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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和氢同位素的测试与分析
。

结果表明青海湖流域

地下水呈弱碱性
，

水温较低
，

离子含量较高
。

浅层地下

水阳离子以�
。 �‘

为主
，

阴离子以��仇
一

为主
，

水化学类

型主要为�
��
几���一��几

一

型
，

青海湖湖水和部分湖边样

品水化学类型为�
� ‘ 一��

一

型
。

青海湖流域地下水的铭浓

度的变化范围为�
�

�一��
�

� 林��

���
，

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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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地下水
�

飞
�
产怡植的变化范围为��������

一���巧���
，

平均

值为��������
。

哈尔盖河流域地下水呈现出低德浓度
，

高����尸怡植的特征
，

而布哈河流域地下水呈现出高德浓

度
，

低盯�产�植的特征
。

地下水的银浓度和铭同位素组

成的变化主要受控于水
一岩相互作用强度和区域岩性特

征
。

该区地下水的惚组分主要来源于石灰岩
、

砂岩和火

成岩
。

其中沙柳河流域和哈尔盖河流域地下水的银组分

主要来自石灰岩和火成岩
，

布哈河流域和倒淌河流域地

下水的银组分主要来自石灰岩和砂岩
。

石灰岩对哈尔盖

河流域
、

沙柳河流域
、

倒淌河流域
、

湖边和布哈河流域

地下水
���������的贡献分别为���

、
���

、
���

、
���和

���
。

青海湖湖水的惚同位素组成主要由布哈河流域水

体的惚同位素组成控制
。

浅层地下水贡献了约��的湖水

��
。

地下水
、

河水和雨水氢氧同位素分析表明大气降水

是青海湖流域浅层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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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所处的

特殊的地理环境
，

成都市大气污染 日趋严重
，

可吸人大

气颗粒物已成为成都市主要的大气污染物
，

而大气颗粒

物中的碳质组分
，

而碳质组分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辐射强迫和降低大气能见度及危害人体健康等方

面
。

本研究通过对成都市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组

成及总碳同位素 �目
��二 �组成进行分析

，

探讨在冬季

成都市大气颗粒物中碳的来源
，

为成都市可吸人颗粒物

污染控制提供理论基础
。

碳质组分是大气颗粒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

总碳

质组分 ����约 占细粒子总量���
。

本研究����年

�月 一 ��月所采集的�组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的总碳

的质量浓度范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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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粒径段
，

总碳的粒

径分布趋势与�
��� 、

��，‘ 、
�

一

等离子不同
，

而与��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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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相似
，

主要集中在�
�

�一�
�

�卜 �
。

且在

��
·

�卜�颗粒物中
，

总碳的质量浓度与���
�一 、

�仇
一

的质量

浓度相关性较好
，

相关系数分别为����和����
，

说明在细

颗粒物中碳的来源可能与硫
、

氮的来源相似
。

研究采样期间有晴天
、

阴天及雨天三类天气现象
。

在三类天气现象中
，

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中总碳的质量

浓度按多云�晴天�雨天递减
。

从����年�月至��月总碳

的质量浓度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升高
，

但 口
�

��
�

值在不同

天气现象中变化很小
，

而且与温度的变化没有太大关

联
，

说明不同天气现象影响总碳的质量浓度
，

而对其同

位素值的影响较小
。

在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中
，

口
’���

的变化范围为
一
��输一����‘

，

均值为
一
�����

。 。
口

’���值

在粗颗粒物 ���
�

�卜� �和细颗粒物 ����� 林� �中变化

不大
，

且与大气颗粒物中总碳的质量大小无关
。

化石燃

料和生物质燃烧及植物释放的碳的同位素值变化范围分

别为
一
��骗一��输 �均值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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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输一��知 �均

值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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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

得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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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的变化范围为
一
��骗一����输

，

说明冬季成都

市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中碳的可能来源于化石燃料和生

物质的燃烧
。

综上
，

不同的天气现象影响总碳的质量浓度而对其

同位素值影响较小
，

成都市不同粒径大气颗粒物中碳可

能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的燃烧
，

主要是受到成

都市工业燃煤
、

汽车尾气及区域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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