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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湖南新田县（图 1）发现大型富锶矿泉水田，面

积约 176.7 km2，下降泉、机井锶元素平均含量分别

为 0.38 mg/L、2.76 mg/L，均大于国家饮用天然矿泉

水锶含量限值，在西南岩溶区，乃至全国实属罕

见。下降泉、机井pH平均值均呈弱碱性，TDS平均

值均属于淡水，硬度平均值分别属于微硬水、硬

水。Ca2+含量分别占阳离子组成平均含量 91.28%、

58.05%，HCO3
-含量分别占阴离子组成平均含量

90.23%、84.52%（表 1）。国内外对岩溶区富锶矿泉

水研究鲜有报道，富锶矿泉水溶质组分形成是水岩

相互作用结果，其作用机理如何，是本次研究目的。

2 研究方法（Methods）
新田县大型富锶矿泉水田赋存于泥盆系佘田

桥组（D3s）地层，岩性为中薄层浅灰色泥灰岩夹灰

岩、泥页岩。采集该地层地质剖面岩石、土壤样

品。将岩石敲碎成粒径保持相对一致颗粒状，土壤

保持原状，按四分法将岩石、土壤分成 60 份（60 g/

份），分别设计20组平行实验。按照固体：液体=1:5

原则将岩石、土壤样品分别装入盛有去离子水瓶

中。考虑蒸发影响，每天定时添加去离子水以保证

体积恒定。控制室内温度恒定，以实验开始日计

算，间隔不同时间取样 20 次（3 个/次）。监测项目

pH值、电导率、硬度、Sr。

3 研究结果（Results）
岩石和土壤浸泡液（图2）锶元素浓度均表现为

快速增大-缓慢增大-趋于稳定变化规律，岩石、土

壤浸泡液分别在第 10天、第 6天表现为快速增大，

分别由 0.129 mg/L 增加到 0.242 mg/L、0.199 mg/L

增加到 0.356mg/L。岩石浸泡液 pH 值整体呈下降

趋势，由开始最大值9.58逐渐下降为8.40；土壤浸泡

液pH值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稳定趋势。岩石浸

泡液电导率表现为缓慢增加—趋于稳定变化规律，

图1 工作区位置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work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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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富锶矿泉水水化学特征
Table 1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rich Sr mineral spring

图2 岩石、土壤pH值、电导率、硬度、Sr2+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Fig.2 Trend diagram with time of pH values of rock and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hardness and Sr2+

由开始 239.00 μs/cm 增加到最后的 366.00 μs/cm；

土壤浸泡液电导率基本稳定在 160.00 μs/cm左右。

岩石浸泡液和土壤浸泡液硬度均表现增加趋势，90

天时均趋于稳定，分别为由最初的298.67 mg/L增加

到1152.67 mg/L、120.00 mg/L增加到985.00 mg/L。

4 结论（Conclusions）
（1）锶元素浓度变化曲线说明溶滤时间是影响

锶元素含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岩石浸泡液锶元素浓

度变化曲线高于土壤浸泡液，研究区属于岩溶区，

土层浅薄，说明矿泉水中锶元素来源主要为水-岩

相互作用。

（2）相关分析表明，岩石浸泡液锶元素浓度与

pH值、电导率、硬度呈极显著或显著相关，说明 pH

值、含盐量、Ca2+也是影响锶元素含量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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