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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与处于闸外的松陵镇对清洁水量的需

求
,

这是一个值得水量管理与水质保护部门

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这种协调应该建立在合

理分担与集体受益
、

统筹兼顾
、

趋利避害的原

则上 水质保护部门也不能因此而过分依靠

太湖来水解决冲污问题
,

关键的问题还是要

狠抓污染源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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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乌鲁木齐河中上游的水化学特征

盛文 坤 朱守森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 川冻土研究所

本文旨在提供天山乌鲁木齐河中上游水

化学基本资料和对其时空变化的某些规律进

行探讨

、

钙镁型 表

为主
,

其水化学类型当属重碳酸

一
、

自然地理概述

乌鲁木齐河发源于北天山天格尔山脊北

坡
,

流向北东
,

全
一

氏 余公里 该地区在漫

长的地质历史中
,

由于内外营力的作用
,

隆起

居烈
,

山势陡峻
,

深切沟谷发育 古生代花岗

岩和变质岩为其主要岩系 由于海拔较高
,

河源区气侯冷湿 年平均气温约 一 ℃
,

年

平均降水量约 斗 ,

在海拔 以

上发育有 条现代冰川
,

朝向以北向为主
,

末端高度多在   一 之间
,

总面积约

弓斗 〔 , 主要取样点设在海拔 一

号冰川融水穿过终债垅处的水文点上

二
、

冰川融水的水化学特征

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 融水 矿 化 度 极

低
,

平均只有
,

属淡水 总硬度平

均也只有
,

属软水 水体中的化

学元素阴离子以 子占优势
,

阳离子则以

三
、

河水的水化学特征

从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至它的中游英

雄桥
,

水体的化学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变化

规律 随着海拔高度的降低
,

矿化度
、

总

硬度随之增大 矿化度
、

总硬度在河源区

变化急剧
,

中游比较缓慢 表 造成这种

分布规律
,

前者是因河源区绝大部分为矿化

度极低的冰川融水和大气降水补给
,

且该地

区多为冰磕覆盖
,

土壤发育年轻
,

含可溶盐较

少
,

加之高寒低温
,

土壤冻结
,

使可溶盐难于

在地表积聚 到中游
,

参与河流补给的主要

是携带较多盐分的地下水和地表
,

水
,

且土壤

发育完善
,

含可溶盐较多
,

气温
一

也较 上游为

高
,

加之沿途水分蒸发之故 后者则因河源

区矿化度极低的冰川融水离开冰川母体穿过

冰啧时盐分溶于水中
,

以及大气降水在两侧

裸露山坡上难以形成地表迁流
,

而以
一

下渗浅

流形式补给河道
,

将山坡土壤岩石巾的可溶

盐带入河中
,

从而导致矿化度和总硬度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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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而中游参与补给的主要是矿化度和总

硬度接近河水的地下水和地表水
,

因此水体

的矿化度和总硬度的增加相对的比较缓慢
.

从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至它的中游英

雄桥(水文点除外)
,

虽然水体的矿化度和总

硬度逐渐增大
,

但它仍属重碳酸盐型的淡水
、

软水
.

四
、

一号冰川水文点的

水化学变化规律

一号冰川水文点水体的化学类型多属重

碳酸盐
、

硫酸盐型
.
矿化度虽比冰川融水有

12 14 16 18 20 艺2

时间 (o
‘

e
l
o

e

k
)

矿化度
、

总硬度和流量的 日际 变

化 ( 1982 年 7 月 26 日 )

敝(ma/s)0.l30姗0,0800.m0.0400.0m

溯咖翩妙0.80Q
!
州

一

洲0.200

(I舌夸�匀扭冷崔

矿化度(m g/1)

!!!

以以以以丫丫丫丫
图 l 重碳酸根

、

硫酸根
、

钙离子
、

总硬

度与矿化度的相关图

大幅度的增加
,

但仍属淡水
.
总硬度虽远比

冰川融水高
,

但仍属软水 (表 3)
.
水体中

,

重

碳酸根
、

硫酸根
、

钙离子
、

总硬度均随矿化度

的增加而增加(图 1)
,

氯
、

钠
、

钾三种离子在

矿化度低于 60 m g/1时
,

随矿化度的增加而增

加 ;高于 60 m g /1时则无规律性
.
镁离子的变

化无明显规律性
.

温度的 日变导致了冰雪融水量的相应变

化
,

而后者又使流经水文点的水体的矿化度

和总硬度发生相反的变化
.
图 2 确切地表明

了矿化度
.
总硬度与流量具有相反的 日际变

万 七 7 吕 一

时问 (月份 ]

图 3 矿化度
、

总硬度和流量的

月际变化过程线 ( 1982 年)

化过程
—

流量的低值和矿化度
、

总硬度的

峰值出现在清晨 8 时左右
,

而流量的峰值和

矿化度
、

总硬度的低值出 现在 14 一18 时 之

间
,

流量推后
,

矿化度
、

总硬度超前
,

两者相差

约 2 小时
.

矿化度和总硬度的季节变化与 日际变化

相似
—

矿化度和总硬度的最高值出现在开

流初期和断流前夕;而夏季流量最大时
,

对应

着矿化度和总硬度的最低值
.
只因为山区夏

季天气多变
,

使得过程线时起时伏 (图 3)
.

无论是 日际变化或是月际变化
,

流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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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山乌t 木齐河一号冰川水文点水体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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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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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点水体 的盐分都因主要来 自冰债垅和两侧

裸露山坡
,

该地区高寒低温
,

化学风化微弱
,

且经过长期淋溶
,

含可溶盐分基本恒定
,

冰雪

融水矿化度极低
,

故 当流量增大时
,

水体中的

盐分得以稀释
,

它的矿化度和总硬度就降低
,

反之则升高
.

8 卷 牛 期

五
、

小 结

通过上述讨论
,

可将乌鲁木齐河中上游

为水化学特征归结为下述几点
:

1
.
从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至它的中游

英雄桥(水文点除外 )
,

水体的化学类型属重

碳酸盐型
,

而水文点上多为重碳酸盐
、

硫酸盐

型
.
整个地段均属淡水

、

软水
.

2
.
由于补给水体的不同和白然地理等条

件上的差异使得乌鲁木齐河中上游的水体矿

化度和总硬度有着明显的空间变化规律 ; 随

海拔高度的下降矿化度和总硬度随 之 增大 ;

矿化度和总硬度在河源区变化急剧
,

到中游

则比较缓慢
.

3
.
在一号冰川水文点上

,

由于气温的 日

变和季节变化使得河水的流量发生相应的变

化
.
又由于流量的变化使得水体的矿化度和

总硬度发生相反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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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与民用燃煤烟尘成分特征的研究

戴树桂 朱 坦 曾幼生 傅学起 廖奕谋
*

(南开大 学环境科学系)

一
、

引 言

我国能源以燃煤为主
.
在天津这样一个

大城市
,

近年煤的年耗量在一千万吨以上
.
燃

煤过程中将有大量的颗粒物产生
.
尽管在锅

炉
_
L 安装了除尘设备

,

但 由于管理和除尘设

备本身效率的原因
,

仍有大量烟尘排人大气
.

民用炉灶则根本没有除尘设备
.
若按排放因

子为 2.0 X 10
一 ,

计算
,

则天津市每年约有 20

万吨颗粒物排人大气
.
可见研究煤烟尘对大

气环境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

国外对煤烟尘污染作了大量研究
.
目前

此类工作基本都是以某个火力发电厂所排煤

烟 尘为对象
,

研究燃烧机制及燃烧过程中元

素的行为 〔, ,z, ‘, , 以探讨煤烟尘及其载带元 素

对大气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
.
国内也见到

类似工作报道
〔4]
.

为了确定煤烟尘(及其它排放源 )对大气

颗粒物的污染贡献量
,

近年国际上兴起了称

为受体模型的颗粒物来源解析方法
.
作为该

模型的基 础
,

要求掌握煤烟尘的元素组成特

征 (成分谱 〔, , , 。o u r c e
p
r o

f il
e

)

,

而现有的研

究报道往往因下述原因而不具备适合于该模

型: ( l) 一个锅炉的研究结果不能代表其它

燃煤类型
,

特别在我国
,

除火力发电厂外
,

还

有大量的中小锅炉和居民炉灶
,

它们的用煤

* 本系八五届毕业生冯效毅 、

霍 高志参加部分实验工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