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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 C 0 2一

水
·

碳酸盐岩系统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 O C :来源
,

一一以四川黄龙沟
、

康定和云南中甸下给为例

刘再华 袁道先 何师意 张美良
(国土资源部岩溶地质研究所

,

桂林 5 4 10 0 4)

张加桂
(国土资源部环境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0 0 0 81 )

摘要 以四川黄龙沟
、

康定和云南中甸下给为例分析了地热 C 0 2一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

水文地球化学
、

碳稳定 同位素特征及 C O :
来源

,

发现该类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和碳稳

定同位素特征与受生物圈强烈影响的表层 C 0 2 一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明显不同
,

前者具有较

高的 C 0 2分压
,

并富集重碳稳定同位素
.

此外
,

该类系统与出露在火成岩地层中的地热

系统也不同
,

后者水中缺少 C a +2
,

因而地表很少钙华沉积
,

且相对富集轻碳稳定 同位

素
.

进一步分析发现
,

该类系统 C O Z
来源于碳酸盐岩地层变质 C O :

与慢源 c o : 的混合
.

关键词 地热 C 0 2’ 水
·

碳酸盐岩 系统水文地球化学 碳稳定同位素 C 0 2来源

在执行国际地质对比计划项 目 IG C P 37 9
“

岩溶作用与碳循环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我国典型岩溶动力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演变
”

及国土资源部重大科技项 目
“

我国典

型岩溶环境系统的运动规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

的过程 中
,

我们既研究了表层岩溶动力

系统碳酸盐岩溶解对大气 c o :
汇 (沉降)的贡献 [ ’

,

2 〕,

也探讨了碳酸盐沉积时 c o :
释放对大气

c o : 源的影响 [ ’ 〕
.

后者包括表层岩溶动力系统碳酸盐沉积时 c o :
的释放和本文将要讨论的地热

C O Z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碳酸盐沉积 (钙华 )时 c o : 的释放
.

研究发现
,

地热 c 0 2 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

有与表层岩溶动力系统和出露在火成岩地层中的地热系统不 同的水文地球化学和碳稳定同位

素特征
,

反映出其特有 的 c o Z
来源

.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点位置如图 1所示
.

L l 四川黄龙沟

黄龙沟位于川西高原西北部
,

海拔约 3 4 0 0m
.

由于其美丽的自然风景
,

包括大量的钙华景

观
,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 自然遗产保护地
.

一9 9 9
一

0 5
一

0 5 收稿
*

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 IG C p 37 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 4 9 6 3 2 10 0

,

4 9 7 0 3 0 4 7 ) 和国土资源部 (批准号
: 9 5 0 1 10 4

,

9 8 0 6 )

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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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黄龙沟 ( 6℃ )

考
’

{ 成都

康定

( 40一 0 9℃ )

( 0 4几 0 9C o )

腾冲

2 4
0

1 了产 才 /、 矛l

图1 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地热系统位置

及与深大活动断裂关系示意图

黄龙沟气候属 于高寒 山区型
,

年均降水量

7 5 9 m m
,

年均气温 1
.

1
“
C

.

该沟长约 3
.

5 k m
,

宽

2 5 0 m
,

巨厚的钙华沉积形成于沟 内
.

钙华南起流

量达 50 L/ S 的断层泉组 (转花池泉 )
,

北至横切该

沟的涪江
.

地质上
,

黄龙沟仍处于新构造运动活动区
,

周 围出露地层 由老至新为 志留系硅质板岩夹砂

岩
、

泥盆系板岩夹灰岩
、

石炭
一

二叠系灰岩
、

三叠

系凝灰质砂岩
、

板岩和千枚岩
、

第四系冰债砂及

碎块石
.

钙华属第四纪产物
.

黄龙沟及源头地质

音J面如图 2 所示
.

L Z 四川康定

康定位于我 国著名的鲜水河活动断裂带上
,

地处青藏高原的北东边缘
.

据重力和航磁解析
,

鲜水河断裂是一条切穿地壳的岩石圈断裂
,

它控

制 了康定一带折多山大型花 岗岩体的发育
.

康定

泉群共有 5 个主要泉点
,

均 向大气释放大量 C O : ,

其中灌顶泉
、

龙头沟和折多塘泉三者出露具有相似性
,

即均发育在花岗岩体中
,

而二道桥泉

和游泳池泉则分别出露于古生代灰岩与中生代砂岩夹板岩和千枚岩交界处及古生代灰岩地层

中 (图 3)
·

L 3 云南中甸下给

江
1-
:涪

nénIJnénUO
声ù、é,j气j

遏塌袋

3 1 0 0

图 2 黄龙沟转花池泉出露地质剖面图

Qt Q/ g 为第四系钙华 /冰硫砂及砾石
,

sT s 为三叠系凝灰质砂岩
、

板岩和千枚岩
,

c IP 为石炭
一

二叠系灰岩
,

D 为泥盆系板岩夹

灰岩
,

5 5 5 为志留系硅质板岩夹砂岩

中甸下给地热系统位于 中甸县东南
,

距县城约 18 k m
,

海拔 3 4 00 m
.

泉群 出露处地层主

要为三叠系中上统的砂岩
、

泥岩和灰岩 (图 4)
.

泉群以北约 4 km 一带
,

在上三叠统王吃卡组一
、

二段中夹 5 0 O m 余厚的印支期安 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在泉群 以东约 4 k m 有印支晚期石英闪长

斑岩和石英闪长岩
.

从区域构造看
,

下给泉群位于川滇菱形断块内
,

其周边由深大活动断裂围

限 (图 1)
.

泉口可见大量气体 (主要是 C O :
气体 )释放

,

而且泉群出露地伴随有大量钙华沉积
,

长约 4 0 0 m
,

宽约 3 O0 m
,

厚达 5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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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康定泉群出露地质剖面图

Qt
r 为第四系钙华

,

Qal 为第四系冲积物
,

Q IP 为第四系洪积物
,

T l b 为三叠系波茨沟组砂岩夹砂质板岩及千枚岩
,

D 为泥盆系

灰岩
,

S 为志留系灰岩夹板岩
,
r 为花岗岩

,

F 为断裂

遏塌建

2 分析方法

( l) 考虑到系统的三相不稳定性
,

水温
、

p H 值
、

H c O 3
一

等水化学指标分别

用美国产精密 C o l e p a r m e r p H 计 (带温

度探头 )和德国产 A q au m e kr 碱度计现场

测定
,

其他水化学指标
,

取水样送实验

室测定
.

(2 ) 水的 C O Z
分压 ( CP

o Z

)和方解石

饱和指数 (S k )通过输人有关水化学指

标由 s o lm i n
一 e q

.

s s 软件 [3 ]计算获得
.

(3 ) 泉 口 C O :
气体用排水取气法收集

、

木路河 一一一) N E 3 0
“

4 0 0 0

3 0 0 0

目
1

昌
2

昌
3

困
4

图 4 中甸下给泉群出露地质剖面图
l 示灰岩

,

2 示砂岩
,

3 示泥岩
,

4 示断裂

水 中溶解总碳用 K O H 和 B a CI :
现场沉淀

,

并采集

泉 口钙华样品
.

所有样品送同位素实验室分析碳稳定同位素组成
.

3 结果和讨论

3
.

1 地热 C 0 -2 水
·

碳酸盐岩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

对于黄龙沟系统
,

尽管水温只有 6
.

3
o

C
,

但考虑到这里年均气温仅 1
.

1
”
C 及源头雪山的影

响和深大活动断裂的存在
,

所以仍可将其归人地热系统
.

其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低 pH 值
,

低 K
` ,

低 N a ` ,

低 C I
一 ,

高 C a Z` ,

高 H C O 3
一

和高 C O Z
分压 ( CP

o Z

)
,

水化学类型为 H C O 3一 C a 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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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些特征与出露在火成岩体中的典型地慢型地热系统 (如云南腾冲
,

(表 2) 的不同在于后者

表 1 四川黄龙沟
、

康定和云南中甸下给地热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
” )

取样地点
水温
/” C

p H 值 K +

N a + e a Z+
M g Z+ e l 5 0 4 2 H e o 3 s l e

尺
。 2 水化学类型

x 10 4 / P a

黄龙沟 4[, 5 1

转花池泉
8 号观测点

康定

灌顶泉

6 3 6
.

4 1

7
.

8 7
.

8 6

0
.

1 2石 9

0
.

1 2
一

4 8

2 0 2
一

0

1 7 4 8

2 1 7 1

1 9
.

吕夕 :
.

;
17

.

3 9

] 5
.

, 5

7 74
.

7

6 5 8
.

8

一 0
.

2 0

+ 1
.

1 6

2
·

6 _

U
.

U 7夕

H C O 3
一

C a

H C O 3
一

C a

8 8 7
.

2 0 3 9
.

8 2 10
.

1 1 9 8
.

4 10
.

3

7 3 7
.

0 6 5 6
.

6 6 0 6刀 6 8
.

7 3 4
.

3

6 0 7
.

2 0 6 6石 6 15 9 2 6
.

7 5
.

5

2 9 6
`

4 0 17夕 12 0
.

3 5 0 2
.

9 2 2
.

3

4 2 6
.

3 2 18刀 1 2 2
.

4 3 8 9
.

2 3 7
.

0

5 8 6冲 8 2 1
.

5 2 4 1
.

5 10 2
.

9 6 4

9 7 6 3 + 1
.

5 7

龙头沟泉

折多塘泉

17 4
.

9

2 5 5

1 5 2 1
.

6

1 2 8 8
.

9

+ 0
.

9 3

+ U
.

5 1 :
.

:

H C O 3
,

C I
一

C a
,

N a

H C O 3
一

N a

游泳池泉

二道桥泉

中甸下给
3 号泉

2 6
.

2

15 3 9

2 5
.

1

16 13
.

3

13 8 7
.

6

+ 0为 6

+ 0
一

5 6 :
,

:

H C O 3
,

C I
一

N a

H C O 3
一

C a

H C O 3
一

C a

4
一、气ù只ó70

伟̀
9912

气j飞l

9 3 1
.

2 + 0
.

3 】 4
.

8 H C O 3
一

N a
,

C a

6 号泉 4 7 6
.

19 17 7 19 6乡 7 6
.

1 5乡 26 4 1
.

9 6 6 6
.

7
一

0 3 5 5
.

6 H C O 3
一

N a
,

C a

a) 表中各离子值含量单位为 m g/ L

K
+ ,

N a +

和 C I
一

含量高
,

而 e a Z +

含量低
,

水化学类型表现为 H C O 3 ,

C I
一

N a 型或 e l
一

N a 型 [6 ]
.

造成

这些差异的原因
,

可以从两类系统出露的岩性不同得到解释
.

由图 2 可知
,

黄龙沟系统出露的

岩石主要为石炭
一

二叠系灰岩
,

而腾冲地热系统出露于花岗岩体中 16]
.

黄龙沟系统与典型表层

岩溶系统 (如桂林岩溶试验场
,

表 2) 的不同在于后者 C O :
分压较低

.

因而
,

尽管两者都出露于

石灰岩地层 中
,

但表层岩溶系统的溶蚀能力较小
,

所以系统的 H c O 3
一

和 c a +2含量也较低
,

而

p H 值较高
.

此外
,

转花池泉水 出流后
,

由于大量 c o Z
释放

,

水的 c o Z
分压显著降低

、

p H 值

迅速升高
,

水由方解石不饱和变为过饱和 ( s l
c 由负值变为正值

,

表 1)
,

从而发生钙华沉积
,

使水中 H c O 3
一

和 c a +2 含量降低 (表 1 中 8 号观测点 )
.

表 2 腾冲地热系统和桂林表层 c 姚
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水化学特征
“ )

取样地点 水温
厂 C

p H 值 K + N a +

e a Z+ M g Z十 e l 5 0 4 2 H e o 3 s l e 牛毛
水化学类型

X ] 0 丁 / P a

腾冲 16 ]

大滚锅泉

桂林

5 2 5 号泉

8 7
.

7 7
.

0 7

19
.

4 7
.

0 2

12 0 8 4 0 0
.

1 0
.

0 2

0
.

2 4

6 9 8 3 1 12 32 一 1
.

8 0 2月
H C O 3

,

C I
一

N a

3
.

5 5 15
.

3 7 2 3 7
.

9 8
一
0

.

2 1 0 2 H C O 3
一

C a
生7

9曰

,
.勺一

.0 0

a) 表中各离子含量单位为 m g/ L

对于康定地热系统
,

其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
: 一类富集 c a Z十 ,

p H 值较

低
,

水化学类型为 H C O 3一C a 型
,

如二道桥泉和游泳池泉系统 ; 另一类则明显富集 N +a
,

水化

学类型为 H c o 3 一 N a 或 H c 0 3 ,

cl
一

N a 型
,

如龙头沟泉和折多塘泉系统 (表 1)
.

联系前述各泉出露

的地质条件分析
,

第一类系统的水化学特征无疑与古生代灰岩的影响有关
,

它类似于黄龙地

热系统 ; 而第二类系统的水化学特征则主要取决于花岗岩体的影 响
,

它类似于腾冲地热系统
.

对于中甸下给地热系统
,

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 H c O 3
一 ,

N +a 和 c a +2 含量均较高
,

水化

学类型为 H C 0 3 一N a ,

C a 型
,

反映出火成岩与灰岩共同影响的特点
,

这与泉群出露在夹有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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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系统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 C O
Z

来源

期安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的砂岩
、

泥岩和灰岩地层中不无关系
.

. 3 2 地热 C O Z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知
,

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 3 个地热系统的水化学特征均存在碳酸盐岩

地层的影响
.

碳酸盐岩地层同样影响着这些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 (表 3)
.

具体表现为
:

与

典型非碳酸盐岩地热系统 (如腾冲地热系统 )和表层岩溶系统 (桂林岩溶试验场 )相比 (表 4)
,

前者

无论气相
、

液相还是 固相碳组分均富集重碳稳定同位素
.

值得指 出的是
,

按照 D ie ne
s 7[] 的经验

公式计算
,

只有黄龙转花池泉的气液两相 (C q
一

H C O 3
一

)碳基本上达到 了同位素交换平衡
,

计算

获得的平衡温度为 o7 C
,

与实测水温 (6
.

3 ℃ )近似
.

而灌顶泉
、

龙头沟泉
、

下给 3 号泉和 6 号泉

的气液两相 (C 0 2 一 H C 0 3
一

)碳均未达到同位素交换平衡
,

计算获得的平衡温度分别为 1 1 9
,

122
,

1 29 和 148 ℃
,

与实测水温 (分别为 8 8
,

73
,

58 和 47 ℃ )相距甚远
.

后者可能与泉水远离方解石化

学平衡 (S I c 远大于 O 或远小于 0) 有关 (表 1)
.

表 3 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地热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
。 ,

P D )B a)

取样地点 护 C
c伪 别 c 、 解 碳

护 c 。 华

四川黄龙沟 14 5 1

转花池泉
一 6

.

8 + 2
.

7 十

8 号观测点
一 + 2 7 十 4

.

1

四川康定

灌顶泉
一 4 2 一 1

.

6 十住 9

龙头沟泉
一 4石 一 2

.

1 +2 刀

折多塘泉
- 一4 月

游泳池泉
- 一

+6
.

9

二道桥泉
一 2

.

8 一住 3

云南中甸下给

3 号泉
一 1

.

4 + 0
.

9 + 4 .8

6 号泉
一 1

.

4 + 0 3 +

a) +
为泉口无钙华沉积 ; 一为未取样

表 4 腾冲地热系统和桂林表层岩溶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
。 ,

P D )B

取样地点 占, ’ C c o Z

一 9
.

7 8

一 2 0 7

夕 3 C 、 , ; 占13 C 钙华

腾冲地热系统

桂林表层岩溶系统

一 5
.

5 8

一 12
.

6

一 0
.

4

一 8
.

4

.3 3 地热 C 0 2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 C O :
来源分析

目前
,

对不同地热系统的 c o :
来源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 5[, “

,

8 一

川
,

主要是用碳稳定同位素

方法
.

已有研究表明 「̀。
,

川
,

土壤生物成因的 C O : 的夕3c = 一
25 % 。

(变化范围
一 16%

。

一 28 % 。

)
,

大气

e o : 的占, 3 e = 一 7% 。 ,

地慢成因 e o : 的占, 3e = 一 4%
。

一 11%
。 ,

石灰岩变质成因 e o : 的占, 3e = 士3%
。

.

根

据表 1和 3 中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 3 系统的 C O :
分压及其碳稳定同位素特征分析

,

并联

系系统出露的地质构造条件可知
,

系统的 c o : 主要为地慢成因 C o :
与石灰岩变质成因 C O : 的

混合物
.

业已测得 3地区灰岩的夕
3c 平均为 3

.

0%
。 ,

假定其高温分解完全
,

则形成的 c o :
的夕

3 c 应

为 3 0%
。

左右 [” 〕
.

此外
,

云南腾冲火山地区没有灰岩的影响
.

因此
,

其产出的 c o : 可认为是深

部纯岩浆起源的 15]
.

由表 4 知
,

此种 C O : 的夕’ c 岩浆 = 一9
.

7 8% 。
.

又设各地区释放 c o :
中灰岩分解

起源的 C O :
占

x %
,

则岩浆起源的 C O :
占 ( 10 0

一
x) %

,

由同位素质量守衡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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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夕
3e 灰岩+ ( 10 0一 x )汐’ e 岩浆 = 10 0

·

占` 3e e o 2
.

据此
,

由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 3 系统 c o :
气体的碳同位素值 (夕

3 c co Z)
,

表 3) 可对各泉

C O :
气体的来源作出定量评价 (表 5)

.

表 5 黄龙沟
、

康定和中甸下给 3 系统 c o Z 来源评价表

泉名
黄龙沟 康定 下给

转花池泉 灌顶泉 龙头沟泉 二道桥泉 3 号泉 6 号泉

“34665545 344l594423 5677变质 e o Zz%

慢源 e o Zz%

由表 5 可知
,

云南中甸下给地热系统和康定第一类地热系统的 C O : 主要来源于地层中石

灰岩变质产生的 C O Z ,

而黄龙沟系统和康定第二类地热系统的 C O Z主要来源于地慢成因的 C 0 2
.

4 结论

综合上面 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 l) 地热 C O Z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高 C O :
分压

、

富含 H c 0 3 一和

C a +2
,

水化学类型以 H c o 3 (cl 卜c a( N a) 为主
.

地表钙华沉积丰富
.

(2 ) 地热 c 0 2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表现为富集 ” c
.

(3 ) 地热 C O Z
一

水
一

碳酸盐岩系统的 C O :
来源于石灰岩变质 C O :

与慢源 C O : 的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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