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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三峡大坝的拦截蓄水对其具有抹平作用
，

导致了氛

过量参数对季风变化的响应减弱
。

���长兴岛和南通站一个潮周期的样品测试结果

显示
，

涨落潮对长江 口水体的护。 值没有明显相关性
。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的 口勺值与气温
、

水温
、

盐度
、

相对湿度
、
��

、

水深的相关关系显示
，

仅水温与

护。 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而其余参数与护。 呈现不

明显相关关系
。

南通站����年��月份样品与����年�月份

样品的测试结果显示
，

长江 口水体的 粉
��值主要影响因

素并非温度
，

可能是不同水体来源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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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和地质应用
�

��同位素平衡分馏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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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实验技术手段的改进
，

特别是多接受等离

子质谱仪和二次离子质谱的问世
，

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

究内容更加丰富
，

出现了一批非传统稳定同位素
，

例如

��
、

��
、

�
、

��
、
��

。

近年的研究表明��同位素在表生地

球化学和行星化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以各种实验手段

为依托
，

��同位素的实验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
，

以

丁梯平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同位素的分析和地

球化学研究中
，

也取得了大量的成绩
。
��同位素主要应

用在示踪方面
，

且自然界中各储库之间��同位素的相对

分配关系已经大致确定
。

但是一些重要的��的同位素平

衡分馏参数由于常规实验条件的限制
，

无法精确获得
，

某些已获得的分馏系数存在较大的偏差
。

这些局限条件

限制了尤其是表生地球化学过程中��同位素的研究
，

例

如地下水中富����的��同位素组成特征现在还不明确
，

所

以迫切需要理论和计算地球化学来提供这些参数
。

目前
，

��同位素的研究程度比较低
，

相关的参考文

献较少
。
���

��� ����
�

������使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计算了高岭石
、

石英和水 �冰和水蒸汽 �之间的同位素

平衡分馏参数
，

其中�同位素的计算结果与前人的实验

数据吻合得很好
，

进而肯定了这一方法在计算低温条件

下同位素平衡分馏参数方面的有效性
。

同时
，
������ ��

��
�

����计算出����下石英和高岭石之间的平衡分馏系

数为��
�

�骗 �相对偏差��� �
。

这一理论计算结果可以

很好地限定石英和高岭石之间的平衡分馏参数
。

本研究中我们拟使用超大分子簇的方法
，

采用���

方法以及较高的基集 ��������一������来优化代表性

的硅酸盐矿物片段�橄榄石
，

长石
，

石英
，

高岭石及正硅

酸溶液�
，

进而使用����公式来计算各矿物片段之间的��

同位素平衡分馏参数
，

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关键的��同位

素平衡分馏系数
。

�
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
分馏理论

、

分析方法和地质应用
�

，“ ”�加速器质谱分析及其在地质和环境示踪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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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

，
气为半衰期为 ���百万年的长寿命碘同位素

，

自然

界中
’
竹主要通过大气氮的宇宙射线散裂反应和地壳中

����

的自发裂变产生
。

利用这一特性
，

天然成因
’
气可用于形

成年代�
一
��百万年间地质样品或事件的定年

。

作为一种

裂变产物
，

大气核试验
、

乏燃料后处理以及核事故等人

类核活动向环境释放了大量
’
气

。
目前地表环境中

’
气主要

为人工来源
。

利用人工
’
气以及碘特有的化学性质可进行

海水循环
、

大气化学行为
、

以及稳定碘的地球化学循环

等研究
。

虽然很多方法可用于
’
气的测定

，

但加速器质谱

是目前最为灵敏也是唯一可测定
’加护为低于��

一��的分析方

法
。
����年以来我们在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建立了各种

环境样品中
’
为的分析方法

，

包括土壤
、

沉积物
、

植物
、

各种水样等
。

方法探测限达���原子 �或���
，

��
一，’�

，

，�
���

，
勺为�

� ��
一 ’�
�

。

建立了一种可用于分析低碘水平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