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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由于区域地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气候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差异性 , 导致区域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过程复

杂、影响因素众多。在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区域地下水化学演化研究大量成果的基础上 , 综述了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

学系统分析方法 , 地下水演化研究的水文地球化学方法、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元素地球化学方法和技术以及地下水

演化的地球化学模拟方法和技术及常用软件。指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 , 区域地下水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的复合

作用、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作用、微生物 2水 2岩相互作用将是区域地下水地球化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 其中物理、

化学、生物的耦合作用将是区域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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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下水演化主要是研究地下水的时空变化规律 , 其过程既受区域地质特征和水文地质条件、地球化

学系统及流动系统等因素的控制 , 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地下水的时空变化主要表现在地下水补、径、

排的特征及形式上 , 并在区域地下水含水系统中留下各种水文地质、水动力及水文地球化学信息 , 追踪、识

别和提取这些信息是揭示地下水演化规律的重要方法和有效手段 , 也是探索区域地下水资源更替规律的重要

途径 , 对区域地下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及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　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系统分析

地下水的演化过程是含水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和地球化学场内自相关性的表现。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和水

文地球化学性质决定了地下水运移演化方向及规律。因为地下水在自然系统的循环过程中 , 与其接触的岩石

圈、生物圈和大气圈进行着极其复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 因此通过对地下水水化学的时空变异特征与

演变规律研究 , 可以更好地揭示地下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 [ 1 ] , 其中含水层介质的孔隙度、渗透性及地

下水的流速、水力传导系数等决定了地下水的流动过程 ; 含水层介质中的化学物质、矿物组分在地下水的作

用下发生一系列的地球化学反应 , 决定了地下水的化学组成和演化 [ 2 ] , 因此区域水文地质结构和水文地球

化学特征分析是研究地下水演化的基础。

区域地质背景 (岩石类型和地质构造 )是地下水地球化学系统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不同地质背景具有

不同的水文地质结构和特征。美国尤他州中瓦塞提地区地下水的流动系统可划分为 4大类 6种类型 [ 3 ]
: ①

花岗岩系统 ; ②非花岗岩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非固结的冲积层系统、固结的沉积岩系统和断裂控制系统 ) ;

③地热系统 ; ④矿坑水系统。这种地下水系统具有明显差异的溶质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西班牙南部巴

扎盆地碎屑岩地区可分为 [ 4 ] : 第四系地下水系统、非承压含水系统、浅层及深层承压含水系统。据秦毅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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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5 ]研究 , 在中国黄河流域地下水系统可分为 10个地下水系统 , 15个二级地下水系统和 8个三级地下水系

统。黑河流域属于地下水演化研究水平较高的区域 , 流域在横向结构体系上存在多列式的含水亚系统 , 山前

并列着民乐大马营盆地、张掖盆地、酒泉东盆地以及酒泉西盆地含水亚系统 [ 6 ]
, 因此 , 这个地下水流动系

统的突出特点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频繁。

区域地理及气候条件对地下水的演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西伯利亚南部卡卡西亚的石拉寒冷半干旱地区地

下水演化既有硅酸盐的风化以及石盐和石膏的溶解作用 , 也受到碳酸盐沉淀带走 Ca2 +和 CO2 -
3 离子的影

响 [ 7 ]。孟加拉盆地是全球最大的河口三角洲 , 地下水地球化学过程受耗氧环境 , 以及 Ca2HCO3 型地下水支

配 , 溶解碳酸盐 , 风化硅酸盐以及盐水的混合都是控制水文地球化学的主要反应 [ 8 ]。在沼泽地区和荒漠地

区 , 地下水在浅层和深层含水系统的流动形式和地球化学特征有所不同 , 地下水演变的影响因素也多种多

样 , 如不饱和带的化学反应、不饱和沉积物与含水层的矿物学特征、地下水流动系统的途径等。埃塞俄比亚

国家进行的火山岩区和第四纪含水层综合水文地质调查显示 , 丘陵地带离子浓度较低 , 地下水类型是 Ca2
Mg2HCO3 型 , SO

2 -
4 和 Cl

- 富集的裂隙介质中盐分和氟化物含量较大 , 以 Na2HCO3 型为主 , 这也是目前该国

最主要的水质问题 [ 9 ]。Zhang等人分析了中国由北到南的各大河 (江 )口地下水系统中 10年内的地球化学资

料 , 包括河 (江 )口以及流域盆地中来源于风化和侵蚀的主要元素 , 痕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分布和迁移 [ 10 ]。

此外 , 受降雨影响 , 地下水补给呈现出的季节性变化将导致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季节性变化 [ 11 ]。

人类活动 , 尤其是工矿活动、水利工程、农业灌溉 , 对地下水地球化学系统及地下水演化有显著的影

响。如黑河流域地下水演化受人类活动影响强度达到 54%
[ 12 ]

, 再如人类活动造成的硝态氮超标已经对堪萨

斯州的整个地下水水质系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 13 ]。油气田开发对地下水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 如俄罗斯卡玛

河 (伏尔加河的支流 )沿岸的阿兰斯卡油田开发对地下水影响主要经历了 3个人为转化阶段 [ 14 ] : 中性转化成

碱性 , 由不饱和带碳酸钠的溶解和方解石的沉淀引起 ; 碱性向中性转化 , 碳氢化合物浓度较背景浓度低 , 降

低了水的缓冲性质或相对于酸沉降的保护潜势 ; 中性向酸性转化 , 地下水潜在的地球化学保护性质完全丧

失。在矿业开发区 , 酸性矿坑水的排放是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郎赟超等研究了贵阳市

不同岩性含水层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化学特征 , 通过 N的检出率和可能存在的转化作用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喀

斯特地区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 结果发现季节变化和人类活动剧烈程度不同导致区域地下水组分有着较大的不

同 [ 15 ]。

2　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示踪方法

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示踪方法 , 从示踪剂的选择上包括两大方面 : 一是通过投放人工示踪剂研究地下

水运移、演化规律 ; 二是通过研究地下水中天然示踪剂的时空变化规律进而查明地下水的演化规律。这两种

方法在地下水地球化学示踪研究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示踪对象上看 , 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示踪包括

水动力过程的示踪和水质演化过程的示踪。这里主要介绍通过天然地球化学示踪剂研究地下水演化的进展。

211　水文地球化学方法

对于研究地下水体本身特性以及它的可利用性 , 进行地下水的化学组分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化学及水文

地球化学分析是确定地下水来源、类型及分布的直接方法之一。应用水化学方法 (如 Piper and Durov图解 ,

Na
+

/Cl
- 、Ca

2 +
/Cl

- 、Mg
2 +

/Cl
- 、B r

-
/Cl

- 的摩尔比 , Ca
2 +

/Mg
2 +的重量比以及 Cl的浓度 )同时结合野外观测

可以很好地解释地下水的来源及演化 , 该方法在地下水演化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在加拿大中

南部马尼托巴湖 WRA区 , Gascoyne通过在 53眼深达 1 000 m以上的钻孔中取样 , 分析了 86个裂隙水样品和

28个孔隙水样品的各项离子 , pH、Eh、示踪离子及稳定和放射性同位素来确定地下水地球化学特征和水文

地质结构 [ 16 ]
; 在澳大利亚的墨累河盆地 , Cartwright等人应用水文地球化学分析的方法 , 研究发现该地区 C,

N和 F浓度升高 , 结合 Cl/B r比率和δ(18
O )数值变化 , 确定该地区地下水体极易受地表水的影响 [ 17 ]

; 在印

度泰米尔沿海区 , Jayakumar等人通过分析 Cauvery盆地雨季前后共 126个地下水样中七大主要离子 (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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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Na, K, HCO3 , Cl和 NO3 )的变化规律来判定该区地下水来源和海水入侵过程的地球化学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 [ 18 ]。此外 , 在微观地质剖面上 , Chidambaram等人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方法分析了

不同深度沉积物样品 , 结果显示随着深度的变化离子浓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 , 以此来鉴定水文地球化学反

应过程中的特征反应物和反应机制 [ 19 ]。

目前 , 该方法在国内也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应用 , 其代表性的应用表现为进行地热水成因分析、矿区水文

地质条件分析、煤矿的水害以及地震预报等方面。

212　元素地球化学方法

区域地下水演化的天然元素地球化学示踪剂主要以保守元素为主 , 如 Cl、B r、稀土元素 ( rare earth ele2
ments, REE)等 ,其它微量元素在地下水演化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但不如前几种使用广泛。

保守元素 Cl和 B r是研究地下水 (尤其是地下卤水 )来源、运移及演化机制的良好指示剂。通过 B r2Cl2Na

体系的变化研究美国伊利诺斯盆地地下卤水运移演化过程及其大规模远距离迁移作用 , 还可以用于确定地下

水系统中 Cl- 的来源和归宿 , 评估灌溉和污水处理对环境的影响 [ 20 ]。对布兰特群地层中层间水化学组成中

的 Cl及 B r的分析 , 确定了该地层中的层间水均为卤水 , 模型计算表明该地下卤水由 3部分混合而成 : 海水

占 60% ～90% , 大气降水占 10% ～30% , 蒸发的海水 2初始卤水为 3% ～5%
[ 21 ]。

REE因其具有相似而又有系统差异的化学性质而被广泛用来示踪各类地球化学体系的物质来源与演化

过程 [ 22 ]。由于稀土元素化学性质的相似性 , 它们在自然界中通常以隐蔽形式共同赋存在某些矿物的晶格中 ,

同时由于电子排布和 “镧系收缩 ”的原因 , 各个元素之间在晶体化学性质方面又存在微小差别 , 这种差别

可以记录自然系统中的地球化学过程。一般认为地下水系统中的 REE主要来源于地下水流经的岩石 , REE

对于研究地下水 2岩石反应、地下水的来源及地下水的混合具有特殊作用 [ 23 ]。Johannesson等人应用稀土元素

作为示踪剂研究内华达中南部区域地下混合特征时指出 , 根据地下水中溶解的稀土元素的浓度 , 以页岩和

La标准可以确定区域地下水的演化 , 与使用氢同位素、铀同位素等作为示踪剂得到的结果相一致 , 并且使

用稀土元素可以确定不同来源地下水的混合比例 [ 24 ]。Tweed在澳大利亚南部地区的裂隙玄武岩和沉积含水

层中运用稀土元素作为示踪剂 , 研究在不同阶段的水文地球化学行为 , 结果显示 REE元素可以极好地反映

在不同价态和反应速率下主要离子化学反应 [ 25 ]。

根据地下水中主要阳离子 (Ca
2 +

, Mg
2 +

, Na
+

, K
+ )的浓度及微量元素 ( Fe, Mn, B r, Sr, F, Ba, HS

- )的

浓度 , 并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有效揭示区域地下水的流动系统特性。Cloutier等人用层序聚类分析和

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地下水含水层中的主要离子、微量元素 , 并以此确定控制地下水演化的

地球化学过程 , 将 144个地下水样品分成性质差异较大的 7组 , 补给区的 4组样品反映出地下水类型为 Ca2
Mg2HCO3 和 Na2HCO3 型 , 远离补给区的 3组样品表现出 Na2HCO3、Na2Cl型的典型承压含水层系统地下水特

征 , 同时样品的分布特征还显示了矿物和示踪元素的重要地质信息 , 得出了该区地下水演化过程 [ 26 ]。此外 ,

通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可以预测地下水中微量元素的浓度及污染特征 , 如 Marini等人用反应路径模

型模拟了意大利热那亚市的比萨格诺流域地下水中生成不可逆的水 2岩质量迁移 , 模型结合河流沉积物中固

体溶解量 , 黏土矿物、氢氧化物固体混合物的沉淀等因素 , 得出了较理想的主要化学元素和几种示踪元素的

浓度值 [ 27 ]。

213　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

在地下水的补、径、排过程研究中 , 氧、氢同位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 , 在应用氧、氘、氚

同位素研究地下水演化规律的同时 , C、S、Sr、Cl、L i、B等元素的同位素也不断被应用于地下水演化规律

和过程的研究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应用环境同位素示踪地下水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 ①地

下水成因的研究 ; ②确定地下水的补给 ; ③计算地下水在含水层中的滞留时间 ; ④研究地下水的运动特

征 ; ⑤追踪地下水物理及化学演化过程。此外 , 根据氢同位素、氧同位素、硫同位素、锶同位素等指标 ,

能够有效地查明地下水组成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地下水咸化来源、机理和过程 [ 28229 ]。

氧作为构成水分子的元素之一 , 其同位素分布特征在水的来源、演化及运动过程分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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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不同来源的水 , 其氧同位素组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这种差异为水文地球化学研究提供了条件。氧同位

素分带的形成是地下水流动的重要证据 , 根据地下水运移锋面同位素交换及沿流体运移方向上氧同位素的规

律性变化 , 可以有效追踪流体的运移方向、运移路径、补给途径及运移过程 [ 20 ]。如在苏格兰某地 1995～

1998年对降雨中δ(18
O)值的监测结果 (平均值为 - 017% ～019% )表明 , δ(18

O )在该区存在着强烈的季节性

变化 , 夏季为 - 012% ～017% , 冬季为 - 210% ～013% , δ(18
O)的季节性变化为了解主要水文结构中地下水

的贮留时间提供了信息 , 同时提供了地下水影响的水文及水化学证据 [ 30 ]。

氘同位素在确定地下水来源、补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氚同位素是计算地下水的年龄、滞留时间、补给

过程及补给强度的有力工具 [ 31 ]。14
C主要用于确定地下水的年龄及补给 ,

13
C和 34

S主要用于水化学演化及水 2
岩作用分析。

由于氯的地球化学稳定性 , 在地下水、热液矿床的成因和元素迁移理论方面对氯同位素的研究具有特殊

意义。早在 1984年 Kaufmann就已经指出 , 由于氯是自然界各种水体及卤水沉积物的主要组分 , 又是一个十

分活跃的水迁移元素及重要的金属沉淀剂 [ 32 ] , 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氯同位素的分析方法及地球化学行为非常

关注 , 希望通过分析氯同位素直接探讨卤水的成因、成矿流体及油气运移路径、金属与盐类矿床及油气藏成

藏机制。此外 , 以氯同位素 (36
Cl和 37

Cl)作为示踪剂可以成功地判断咸水成因 , 还可以用来追踪地下水的补

给 [ 33 ]。

硼在自然界中分布较集中 , 平均丰度低 , 而且 11
B和 10

B之间质量差大 , 分馏效应显著 , 故硼同位素组

成可以作为判定地下水来源的有效示踪剂和指相标志。在自然界中 B的同位素组成变化很大 (δ(11 B ) = -

312% ～518% ) , 但在不同类型地质体中却有较特定的分布范围。造成自然界 B的同位素分馏的主要原因在

于流体 2固体反应体系的 pH值和水 /岩比值变化。B的这些特殊性质在不同地质地球化学作用示踪 , 特别是

与流体有关的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34 ]
, 国内外最常见的研究是用 B和 Cl含量的相关性反映

B元素在水体富集的演化过程 , B /Cl和 B同位素比率来指示地下水污染物的来源和迁移。Barth应用 B同位

素 , 并结合 O, H, S同位素及水化学数据研究了中欧沉积岩覆盖地区从晚二叠纪到早三叠纪地下水的演化

特征及主要控制因素 [ 35 ]。

L i同位素组成特征是盆地卤水、海水等流体活动的良好示踪剂。实验研究表明 L i在地质系统中具有较

高的活动性 , 在地质作用过程中反映流体活动的特征 [ 36 ]。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水 2岩反应期间 L i的浓度会

增大并可能追踪地热流体的加入及确定地下水的来源及驻留时间。如 L i同位素组分在热液蚀变程度不同的

岩石中变化较大。作为流体示踪剂 , L i浓度和同位素是有机矿物和流体反应良好的指示物 , 在冰岛和赫拉

火山区 , L i浓度和同位素可以很好指示地下水对岩石的溶解作用 [ 37 ]。

Sr同位素在鉴别不同水体来源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 这是因为与不同岩层或岩石接触的地下水
87

Sr/
86

Sr存在组成上的差异。应用放射性示踪剂方法 , 利用岩石样品的锶离子浓度变化研究各种岩性之间的

相互作用。在线性模型和各种矿物组分分配系数确定的基础上 , 确定矿物组分 , 利用 Sr
2 +吸附量的平衡方程

式可以预测岩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 这种方法优势在于可以忽略复杂多变的地质结构 [ 38 ]。Gosselin等通过 Sr

与 Cl的相关分析曲线中的异常点分析得出海水入侵过程中不仅发生简单的海水与淡水的混合作用 , 还存在

着其它的复杂过程 , 其中利用 Sr/Ca比值和盐度之间的相关分析图来分析不同端元的贡献比率 [ 39 ]。

惰性气体同位素 (主要包括 He、Ne、A r、Kr和 Xe)具有较稳定的地球化学性质 , 对地下水的物理化学过

程极其敏感 , 在示踪流体来源和水岩反应中有独特作用。在诸如地幔的演化及其动力学、大气圈的脱气作

用 , 海洋的演化、含水系统的动力学等科学问题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 特别是 He和 A r。He有 6种同位素 ,

而 A r的同位素则有 12种 [ 40 ]
, 由于其同位素组成的极大差异性 , 被广泛应用到地质流体源和成矿流体的查

找以及水 2岩相互作用中。Kulongoski等人在澳大利亚中部 Amadeus盆地的两个研究点 , 通过测量 39个地下

水样品中的 He同位素的浓度特征 , 并与同一样品的 36
Cl/Cl和 14

C比较 , 用这 3种方法来估算地下水的储存

年龄 , 探索了可能来源于其它源相的 “不符合年龄 ”的地下水 [ 41 ]。Ballentine等于 2002年 , 在美国胡格顿

-潘汉达气田中 , 从收集的 31个地下水样品中 , 通过研究 3 He /4 He、21 Ne /22 Ne、40 A r/36 A r、20 Ne /36 A r、4 H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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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4 He /40A r和 36A r/N2 的关系来判定气田地下水的不同来源 [ 42 ] , 在密歇根州深部盆地深部含水层中 , 将惰

性气体元素作为识别指示物 , 对于追踪这种稳定地质结构流体热力学历史很有价值 [ 43 ]。在中国 , 惰性气体

同位素应用于示踪成矿流体研究较多 , 在地下水地球化学演化方面也有应用 , 如 Edmunds等在中国西北戈

壁滩民勤盆地应用同位素 (13
C、14

C、18
O和 3

H)、惰性气体 (3
He)和化学指示物 ( K/Na、B r/Cl)的综合方法研

究了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历史和水文地球化学演化过程 [ 44 ]。

3　地下水演化的地球化学模型

311　地下水地球化学模型

地下水地球化学模型是水文地球化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用于模拟地下水系统中的地球化学过程。

它耦合了地球化学模型和水化学模型 , 反映出地下水系统中所发生的地球化学反应以及各种离子在地下水系

统中的存在状态。在研究地下水演化过程时 , 地下水的组分分布、反应迁移途径和物质质量平衡是 3个重要

的研究目标和手段。

(1) 地下水组分分布模型 　通过离子络合模型和专门反应模型 , 确定矿物在地下水中的平衡状态以及

地下水溶液的氧化 2还原状态 , 计算地下水演化过程中各组分的存在形式和含量。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中心的喀斯特地貌地区 , Lakey和 Lee等 [ 45 ]分别运用双组分、三组分和四组分分

布模型研究喀斯特地下水的混合来源和途径。其中 Lakey等人应用同位素δ(D )、δ(18 O )作为示踪剂 , 采用双

组分混合模型将岩溶地下水中的补给来源划分为降雨入渗和非降雨入渗 , Lee应用δ(D) , δ(18O )和δ(34 S)作

为示踪剂 , 应用三组分分布模型 , 将 Lakey等的地下水组分成果更深入地划分为降雨入渗地下水、土壤渗流

地下水和原地下水等 3个部分 , 继而应用δ(D )、δ(18
O)、δ(34

S)和δ(13
CD IC )作为示踪剂 , 应用四组分混合模

型 , 将该地区的地下水组分来源定量确定为降雨入渗地下水、土壤渗流地下水、扩散地下水和喀斯特水等 4

个部分。

(2) 反应迁移途径模型 　该模型基于假定不可逆反应和热力学约束条件下来预测地下水中的化学成分

和在各相中矿物的转移量。它能解决诸如元素在地下水系统中迁移转化、盆地深部水化学、土壤水化学以及

地热系统中和一般水 2岩作用系统中发生的地球化学作用等问题。

Samper等人用多组分反应迁移模型计算裂隙花岗岩介质核废物处置库中处置罐腐蚀后的腐蚀状态 , 以

及孔隙水组分长期的水文地球化学演化过程 [ 46 ] ; B rowning等在美国内华达州尤卡山地区 , 运用双重介质 (孔

隙均质和裂隙介质 )、二相、非等温、对流、扩散和溶质反应迁移模型模拟尤卡山区水文地球化学系统变化

情况 , 该模型包含了 10个动力学水化学反应地层 , 计算结果包含孔隙水组分变化 , 深度下的硅酸盐浓度变

化 , 以及随着黏土和方解石沉淀 , 钾长石的溶解情况 [ 47 ]。U liana等人运用反应迁移路径模型模拟了得克萨

斯詹斯 2派克斯地区地下水流途径 , 从区域地下水数据分析假定该地区区域水流中溶解性总固体和 Cl2HCO3

比例增加 , Na2Cl比例减少 , 运用 PHREEQC模型模拟了沿着区域水流路径中的地下水演化过程 , 模拟结果

显示沿着地下水流向的水文地球化学过程受岩盐、石膏、白云石和 CO2 溶解以及方解石沉淀的约束控制 [ 48 ]。

Zhang运用热力 2水动力 2地球化学 2生物耦合反应迁移模型 ( THBC)对比利时某地的高放废物处置库进行了安

全评价 , 在一眼深达 223 m的钻井中进行了地下处置放射性废物的控制实验 , 同时考虑了热力学、放射性、

溶质扩散和一系列的地球化学反应 , 诸如水溶液络合、酸碱反应、氧化还原作用、矿物的溶解沉淀、离子交

换和气相溶解解吸作用。THBC模型成功模拟了核素在地下水中的地球化学演化趋势 [ 49 ]。

(3) 物质质量平衡模型 　该模型是在一系列的质量平衡方程基础上建立的 , 即在已知地下水化学组分

的基础上 , 确定地下水系统中某个区域矿物沉淀 /溶解、吸附 /解吸的数量 , 应用水和岩石的成分识别和定量

地球化学反应等分析地下水的演化过程。此类模型大多用于研究特定水流路径上 , 稳定状态 (地下水流场和

化学组分不随时间变化 )系统中地下水的演化。

Mahlknecht等在墨西哥中部某一独立的含水层中 , 应用多元统计方法和物质质量平衡模型计算该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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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下水化学和质量迁移 , 确定地下水演化和矿化过程主导因素。质量平衡模型的概念模型中主要考虑了化

学、同位素、岩石矿物组分等因素 , 多元分析和数值计算表明这些主导因素包括 : 碳酸钙和碳酸镁的溶解、

酸性火山岩的风化、碱性硅酸锰的变化、沉积岩的溶滤液、农业和城镇污水 , 以及强烈蒸发作用等 [ 50 ]
; Dai

等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区采用了分步反向模拟的方法来确定地下水地球化学过程 , 并在两个地区估算了模型

参数 , 反向模拟方法优化了模型的参数 , 判定出溶滤和离子作用是控制地球化学演化的关键作用 , 并在美国

马里兰州地区采用了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的野外案例分析 [ 51 ]。J in等在美国密歇根州的 Tahquamenon、Cheboy2
gan和 Huron 3个分水岭上分别设立土壤和地下水剖面 , 运用基于土壤 2水的地球化学质量平衡模型计算分析

了水、气、固三相地球化学作用。该含水层上部介质主要是硅酸盐 , 下部主要介质是硅酸盐和碳酸盐矿物。

质量平衡计算表明白云岩的溶解是本区地下水演化的主要过程 , Tahquamenon分水岭剖面上 , 土壤和地下水

最显著的作用是溶滤 , 溶质分析结果反映了在降雨作用下闪长岩和斜长石的溶解 , 在 Cheboygan和 Huron分

水岭剖面上 , 浅层地下水溶液的演化主要受控于硅酸盐的风化 , 硅酸盐矿物的丰度决定了溶解速率 , 深层地

下水溶液中 , 硅酸盐溶解变缓 , 含水层介质化学特性受控于白云岩的风化 [ 52 ]。

312　地球化学模型与水流模型的耦合

溶质在含水层迁移过程中 , 反应物主要受水文地质、物理和生物化学等反应的支配。除关键的地球化学

(水解络合、溶解 /沉淀、吸附 /解吸、微生物反应和氧化还原转化等 )作用外 , 主要的水文地质和物理过程包

括对流 , 弥散、水动力学扩散等 , 诸如水力传导率、离子交换强度、含水层的消解能力等 , 对评价地下水演

化作用也非常重要。从水力学意义上讲 , 反应路径模拟是静态的 , 无法取代对流 2弥散模型 [ 53 ]。因此在地下

水流动路径上 , 考虑水文地质条件影响下的溶质迁移模型与考虑化学反应的反应迁移模型耦合过程的模拟备

受关注。

Jacques等将 HYDRUS21D和 PHREEQC22模型耦合成 HP1反应迁移模型 , 描述包气带多组分的地球化学

迁移过程 , 并讨论了主要离子和重金属组分在非稳定流条件下 30年后在土壤中的迁移情况。模拟结果显示

水头和流速的变化对组分变化有极大的影响 , 并引申出一些新的离子交换平衡条件 [ 54 ] ; Molinero等人在瑞

典 Simpevarp地区 , 应用地下水流和反应迁移耦合模型建立了水文地球化学概念模型 , 模拟计算了该区域的

地下水系统化学反应 [ 55 ]
; Samper等人将热力学、化学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耦合 ( THC) [ 56 ]

, Zhang等耦合了

热力学、生物地球化学反应迁移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 ( THBC) , 用于计算高放废物处置场中核素在致密黏土

层中的迁移 [ 49 ]
; Zheng在瑞士 Mont Terri实验室耦合了多相流水流模型和多组分迁移反应模型 (VE) , 模型考

虑液相和气相流 , 蒸发、液化和多组分反应 , 将其应用于高放处置库基底硬泥岩介质 [ 57 ]。

313　模型软件

目前国内外对于地下水动力学模拟的常用软件有 : FEFLOW、 GMS、MOC、MODFE、MOCDENSE、

MODFLOW、VS2DT和 SUTRA等。反应迁移模型注重地下水流动路径上溶质迁移与化学反应耦合过程的模

拟 [ 58 ]
, 常用的软件如 MT3D和 LEHGC等。地球化学热力学模拟中常用的软件有 EQ3 /6、 SOLM INEQ188、

NETPATH、PHREEQE、PHREEQC、WATEQ4F和 PHRQP ITZ等。

4　结论及展望

地下水环境退化是目前世界性的环境问题 , 主要表现为地下水水量减少、水质恶化 ,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

水资源 2环境 2地质问题。区域地下水的循环和演化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相互制约、密切相关 , 对实现区域

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和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地下水的化学组分影响控制因素非常多 , 常规意义上是考虑地下水系统内部的组分变化及其主导因素 ,

但对于区域性的地下水化学演化 , 由于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作用、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作用、微生

物 2水 2岩相互作用等 , 这些综合作用将地下水演化的过程提升到一个相对复杂得多的程度 , 因此在地下水演

化研究中 , 这些作用过程必将是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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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理研究方面 , 地下水演化中物理作用、化学作用与生物作用的耦合过程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难

点 ; 而在研究方法上 , 更加侧重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及交叉研究。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 ①在研究地

下水地球化学过程上选用有特征指示作用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 , 以及惰性气体同位素等 ; ②量化有机物生

物降解过程和估算微生物引起的化学反应过程 , 以及由微生物反应导致的矿物溶解 /沉淀、交换吸附等作用 ;

③综合考虑能反应出地下水演化各种反应过程的地球化学实验 ; ④地下水地球化学模型涉及的诸多假定条

件合理性的判定 , 以及模型应用过程中对尺度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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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and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impacts of hu2
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changes, the p rocess of regional groundwater geochem istry evolution is comp lex, and con2
trolled by lots of factors1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of the current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gives

some reviews about: (1) the p rincip les and methods of analyzing geochem istry system of groundwater; (2) the hydro2
geological, isotop ic, element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 lied techniques in the study of groundwater evolution; (3) the

geochem ical models and the well2known software of simulating groundwater evolution1 And in the future, the comp lex

action of natural evolution and human activity, the interaction of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the interaction of m i2
crobe2water2rock are the hotspots and develop ing tendencies1 In which, the coup ling of the physical, chem ical and bi2
ological actions would be the significant filed in the regional groundwater evolution1

Key words: groundwater; geochem istry; chem istry evolution; p 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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