伽g/J)

巨
4gJ八U匀饰日丫一口

图 斗 氯离子含 量与矿化度的关系

加驹l比曰,且芍s

”

~

卜俞尸一念
犷

一
一

右, - 谕
矿化度(ln g /l)

图 5 硫酸根离子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

化较复杂
,

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图 4
,

5
)

.

二
、

影响水化学特征的环境因素

1.降水是影响水化学特征的基本 因 素
.

以固态形式储存于高山地区的冰雪水体
,

在

其演变成冰过程中
,

除冰川与冰床基岩接触

以及少量吹蚀和雪崩等带来易溶盐类参与冰

雪的水化学作用外
,

一般很少与地表物质迸

行水化学交换
.
因此

,

高山地区冰雪水体中

的化学成份主要是由大气降水决定的
.
在山

区降水过程中
,

由于溶解 C O :,

而且降水中

C1
一

离子含量基本保持稳定
,

因此高山冰雪

的 pH 值都低于 7
,

最低的为 5
.
98
.
水汽在

长途输送过程中
,

不可能携带很多的化学物

质
,

所以决定了本区冰雪水体离子总量
,

即矿

化度很低
.
冰雪融水补给河流

,

从而影响河

流的水化学特征
.

2
.
地表 自然环境是影响水化学特征的重

要因素
.
江源地区石灰岩广泛分布

,

泉水出

露比较多
.
在冰川作用区

,

岩石受寒冻风化
,

被风或吹雪
、

冰崩等搬运到冰川积雪表面
,

其

中易溶盐随着冰雪的融冻被缓慢地溶解于粒

雪和冰川冰之中
,

使冰雪的矿化度
、

p
H 值增

高
,

尤其是冰雪消融壳和污化层增高较明显
,

在流水作用区
,

径流汇集过程中与冰债
、

土壤

和岩石等接触
,

使部分可溶性碳酸盐溶解
,

从

而使水中盐分增加
,

特别是重碳酸根和钙含

量迅速增大
,

加之泉水出露补给
,

使河水的pH

值和矿化度也迅速增高
,

致使有些地段的水

化学类型也 之生变化
,

同时由于径流溶解沿

途硫化物而使河水中出现硫酸根离子
,

且含

量较高
,

也不致于使河水 pH 值随盐分的增

高而急剧增大
,

一直保持在 7一8之间
.
在江

源东部当曲流域
,

湖沼密布
,

土壤发育良好
,

水草丰盛
,

气候较湿润
.
而青藏公路以西的广

大区域
,

则气候干燥
,

蒸发量大
,

地表次生盐

渍化逐渐发展
,

牧草生长和湖沼发育条件均

不及东部地区优越
.
这也是东部和西部水化

学特征不同的重要因素
.
而在个别地段

,

如

吉日索 日依沟谷积水
,

系春融雪水形成
,

无其

它补给来源
,

长期作用于地表环境
,

水分蒸

发
,

盐分浓缩聚集
,

使其矿化度较补给丰富的

其它河水高得多
.
沱沱河水则是由于修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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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拦坝
、

挖基灌浆等人为活动的影响而使含

盐量急剧增高
.
而唐古拉山东段南坡的下秋

曲
,

则与流程长
、

汇流时冲刷淋洗沿途基岩土

壤盐分以及和河水蒸发浓聚有关
.

三
、

几点看法讨论

1.江源地区冰雪固态水体 声 值一般为

石
.
4 5一 6

.
95 ,

矿化度为 3
.
9 4一22

.
44m g/L

,

水

化学类型以 H C O 至
,

Cl 一c a
Z+ ,

吨
, +

型为主
.

地表径流 pH 值为 7
.
26一7

.
92

,

矿化度一般

在 100 一200 m g /L 之间
,

个别地段河水较高
,

水化学类型以 H C O 了
,

5 0 军一C扩+
,

M g
’十型为

主
.
各类水体均属淡水

,

特别是丰富的高山

冰川水资源
,

水质更优
,

适合于工牧业和生活

用水
。

2

.

各类水体水化学特征的变化
,

如主要

离子含量 pH 值和矿化度的变化情况东部均

小于西部
,

和本区气候由东向西变干的趋势

相吻合
.
冰雪中离子含量为 c 扩

+
< N a+ 十

M g , 十

或两者接近
,

而冰川融水和河水则 为

Ca 2+ 》 N
。+

+ 吨
2+.

冰雪融水一但和地表

环境
,

即冰碳
、

土壤
、

岩石等接触
,

C 扩+ 含量成

倍乃至十几倍的增加
,

而其它离子的变化相

对较小
.
这和受 印度洋季风影响的南迎巴瓦

峰地区基本相同川
,

而和受西风气流影 响 的

科 学
。

19

。

托木尔峰地区完全相反切
.
这种情况 表 明 :

江源降水的水汽来源深受印度洋孟加拉湾暖

湿气流的影响
,

而西风气流的影响则相对较

小
。

3

.

河水中氯离子含量与冰雪 中 基 本 相

似
,

而河水中重碳酸根和钙离子含量却远高

于冰雪中的含量
。

这是在集流途中冲刷淋溶

地表土壤岩石等的结果
,

表明江源河流主要

以地表冰雪融水补给
,

而地下水和泉水的补

给量相对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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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云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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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频谱分析

一
、

前 言

陈延训 肖明炎
(重庆建筑工理学院建筑系)

隔声评价法》上
,

关于建筑构件隔声评价量

则用可以反映构件隔声频谱特性的单值评价

目前
,

国内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 标 准 G B

3096 一 8 2 、

民用建筑声学设计规范和国际标准

化组织环境噪声评价标准 15 0 199 6 等均用

A 声级作为评价值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物内及建筑构件隔声的评价》和 《15 0 717

量
—

隔声指数进行评价
.

室外环境噪声级和室内允许噪声级之差

为需要的减噪量
.
在建筑声学设计中

,

由于

隔声构件和吸声材料及构造所提供的减噪量

均考虑其频谱特性
.
这样就产生评价量之 l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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