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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五泉山水氦趋势下降

的千扰实验
’

五泉山水化 (水氛 )观测 站 于 1 9 8 1年 9月份正式投入观测
,

使用的仪器是自记测氛仪和

F D一 12 5型射气仪
。

水源为西龙口泉水多个逸出孔封流两路管道
,

一路引入观测站内做为自

记测氛
,

一路在山崖上做为 日观测取样
。

自1 9 8 1年 9 月底 以来
,

自记测氛值除数据间断外
,

大都在 7
.

5一 8
.

0埃曼范围内
,

但日观测的氨值却出现了显著的趋势下降 ( 图 l )
,

下降幅度

达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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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学研究室对五泉山水氛趋势下降的原 因进行了讨论
,

业决定现场进行有关的试验
。

1
.

脱气时温度影响试验

( 1 )恒温 40 一 60 分钟
,

使脱气时室温维持在20 一 25 ℃范围内
,

多次测得结果的平均值为

6
.

2埃曼
,

没有达到 19 81 年 9 月前的 7
.

8埃曼
。

( 2 )五泉山观测站室温为 11 一 15 ℃时鼓泡脱气所测得氛月均值为 6
.

2 埃曼
,

尽管兰州三

月中旬后室温逐步回升
,

但氨值直 至
.

6月底仍未明显 回升
。

( 3 )室外 2 一 5 ℃时脱气测得氛平均值为 5
.

5埃曼左右
。

上述结果表明
,

脱气时室温在 2 一 25 ℃ 时 影响氨值最大幅差为 12 % 左右
,

况且观测站

经过秋一冬一春一夏四个季节变化
,

氛值应当由逐步下降转为逐步回升
,

但事实业非如此
,

这说明脱气时室温不是氨值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

2
.

取样位置与方式的影响试验

( 1 ) 由自记测氛一路管道取水观测
,

其氛值为 6
.

0 埃曼左右
。

( 2 )点观测另一路管道内取样观测氨值为 5
.

8 埃曼左右
。

( 3 )点观测管道引入水桶没有满流时取样测得氛值为 5
.

2埃曼左右
。

·
本 试验得到姚庆容

、

杨淑英
、

许凤翱
、

雷兰生等同志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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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与上述同时进行正常日观测氛值为 6
.

2埃曼
。

上述试验证明
,

两路管道所测氛值基本相同 ( 差值在误差范围内 )
,

而自记测氛没有明

显趋势下降
,

点观测发生明显长趋势下降
。

这充分证明泉孔封流和取样方式不是影响氛值下

降的因素
。

但需要指出的是用水桶接水取样时
,

水桶满流数分钟后氛值就能稳定
,

否 则 氛 值

偏 低

。

3
.

闪 烁
室

K 值影 响试 验
带

( 1 )标定 新 闪烁 室 K 值
,

在 室 温 为 13 ℃时
,

K B = 2
.

2 21 火10
~ “ ,

在 室 温 为 22 ℃时
,

K : 二

1
.

9 93 x 10
一“ 。

用 新 闪 烁 室 K B
在 同 样 条 件 下 测 得 氛 值 为 8

.

。埃 曼
。

( 2 )重 新标 定 正在 使用 的 旧闪烁 室 K 值
,

室 温 为 22 ℃时
,
K

, 。 ` 。 = 2
.

71 9 x 10
一3 ,

在 室 温

为
1 3 ℃时 K : 。 ` 、 == 2

、

7 5 5 x 1 0一“ 。

标 定 前
K

, 。 4 。 二 2
.

o x 4 x l o
一“ ,

测 得 氨 值 为
5

.

5 埃 曼
,

效 率

降 低 了 35 %
,

当 校 正 K
, 。 ` 。

后 测 得 氛 值 为
7

.

8埃 曼 ( 多年来同期的月均值 为 8
.

。埃 曼 )
。

,

不 论 是 新 标 定 闪 烁
室

还 是 重 新 标 定
旧

闪 烁 室

,

都 使 氛 值 恢 复 到 趋 势 下 降 前 的 水 平

。

上 述

两 项 结 果 与 自 记 测 氛 值 基 本 一 致

。

·

实 验 充 分 说 明 引 起
五

泉
山

水 氛 测 值 半 年
之 久

的
趋

势
下

降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闪 砾 室 效 率 逐 步 降

低 所 造 成 的

,

其 它 影 响 ( 如 脱 气 时室温 ) 是 次要原 因
。

氛 值 不 再 继 续 下 降 是 因 为 闪 砾 室 效 率

降 低 到 一 定 限 度 时 总 要 维 持 一 段 时 间

,

不 可 能 一 直 下 降 到 零

,

故
3 一 6 月 份 氛 值 一 直 保 持 在

低 值 6
.

2埃 曼 附 近
。

引 起 闪 烁 室 效 率 逐 步 降 低 的 原 因 要 从 多 方 面 去 试 验 研 究

。

定 期 检 查 调 试 仪 器

,

选 择 坪 区

和 防 止 闪 烁 室 污 染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

( 兰州 地 展研 究所 张 文冕 本 文 1 9 8 2年 6 月 2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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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节 内 所 用 氨 值 均 为 平 均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