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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性一弱碱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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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浅层高碘地下水中碘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
,

据高碘区 34 个调丧点水质分析资料统计
,

立者存在较

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 系
,

相关系数
r 二 。

, 6 1, 碘 含量

20
0一 3勃刀盯 1的点大多集中在矿化度小于 5。八的区域

内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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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碘与矿化度关系示意图

地区
,

地下水中澳含量一般小于 1
.

如
。

盯了或不含澳
,

这说耐邻碘与澳具有相伴生的
ha

。

由上述对本区浅层高碘地
一

F水的水化学特征的综

合分析可以看出
,

碘与矿化度
、

氯
、

钠
、

澳均具有正

向相关关系
·

这就更加说明了本 区浅层高碘地下水的

形成主要与海相或滨海妈溯相沉积有关
。

同时
,

碘与

矿化度
、

氯
、

钠
、

澳的相关特点
,

也
一

方面反映 了极

度淡化半咸水区域的边滩潮浦泻湖相堆积层中
,

地下

水的氛 钠及矿化度含量虽不太高
,

但碘含量则相对

较高且较为集中
,

而接近正常盐度或正常盐度的海水

堆积物中
,

其水碘含量并不一定高
。

通过对本区浅层地 下水的沉积环境
、

含水介质特

征
、

浅层地下水的成因及浅层高碘地下水的水化学特

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

可以看出本区浅层高碘地下水

的成因与富含有机质的第一海相层淤泥质 土 密 切 相

关
,

其沉积环境为边滩潮涌涛湖相
,

有机物中富含海

生生物
,

它的分解会使地 下水中富集碘
。

本区浅层高碘地
一

F水主要分布于咸水吟 但研究

它对于研究滨海地区浅层地下水伪区域水文地球化学
特征和研究古沉积坏境均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户
同时

对于其它高碘地区的环境永文地质特征的研究亦具有

一 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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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碘与氯关系示意图

高碘地下水中碘与氯含量之何亦存在着较为明显

正向相关性
,

相关系数
r 二
年肠

,

从图 4 可看出
,

当

c l
一

含量示
。 。一 50]

。m ln/ 吟 碘含影
一

般 为 20 。一

肠价叼 I
,

而当CI
一

含量大于 1 5而二、
即 了时

,

碘含量增高

的并不明显
。

同释
,

石典与钠也存在着明显的正 向相 关 性
,

相

关系数
r 二 。

.

7 0
,

其变化关系同氯 与碘的变化关系相

似
,

因为氯和钠本身即是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
r -

。
.

蚝几 除钠外碘与共它阳离
一

子关系不明显
·

别卜体区浅层高碘地下水中含澳量较朴 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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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一九八五年兰州滑坡

会议论文集
》

由滑坡文集编委会主编
,

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
。

哎
滑坡文集

》
共收集论文幼余孺

,

全书肠万字
。

共

主要内容包括滑坡防治方面有支挡
、

减载
、

反压
、

排

水等各类工程措施
;

测试方面有滑坡变形机理农l抗滑

桩模型试验等
。

此外
,

还讨论
一

r 海底滑坡新间题和著

名大滑坡的研究
、
发生

、

发展规律性及共防治
。

《 一九八五年兰州滑坡会议论文集
》
共收集论文 7。

篇和摘要 13 篇
,

全书共阳余万字
。

其主要内容包括介

绍我国近年来发生大型自然汾坡和工程地质滑坡的研

究和治理效果
;
滑坡的预测预报

、

监侧研究
;

汾坡的

勘侧方法
,

稳定性评价
、

计算方祛和试监方法等方面

应用效热 介给与滑坡相近的崩塌
、

倾倒
、

_

塌方等现

象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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