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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集了云南王家滩铁矿的酸性矿山排水及其与溪流中和后的溪水与沉积物$ 运用谱学及电子显微分析 等 方 法$对 采 集

样品的化学及矿物学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分析B结果表明$ 王家滩铁矿的酸性矿山排水在与未污染溪水中和时$ 酸度和电导

率均显著降低$ 但元素的浓度变化不很一致$ 沿水流方向$除 =@* a*50’ jE * 6G’ a等少数元素$ 大多数元素的浓度都未发生明显

的降低B中和成因沉淀物具有富铁的特征$矿物组成以水铁矿为主$ 此外在下游沉积物中还见有少量针铁矿及纤铁矾B其中

上游中和区水铁矿以 ’ 线水铁矿为主$ 下游以 % 线水铁矿为主B而各处沉积均具有明显的分层特征$且均为外层以 ’ 线水铁

矿为主$ 内层以 % 线水铁矿及针铁矿为主B以水铁矿为主要矿物的中和沉积物对各种有毒有害元素具有较强的吸持作用B对

这些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成因上$O]值和 50’ jE 的浓 度 共 同 控 制 了 水 铁 矿 的 形 成’在 重"类#金 属 吸 持 方 面$水 铁 矿 的

迁移及相应的对 31X中重"类#金属的自净化作用受中和区域的水动力条件影响较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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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矿山废水"GMA? FA8@?LGA8GV@$ 31X#通常

是指通过采*选*冶等矿产开发活动产生的 O]i)$
同 时 富 铁* 硫 酸 根 以 及 各 种 有 毒 有 害 元 素 的 水

体 +",B这种水体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随意

排放$ 其中的酸和高含量的有毒有害元素会对流经

区域的水体*土壤*以及所灌溉的农田等造成严重污

染$ 从而 影 响 人 类 的 生 产 生 活B因 此$ 有 必 要 对

31X的产生机制*时空变化特征*治理方案等进行

详细 的 研 究$ 而 这 些 研 究 在 正 确 评 估 和 预 测 31X
的污染强度及其变化特征$ 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治

理措施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 gE,B
对 31X产生 机 制 和 时 空 变 化 特 征 " 尤 其 是 后

者#的研究$ 是 设 计 治 理 方 案 的 前 提 和 基 础B在 探

讨 31X的时空变化特征时$ 面 临 的 最 普 遍 的 问 题

是! 未经处理的 31X被直接排放入未受污染水体$
从而对其造成污染B其中$ 研究该过程中铁的地球

化学行为$ 具 有 重 要 的 地 学 及 环 境 科 学 方 面 的 意

义$ 这不仅因为 =@通常是 31X中重要的溶解态物

质$ 还由于在中和过程中产生的铁沉积物能吸持大

量的有毒和有害元素"如 WR*6?*3N*18 等#$ 由此

产生水体的自净化作用 +"$ )$ %,B
但是$ 由于 31X自 身 的 特 征 及 天 然 中 和 时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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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多变性$ 致使难以系统研究该过程中铁的地球

化学行为B通常$ 31X天然中和过程中 =@的沉淀

与否*沉淀物的特征*沉淀物对有毒有害元素的吸持

作用等$ 是由 31X及天然水体的物理*化学及生物

特性共同决定的 +%,B对此$ 一个关于铁的沉淀条件

的典型 例 子 是$ 在 中 和 发 生 时$ 由 于 稀 释 作 用$
=@* a的浓度会降低$ 不利于 沉 淀 的 产 生$ 但 是$ 中

和会导致 O]升高$ 从而使得 =@* a浓度对应于某一

含铁 矿 物 达 到 过 饱 和$ 发 生 沉 淀$ 生 成 相 应 的 矿

物 +’$$$&,B在中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矿物通常包括施

氏矿 物 " 5M:Q@L9FG88A9@$ 5M: #* 针 铁 矿 "[7@9:A9@$
[9#*水铁矿"=@LLA:<?LA9@$ =:#等$ 而 +NOG�G等 +*, 的

研究表明$ 当 ’ iO]iE 时$ 容易生成施氏矿物$ E
iO]i) 时$ 容 易 生 成 铝 的 硫 酸 盐$ 而 在 O]q%

时$ 容易生 成 水 铁 矿B由 此 可 见$ 对 不 同 的 矿 山$
其 31X在天然中和时产生的沉积物在矿物种类和

含量上都是不同的$ 从而 这 些 沉 积 物 对 31X中 的

有毒有害元素的吸持也是有差异的B
基于此$ 本 研 究 拟 通 过 选 取 某 一 特 定 矿 山 的

31X$ 采集和分析 31X中和前后的水样及 沉 积 物

特征$ 探讨特定理化条件对富铁沉积物形成和转化

的影响$ 并初步分析这些沉积物的环境效应B

MN材料与方法

MOM!样品采集

研究 以 云 南 王 家 滩 铁 矿 的 31X为 考 察 对 象$
于 ’((& 年 "( 月对该 31X及天然中和后的水样及

沉积物样进行了采集B
王家滩铁矿位于云南安宁市+图 ""G#,$ 迄 今

该矿已开采了近 $( 年B铁矿物以褐铁矿*菱 铁 矿*
赤铁矿等 为 主$ 此 外 还 含 少 量 铁 的 硫 化 物 如 黄 铁

矿*雌 黄 铁 矿 等$ 正 是 由 于 这 些 硫 化 物 的 氧 化$ 使

得矿坑废水呈酸性B采矿 产 生 的 31X经 简 单 沉 淀

后即被排入附近的溪流B
本研究主要采集了水和沉积物 ’ 种样品B水样

的采样点分布如图 " "G# 所示$ 主要对 E 个点进 行

了采集"编号为 QH9" gQH9E#B对水样的采集方法为!
首先采集 ’(( F4水样$ 通过便携式 O]计+科立龙$
4̂D((#"(#,测 酸 度 后$ 用 针 头 式 过 滤 器 过 滤 "滤

膜直径 (‘E) &F#$ 滴加 ) 滴 "(h的 ],0*$ 装入经

硝酸和超纯水清洗过的聚乙烯瓶中B每个样品采集

’ 个平行样B对沉积物样$ 由于溪流中在无 31X汇

入时没有可供采集的沉 积 物$ 同 时 31X在 汇 入 溪

流 前 由 于 水 流 较 急 也 没 有 沉 积 物 可 采$因 此$仅 在

图 MN采样点位置示意及采集的沉积物样的外观

=AVB"!5GFO;A8V;7MG9A78 G8? 9:@GOO@GLG8M@7SOL@MAOA9G9@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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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个 点 采 集 了 沉 积 物 " 编 号 为 dC2’ g
dC2E#B采样时$ 由于河床底部无可直接收集的沉

积物$ 因此 仅 采 集 表 面 具 有 较 多 沉 积 物 的 河 床 砾

石$ 将其封装入密封袋中B砾石表面沉积物的外貌

特征如图 ""R#所示B
MOP!分析方法

对 水 样 和 沉 积 物 样 进 行 了 多 个 指 标 的 分 析 测

试B对水样$ 使 用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发 射 光 谱 ".6WD
3+5# "W+0O9AFG;’"((X-# 测 定 了 可 溶 性 =@* 5A*
3;*,G* *̂1V*6G*18*\8*6> 的浓度$ 各元素的检出

限分别为"FV-4j"#! =@(‘’$ 5A(‘("$ 3;"‘($ ,G
(‘)$ ^(‘’$ 1V(‘(E$ 6G’($ 18 (‘"$ \8 (‘’$ 6>
(‘E’ 使用离子色谱法"XA78@JX_D)((#测定了 50’ jE
的浓度$ 仪器的浓度测量范围为 " g"( j%FV-4j"’
使用原子 荧 光 法 "W=%$ 中 国# 测 定 了 溶 液 中 的 重

"类#金属 3N*6?*]V*WR 的 浓 度$ 各 元 素 的 检 出 限

为"&V-4j" #!3N和 WR i(‘("$ ]V和 6? i(‘(("’
使用水 溶 性 有 机 碳 分 析 仪 " 5:AFG?f> 206D)(((3#
测定了总有机碳含量$ 仪器的浓度测量范围为 ( g
E ((( FV-4j"B

对沉积物样$ 则 采 用 多 种 方 法 对 其 化 学 组 成*
矿物组合*微形貌等进行了分析和观察B采用 _射

线荧光方法"1A8AWG;E$ 荷兰#测定了固体粉末样中

的主"微#量化学成分$ 采用粉末压片制样方法进行

测试$ 使用国家标准物质土壤"[U($E("#作为标准

样品$ 仪器 对 各 元 素 的 检 测 限 分 别 为 "&V-Vj" #!
=@’0* %$ 5A0’ "(($ 3;’0* "*($ ’̂0 ’($ 6G0"($
2A0’ &$ 5 "‘($ W*($ ,A(‘)$ 18 E$ 6> (‘$$ \8
"‘($ 6? ’‘($ WR ’‘($ 3N(‘%$ 5@(‘("$ 4G)$ -’$
17(‘%$ 5L"‘E$ 58 (‘&$ \L"‘$‘采用 _射线粉末

衍射法"_/X# 对 沉 积 物 进 行 了 矿 物 组 合 测 定 "XP
1GJD/3$ 日本 理 学 /AVGI>#$ 采 用 6> ,̂线$ 电 压

)( I-$ 电 流 ")( F3$ 扫 描 步 长 (‘(’v$ 计 数 时 间

(‘"’ NB使用 扫 描 电 镜 "C+04C51D%E#(# 对 沉 积 物

的微形貌进行了原 位 观 察$ 电 压 ’( I-B制 样 方 法

为! 将自然风干 的*表 面 富 含 沉 积 物 的 砾 石 用 小 锤

敲碎$ 选取有沉积物的新鲜面出露的破碎样"样 品

的厚度不超过 * FF#$ 经用去离子水清洗并喷金后

进行扫描电镜观察B此外$ 采用电子探针方法对化

学成分进行了原位微区分析"C+04C_3D&"((#$ 电

压 ") I-$ 电流 ’( 83$ 束 斑 直 径 * &FB制 样 方 法

为! 首先将表面富含沉积物的砾石样品破碎$ 选取

表面沉积物完好的碎块用于制样’ 使用环氧树脂包

埋所选取的碎 块’ 将 包 埋 后 的 样 品 进 行 切 片*抛 光

并经喷碳处理后进行测试B

PN结果及分析

POM!水样理化特征

实验测得 31X"QH9"#及 中 和 后 的 水 样"QH9’ g
QH9E#的化学成分*+6及 206值如表 " 所示B可以

看出$ 中和后浓度降低明显的是 =@*50’ jE 和 6G$ 有

少许降低的是 ,G* *̂WR 和 3N’ 浓度显著升高的是

1V$ 有少许升高的是 3;和 18’ 中和后浓度几乎不

变的是 5A*\8*6>*6? 和 ]VB沿中和水流的方向$ 有

的元素浓 度 出 现 了 规 律 性 变 化$ 有 的 则 变 化 不 明

显B出现连续升高的是 3;$ 出现连续降低的是 ,G*
*̂6GB206值在中和后则有所升高$ 且该值有随中

和水流逐渐升高 的 趋 势B未 中 和 前 O]值 很 低$ 仅

为 *‘"$ 中和后则显著升高$ 达到 %‘$$ 并且随水流

方向其值还在 缓 慢 升 高B+6值 在 中 和 后 出 现 了 显

著的降低B
POP!沉积物化学成分

实验测得所采集固体的成分如表 ’ 所示B* 个

样品均为富 =@物质$ 而 =@沿采样方向的含量变化

特征不明显B沿水流方向$ 含量升高的是 5A*3;*5*
6>*\8*WR*3N和 17’降 低 的 是 6G*W*,A*4G和 58B
尽管在水溶液中含量较低$ 但 18 在各固体样中含

量均较高B
表 MN水样的主要理化指标"#

2GR;@"!1GA8 O:<NAMG;G8? M:@FAMG;?G9G7SQG9@LNGFO;@N

水样 =@ 5A 3; ,G ^ 1V 6G \8 18

QH9" E#‘" &#‘E* *‘)E E)‘"$ *(‘%% #‘)* $*‘$& #‘" *‘)E
QH9’ "E‘& &&‘&% )‘&) *’‘#& ’*‘") %"‘&( ’)‘#E #‘’ %‘**
QH9* "E‘$ &#‘$( )‘#) *"‘E& "#‘$& %(‘%$ ’)‘&E &‘’ %‘"#
QH9E "E‘& #(‘*% %‘() ’)‘#$ "E‘&$ %(‘%’ ’"‘"’ "(‘( %‘*(

水样 6> 6? ]V WR 3N 50’ jE 206 O] +6

QH9" ’(‘* ’##&‘ **$E ’%(‘# ’&%‘* &%*‘E (‘$( *‘" "E$(
QH9’ "#‘% ’##% ***& ’*(‘’ "#&‘& &&‘E E‘&$ %‘$ ’)#
QH9* "#‘% *((# **%E ’E"‘% ’EE‘" "E(‘$ )‘(E %‘& *)%
QH9E "#‘% *(*" **&& ’*%‘" ’)’‘& ""’‘" %‘$& $‘( *E$

"# 6?*]V*3N*WR 的浓度单位为&V-4j" $ 其余元素及 206为FV-4j" $ +6的单位为 &5-MF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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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N固体化学成分"#

2GR;@’!6:@FAMG;M7FO7NA9A78 7SN7;A? NGFO;@N

沉积物 =@’0* 5A0’ 3;’0* ’̂0 6G0 2A0’ 5 W ,A 18 6>

dC2’ ))‘"’ ")‘&) &‘&% (‘%E E‘## (‘"’ "$*$‘& ’($# &(‘* &(#) EE%‘#
dC2* )E‘)) "’‘$# &‘%& (‘*% *‘(E (‘(& "%"’‘) ’E%% %("‘$ *#)%% )’#‘)
dC2E ))‘$) "(‘(( &‘%’ (‘)* (‘EE (‘"$ $#(#‘* "()) "E‘# )&%% $##‘#

沉积物 \8 6? WR 3N 4G - 17 5L 58 \L 5@

dC2’ "*)‘$ %‘E *$‘’ *(‘& "%&‘’ "#&(‘( ’‘)% ’(‘& ’&‘(* )"‘& 1
dC2* "$#‘# %‘% *#‘% ’&‘’ "$)‘’ ’"&&‘% *‘*" ’*‘% ’%‘’* E&‘( (‘’)
dC2E "&E‘) 1 "(E‘& ’)$‘E &"‘( "’#‘E )‘(( "%‘# E‘#" )*‘# 1

"# 氧化物含量为质量分数$ 其它元素含量为 FV-IVj" $( 1)表示未检出

POQ!矿物组合

由图 ’ 可以看出$ * 个样品的矿物组合有一定

差异BdC2’ 中 比 较 容 易 辨 识 的 矿 物 是 石 英*黑 云

母*氢氧化钙*高岭石和伊利石’ dC2* 主要为石英*
黑云母*氢氧化钙*伊利石’ dC2E 主要为石英*黑云

母*纤 铁 矾 和 针 铁 矿B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dC2’ 和

dC2* 中$ 均无明显的含铁矿物的峰"尽管黑云母含

=@$ 但其含量不足以使样品中 =@含量超过 )(h#$
而在 ’%约 为 *%v和 %’v处 均 出 现 了 比 较 明 显 的 宽

峰$ 结合化学成分特征和前人的研究 +# g"’, $ 认为这

’ 处峰为 ’ 线水铁矿B而在 dC2E 中$ 没有相应的宽

峰$ 但 却 出 现 了 其 它 的 峰$ 对 这 些 峰 的 分 析 表 明$
这些峰对应 的 是 另 一 种 结 晶 更 好 的 铁 的 含 水 "氢#
氧化物111% 线水铁矿 +""$ "’,B
POS!微区成分

在电子探针背散射模式下$ 发现 * 个沉积物样

均可明显地分为 ’ 层!较亮的内层和相对较暗的外

层"图 *#$ dC2’ 和 dC2E 的 差 别 是! 总 体 上 dC2’
!!

图 PN沉积物的 BE5图谱

=AVB’!_/X?AGVLGF7SOL@MAOA9G9@N

图 QN沉积物的电子探针背散射像

=AVB*!UGMI NMG99@L@;@M9L78 "U5+# AFGV@N7SOL@MAOA9G9@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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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厚更厚$ dC2’ 的暗层厚于 dC2E$ 但亮层薄于

dC2E‘分别对这 ’ 层 进 行 了 成 分 测 试$结 果 如 表 *
所示B对 * 个样品$ 均为内层的总量大于外层B具

体到各元素$ =@表现为内层显著高于外层$ 而其它

元素含量变化不明显B
比较 * 个样品的元素含量变化特征$ 发现 * 个样

品的内层其元素总量和各元素含量均相似B而外层成

分总体表现为随水流方向$ 测得的总量逐渐降低B

表 QN电子探针微区成分Ph

2GR;@*!1AML7NMG;@M7FO7NA9A78 7SOL@MAOA9G9@NPh

沉积物 位置 =@0 5A0’ 3;’0* ’̂0 6G0 180 6>0 50* W’0) 3N’0) 总量

dC2’
内 $*‘E$ )‘*& "‘E% (‘’" (‘#’ (‘($ (‘** (‘#& (‘E) (‘(" &*‘’&

外 %&‘%’ *‘’# (‘$" (‘"( (‘#" (‘’% (‘’E "‘(( (‘%’ (‘(* $)‘$&

dC2*
内 $"‘E* )‘’( "‘$E (‘(# (‘#* (‘(& (‘E( (‘%* (‘%" (‘(’ &"‘"E

外 %*‘#’ E‘&# "‘)) (‘"& (‘&E (‘(% (‘*( (‘$E (‘** (‘(* %$‘&"

dC2E
内 $E‘#E E‘&$ "‘)" (‘’E (‘$) (‘"( (‘E’ (‘)$ (‘%" (‘(" &E‘("

外 )*‘’" %‘"E ’‘E* (‘"& (‘&( (‘(% (‘"& (‘*( (‘)E ( %*‘&)

POU!微形貌

将 * 组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后$ 获得了如图

E 所示的沉积物的一些特征性微形貌像$ 从中可以

看出$ 31X天 然 中 和 沉 积 物 中 的 矿 物 从 微 形 貌 上

可大致分为 * 种 类 型! 结 晶 好 的*结 晶 中 等 的 和 结

晶差的矿物B结合能谱及 _/X分析结果$ 初步认为

结晶好的矿物 为 黑 云 母$ 结 晶 差 的 矿 物 为 水 铁 矿$
而结晶中等 的 矿 物 可 能 为 粘 土 矿 物 中 的 一 种 或 几

种B由于 * 组样品具有相似的形貌$ 故本研究仅提

供了位于取样位置中部的 dC2* 的结果B

图 SN沉积物的扫描电镜微形貌"dC2*#

=AVBE!5+1AFGV@7SOL@MAOA9G9@N"dC2*#

QN讨论

QOM!富铁沉积物的形成和转化

在 _/X结果中$ 出现了一些难以辨识的峰$ 经

过对这些峰 进 行 仔 细 分 析$ 发 现 在 dC2’ 和 dC2*
中含一定 量 的 氢 氧 化 钙B氢 氧 化 钙 是 不 稳 定 的 物

质$ 在酸性条件下容易生成含结晶水的硫酸钙 "即

石膏#$ 但在本研究中$ 没有石膏的出现$ 因此需对

此做进一步 的 探 究B如 前 所 述$ 研 究 区 的 31X在

进入河流前$ 是经过短暂沉淀的$ 在该过程中曾有

过断续投加石灰进行中和的经历$ 这种断续添加导

致的结果是! 只 有 特 定 时 间 段 的 31X被 中 和$ 同

时反应不完全的石灰会被中和后的 31X带入溪流

中$ 此时溪流中的 O]为中性$ 硫酸根浓度也较低$
因此$石灰不容 易 与 硫 酸 反 应 生 成 石 膏$ 而 是 继 续

以氢氧化钙的形式存在B另外$ 石膏的溶度积通常

在 "( j)左右 +"*, $ 而 本 研 究 中 的 6G’ a和 50’ jE 的 活

度积远低于这个量级$ 因此中和水溶液中也不容易

形成石膏$ 在 _/X图 谱 上 没 有 出 现 石 膏 的 峰B同

时$ 氢氧化钙的存在$ 也与这 ’ 个样品中较高含量

的 6G是 对 应 的B此 外$ 从 _/X结 果 中 还 可 看 出$
在 dC2E 中 ’%s*’‘)v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强峰$经过

分析后认为其为纤铁矾的一种$ 其化学式为 =@50E
"0]#-E‘)]’0

+"E,B该矿物的存在与 dC2E 样品中

较高含量的 5 是对应的B
如前所述$ 通过分析 _/X和化学成分数据$ 本

研究中在扫描电镜下出现的大量无定形含铁物质为

水铁矿"=@LLA:<?LA9@$ =:#B水铁矿又被称作水 针 铁

矿$ 是地表 环 境 中 广 泛 存 在 的 铁 的 含 水 "氢# 氧 化

物$ 化学通式为 =@00]-Q]’0
+"), $ 式中 Q为 ( g"

之间的任意数值$ 自然界通常存在 Q为 (‘& 和 (‘%
这 ’ 种水铁矿$ 前者在 _/X图谱上通 常 出 现 ’ 个

宽峰"与本研究相似#$ 故被称作 ’ 线水铁矿"’D;A8@
S@LLA:<?LA9@$ ’=:#$ 后者通常出现 % 个相对较锐的峰

"同样与本研究相似#$ 故被称作 % 线水铁矿"%D;A8@
S@LLA:<?LA9@$ %=:#B水 铁 矿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性 是 结 晶

度极差$ 结晶颗粒很小$ 仅为 ’ g"(( 8F+"%$ "$, $ 同

时比表面积极高$ 达到 ’(( g%(( F’-Vj"+"&,B由于

具有很大 的 比 表 面 积$ 水 铁 矿 具 有 很 强 的 吸 附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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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能通过物理和化学吸附作用固定各种物质尤其

是有毒有害 元 素 以 及 杀 虫 剂*除 草 剂*有 机 营 养 物

等 +"# g’%,B此外$ 水铁矿由于为短程有序的物质$ 其

晶体结构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因此不仅结构中的 =@
容易被其它元素取代$ 而且其晶格缺陷等也相对较

多$ 且容易捕获其它元素$ 由此使得各种杂质元素

能以共沉淀的方式赋存于其中 +%$ "($ ’$ g’#,B基于此$
水铁矿越来越受到地学*环境科学及材料科学工作

者的关注$ 而目前该矿物已被广泛用作环境及工业

生产上的吸持材料B
在成因上$ 水铁矿被认为形成于 O]偏中性的

富 =@环境中$ Z> 等 +’, 基于野外采 样 分 析 的 结 果$
通过计算赤铁矿的溶度积常数"SS#$ 推导出水铁矿

的溶度积常数为 E‘* p(‘)$ 即对化学反应!
(‘)=@’0* a*]

a s=@*a a"‘)]’0 ""#
!!有

;VSD;V+=@
*a,

+]a, *
sE‘* "’#

!!由此有

+=@*a, s"( "E‘*j*O]# "*#
!!公式"*#表明在无杂质离子干扰下$ 纯水体系

中 O]越 高$ 越 有 利 于 =@* a的 沉 淀B在 本 研 究 中$
由于 从 QH9" gQH9E$ O]分 别 为 *‘"* %‘$* %‘& 和

$‘($ 可 见 此 时 发 生 沉 淀 的 最 低 =@* a浓 度 分 别 为

"F7;-4j" #! "( j)*"( j")‘&*"( j"%‘" 和 "( j"%‘&B又 由

于 实 验 测 得 的 =@* a 浓 度 分 别 为 " F7;-4j" #!
"( j*‘(%* "( j*‘)$*"( j*‘)& 和 "( j*‘)$ "表 "#$ 可 见 在 未

中和前的 31X中$ =@* a的浓度均超过了氢氧化铁

发生沉 淀 的 最 低 浓 度B然 而$ 由 于 在 QH9" 中 50’ jE
浓度较 高$ 50’ jE 可 能 会 影 响 =@* a的 沉 淀 产 物$ 跟

据前人的研究 +*(, $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不是形成水铁

矿$ 而是形 成 施 氏 矿 物 +=@&0& "0]# % 50E ,B因 此$
可以确定水铁矿是中和后形成的B中和发生时$ O]
出现了升高$ 而 50’ jE 浓 度 出 现 了 降 低$ 这 ’ 个 条

件的改变不仅有利于水铁矿从溶液中形成$ 同时有

利于在 31X中 生 成 的 施 氏 矿 物 以 悬 浮 态 被 31X
带入中和溪流时$ 发生向水铁矿的转化 +*",B

从水铁矿的化学式知道$ 该矿物中的含水量是

不确定的$ 含水量越高$ 其结晶度通常越差$ 粒径

越小$ 在 _/X图谱上的峰越少*越宽*强度越低$ 同

时结构越不稳定$ 越容易发生转化$ 如 ’=: 在自然

条 件 下 很 容 易 转 变 为 %=:* 针 铁 矿 及 赤 铁

矿 +#$ "($ "’$ *’$ **,B从图 ’ 可以看出$ 在 dC2’ 和 dC2*
中主要为 ’=:$ 而在 dC2E 中主要为 %=:$ 据此推测

dC2E 中的沉淀并 不 是 原 地 生 成 的$ 而 是 由 上 游 中

和时生成的 ’=: 沉淀$ 在水动力条件改变时$ 重新

进入水流向下游迁移$ 并在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的

条件下发生再次沉淀$ 在沉淀D迁移D重新沉 淀 的 过

程中$ 发生了 ’=: 向 %=: 的转化B实际上$ 从水溶

液中 =@* a的浓度也可以看出$ dC2E 中的 %=: 并不

是原地生成的$ 因为尽管在各个采样点的砾石表面

均有沉淀$ 但 =@* a的浓度并未降低$ 即 =@* a在中和

时沉淀完毕后便不再发生沉淀B
在测试含水矿物时$ 电子探针背散射成分像的

亮度通常可 以 反 应 矿 物 含 水 量 的 多 少 "含 水 越 多$
图像越暗#$ 故图 * 中出现的亮暗差异性可 能 反 映

了外层比内层含更多的水$ 而表 * 的成分分析结果

很好地对此进行了验证$ 因为在该表中$ 内层的成

分总量总 是 大 于 外 层B由 于 沉 积 物 的 主 要 成 分 为

=@$ 而含 =@矿物主 要 为 水 铁 矿$ 故 对(外 暗 内 亮)
这一图像特征的一个合理解释是! 先形成的水铁矿

在逐渐被后形成的水铁矿覆盖的过程中$ 发生了脱

水$ 转化为含水量相对较低的水铁矿B
此外$ 在 dC2E 中 还 发 现 了 少 量 针 铁 矿$ 这 表

明在采 样 的 下 游 区$ ’=: 除 了 发 生 向 %=: 的 转 化$
还发生了更高程度"即向针铁矿#的转化B
QOP!沉积物的元素吸持特征及环境意义

富含有 毒 有 害 元 素 的 31X在 发 生 天 然 中 和

后$ 通常生成的沉淀中也含较高的相应元素$ 这些

元素的可能赋存形式为 * 种! !以化合物的形式存

在’ "以共沉淀的形式赋存于其它矿物中’ #以吸

附的形式存在于沉积物表面B不同的元素$ 通常其

赋 存 形 式 是 不 同 的$ 目 前 的 一 些 共 识

是 +&$ "($ "#$ ’($ ’#$ *E, ! 中和成因的水铁矿$ 能主要通过

吸附固定 6?*6>*WR*\8*,A*18*6L"-.#等$ 能通过

吸附和共沉淀固定 3N及 6L"*#B
在本研究中$ 一些重要的对环境有影响的元素

如 ,A*18*6>*\8*6?*WR*3N等$ 均在沉积物中含量

较高$ 而 6L由于本身在 31X中的含量较低$ 因此

在沉积物中未检出B由于水铁矿是沉积物中主要的

矿物种类$ 并且水铁矿相对其它矿物其结晶度小得

多$ 比表面积更大$ 因此研究认为这些元素主要通

过水铁矿的吸持作用被固定在沉积物中B这表明水

铁 矿 可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缓 解 了 31X对 环 境 的

污染B
但是$ 当考察 水 溶 液 中 各 元 素 浓 度 的 变 化 时$

发现这些元素的浓度在 31X及中和后的水溶液中

差别并不大"仅 3N有较明显 的 降 低#$ 由 此$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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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导致出现(沉积物的存在及其对有毒有害元素

的高吸持量)和(水溶液中浓度变化不大)这对矛盾

的原 因 可 能 主 要 与 水 动 力 条 件 和 沉 积 物 的 特 征

有关B
中和过程中的水动力条件通常对中和产物的迁

移有重要影响$ 对此$ 有研究认为 +*), $ 在 31X的

天然中和 过 程 中$ 当 迁 移 速 率 大 于 沉 淀 生 成 速 率

时$ 沿迁移方向不会有元素浓度的降低$ 反之则有

沉淀 形 成 和 元 素 浓 度 降 低B由 此 可 见$ 在 本 研 究

中$ (水溶液中浓度变化不 大) 这 一 特 征 与 采 样 的

溪流中水的流速过大有关B由于中和形成的水铁矿

颗粒度较小"小于滤膜孔径#$ 因此在水动力条件较

好时$ 不仅容易悬浮$ 而且容易发生迁移B在本研

究采样的水动力条件下$ 这些纳米级颗粒处于悬浮

和随水流迁移的状态$ 采样时这些悬浮颗粒不会被

过滤掉$ 而是透过滤膜$ 进入采集的水样中B在采

样过程中滴加 硝 酸 时$ 这 种 纳 米 颗 粒 会 发 生 重 溶$
其吸持的有毒有害元素重新进入溶液$ 最终使得其

浓度没有发生明显的降低B
而(沉积物的存在及其对有毒有害元素的高吸

持量)则 与 水 的 流 速 过 小 有 关B在 非 采 样 的 时 段$
水的流速可能会发生变化$ 当流速变慢时$ 其对水

铁矿的悬浮和迁移能力均会减弱$ 因此中和成因的

纳米级水铁矿会发生沉淀$ 同时吸持大量的有毒有

害元素B
由此可见$ 以水铁矿为主要矿物的中和成因沉

积物$ 对 31X中的有毒有害 元 素 具 有 较 强 的 吸 持

作用$ 因此其在缓解 31X中 有 毒 有 害 元 素 污 染 方

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B但是$ 由于这种沉降物的难

沉降 性 和 易 迁 移 性$ 因 此$ 在 考 虑 这 些 沉 积 物 对

31X污 染 的 自 净 化 作 用 时$ 需 考 虑 水 动 力 条 件 的

影响$ 同时在分析的空间尺度上应扩展到更大的流

域$ 而不仅仅是中和发生的区域B

SN结论

""#王家滩铁矿的酸性矿山排水在与未污染溪

水发生中和时$ 生成了大量的沉淀B这些沉淀在矿

物组成上以无定形的水铁矿为主$ 水铁矿的形成受

O]值和 50’ jE 浓度的共同控制B水铁矿中的 ’ 线水

铁矿容易发生转化$ 沿水流及沉积层中由外向内的

方向逐渐转化为 % 线水铁矿及针铁矿B
"’#富铁沉积物对各种有毒有害元素具有较强

的吸持作用$ 沉积物的迁 移 及 相 应 的 对 31X中 有

毒有害元素的自净化作用受中和水域的水动力条件

影响较大B
致谢!采样期间得到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

程学院刘星教授*薛传东教授和骆少勇老师的大力

帮助$ 电子探针和扫描电镜分别在南京大学地球科

学与工程学 院 张 文 兰 高 工 和 李 娟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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