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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庆大别山区位于大别山造山带东侧#调查研究了该区饮用天然矿泉水
%

处&锶偏硅酸型
"

处#锶型
$

处#偏硅酸型
A

处'#理疗天然矿泉水硅酸水
A

处+在分析矿泉水的水化学特征和环境同位素特征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其成因模式+冷泉&井'水&

'+$

,

'+A

,

'+!

,

'+C

,

'+<

和
'+G

'的主要离子为
*I

"E

,

[

L

"E

,

-I

E和

+*/

A

k

#水化学类型为
+*/

A

3

*I

型,

+*/

A

*I

3

-I

型或
+*/

A

*I

3

[

L

型#

)9(

值为
G#

"

"AGH

L

"

0

-温泉

&

'+"

,

'+%

和
'+;

'的主要离子为
-I

E和
(/

!

"k

#水化学类型为
(/

!

-I

型或
(/

!

3

+*/

A

-I

型#

)9(

值为

"CA

"

!"%H

L

"

0

+利用
%

"

+

值和
%

$<

/

值估算的冷泉水的补给区高程为
"$;

"

A!%H

#平均温度为
$;5;j

-温泉水

的补给区高程为
!C;

"

%%<H

#平均温度为
$"5%j

+

G

处矿泉水均为大气降水补给#沿断裂带或裂隙带历经一定深

度的循环#在山谷,河谷地带出露地表+温泉地下水的循环深度大,水 岩作用时间长#

)9(

值,特征化学组分含量

均高于冷泉水+

关键词!大别山区-矿泉水-地下水化学特征-成因模式

中图分类号!

D%!$5A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G%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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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矿泉水属于特殊类型的地下水+饮用天

然矿泉水国家标准$

$

%规定!偏硅酸含量界限值
+

"CH

L

"

0

#锶含量界限值
$

#5"H

L

"

0

+饮用天然矿

泉水作为绿色饮品#长期饮用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

健功效$

"

%

+理疗天然矿泉水偏硅酸含量界限值
$

C#H

L

"

0

#锶含量界限值
$

$#H

L

"

0

#经常浴疗对人

体具有理疗作用$

A

%

+矿泉水的开发及利用在旅游,

娱乐,饮用,医疗保健,温室种植等方面可以形成相

应产业#获得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

%

+

安徽省安庆市西北部大别山区&包括岳西县,

桐城市,潜山市,太湖县及宿松县部分地区'位于北

淮阳地层区#地处大别山造山带东侧#是国家级生

态环境保护区#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之

一$

C

%

+该区降雨较充沛#地形起伏#沟谷众多#地质

构造复杂#侵入岩类和变质岩类广泛分布$

%

%

#断裂发

育#具备天然矿泉水&包括饮用矿泉水和理疗矿泉

水'形成的基本条件+该区发现的主要饮用天然矿

泉水类型为偏硅酸水,锶水,碘水以及复合类型的

锶 偏硅酸水$

;

%

#大多数赋存于酸性侵入岩及混合片

麻岩中$

<

%

+目前#该区关于矿泉水化学特征的研究

不多$

;BG

%

#成因模式分析也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分析

安庆市西北部大别山区出露的
G

处矿泉水形成的地

质条件,化学成分及氢 氧环境同位素特征#研究水

化学成分的形成机理#探讨矿泉水的成因模式#为

进一步保护该区矿泉水资源#支撑当地合理开发利

用矿泉水资源提供参考+

!

!

地质背景

研究区地层较齐全#除了下泥盆统,中泥盆统

和新近系缺失外#其他地层均有出露$

$#B$$

%

&图
$

'+

前寒武系为一套区域变质片岩,片麻岩-寒武系,奥

陶系为浅海相碳酸盐岩及碎屑岩沉积-志留系,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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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盆系以碎屑沉积为主-石炭系为浅海相碳酸盐岩及

碎屑岩沉积-二叠系为浅海相碳酸岩,硅质岩及海

陆交替相碎屑岩,含煤岩系-三叠系为浅海相碳酸

盐岩,碎屑岩及三角洲相红色碎屑岩沉积-中侏罗

统)下侏罗统为陆相碎屑岩及含煤岩系-上侏罗统

为安山岩-古近系是干燥炎热气候条件下河湖相沉

积的紫色碎屑岩-第四系为河流湖泊相碎屑沉

积物$

$"B$A

%

+

$:

前陆褶皱冲断带和磨拉斯盆地-

":

扬子大陆板块俯冲或活化盖层&张八岭群和宿松群'-

A:

扬子大陆板块俯冲基底&大别

群'-

!:

变质蛇绿混杂岩带-

C:

弧前复理石&佛子岭群'推覆体和反向褶皱冲断-

%:

上侏罗统安山岩-

;:

石炭系梅山群-

<:

震旦

系)下三叠统-

G:

花岗岩-

$#:

榴辉岩类-

$$:

冲断带-

$":

走滑断层-

$A:

地质界线-

$!:

冷泉采样点及编号-

$C:

温泉采样点及编号

图
$

!

研究区构造地质图及采样位置示意图$

$!

%

OJ

L

:$

!

(KT7NK7TI4

L

M343

LU

I8?PIH

R

4J8

L

43NIKJ38P3SK>MPK7?

U

ITM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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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信息

安庆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项目分别于
"#$G

年

%

月和
<

月开展
"

次野外调查和采样#调查了
G

个

泉&井'水点#分别为太湖县牛镇镇禅源村冷泉

&

'+$

#

$G5#j

',太湖县汤泉乡汤湾温泉&花亭湖温

泉'&

'+"

#

!%5Aj

',潜山市天柱山镇冷泉&

'+A

#

$<5<j

',潜山市横中镇(千年古井*冷&泉'&

'+!

#

$G5$j

',岳西县响肠镇冷泉&

'+C

#

$<5%j

',岳西

县温泉镇温泉&汤池畈温泉'&

'+%

#

C$5#j

',岳西

县菖蒲镇溪沸温泉&

'+;

#

!#5#j

',岳西县菖蒲镇

水畈村冷泉&

'+<

#

"#5#j

'和潜山市源潭镇胡家水

井&

'+G

#

$<5Aj

'+采集了
$

份雨水样&

'+1($

#

A#5%j

'#采样地点与岳西县温泉镇温泉&

'+%

'为

同一位置&图
$

'+

$

!

分析方法

$"!

!

水化学分析方法

水化学组分测试根据0

.b

"

)C;C#5%

"

""5"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1

$

$C

%

#

c

E

,

-I

E

,

*4

k

,

(/

"k

!

,

-/

k

A

和
O

k含量依据0

9d

"

)##%!5C$

)

$GGA

地下水质

检验方法1

$

$%

%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

*I

"E

,

[

L

"E

,

+*/

k

A

和
*/

"k

A

依据0

9d

"

)##%!5!G

)

$GGA

地下水质

检验方法1

$

$;

%采用滴定法测定+微量元素
0J

,

(T

,

(N

,

Ŵ

,

*P

,

F

和
OM

含量依据0

9d

"

)##%!5<#

)

$GGA

地下

水质检验方法1

$

$<

%采用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

bT

k

,

,

k

,偏硅酸和偏硼酸含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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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0

9d

"

)##%!5G

)

$GGA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1

$

$G

%中溶

解性总固体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为保证水样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用阴离子和阳

离子毫克当量总数进行校正+一般电解质溶液呈

中性#即阴离子,阳离子在毫克当量总量上相等+

本次采用阴离子和阳离子毫克当量百分数平衡方

程式检查水质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分析误差
)

Cf

#

具体方程式为

!!0\

4

c

k

4

'

& '

"

4

c

E

4

'

& '

]

$##f

,

Cf

# &

$

'

式中!

0

为分析平衡误差#

f

-

4

c

为阴离子毫克当

量总数-

4

'

为阳离子毫克当量总数+本文分析的

离子为取得的各水样中的常量离子#经计算#各水

样的分析误差为
#5<Gf

"

"5"Af

#所有水样的分析

平衡误差均
)

Cf

#说明水质分析结果合理+

$"#

!

同位素分析方法

泉水的稳定同位素
%

"

+

和
%

$<

/

依据0

9d

"

)

#$<!5$G

)

$GG;

水中氢同位素锌还原法测定1

$

"#

%和

0

9d

"

)#$<!5"$

)

$GG;

天然水中氧同位素二氧化

碳 水平衡法测定1

$

"$

%

#用
[')"CA&[

质谱计进行

测定#分析精度约
"n

+

所有水化学组分,

0

"

+

和
0

$<

/

同位素均在中国

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完成

测定+

%

!

结果与讨论

%"!

!

水化学特征

利用
'

`

V'

软件进行水化学特征分析#将研究

区泉水的主要离子含量数据导入
'

`

V'

软件中#绘

制
(KJSS

图&图
"

'+可以看出#温泉水样
'+"

,

'+%

,

'+;

主要阴离子均为
(/

"k

!

#阳离子为
-I

E

+其余

为冷泉&井'水#主要阴离子为
+*/

k

A

#主要阳离子

为
*I

"E

+

已有研究$

""

%表明#

+*/

A

B*I

型水主要出现在

水交替强烈的地区#岩石经过长期冲刷#大部分易

溶盐类组分被带走#形成
)9(

值很低的
+*/

A

B*I

型水+

+*/

k

A

主要来自含碳酸盐矿物溶解或硅酸

盐矿物水解#

*I

"E主要来自白云石,石膏,花岗岩中

的钙长石等矿物溶解+研究区主要发育中酸性侵

入岩和变质岩#硅酸盐矿物水解是泉&井'水主导的

水化学作用#如公式&

"

'和公式&

A

'所示+

!

-I

"

'4

"

(J

%

/

$%

E"*/

"

EA+

"

/\"+*/

k

A

E

!!!

"-I

E

E+

!

'4

"

(J

"

/

G

E!(J/

"

# &

"

'

!

"c'4(J

A

/

<

E"*/

"

EA+

"

/\"+*/

k

A

E"c

E

E

!!!

+

!

'4

"

(J

"

/

G

E!(J/

"

+ &

A

'

根据舒卡列夫分类#将研究区水样中毫克当量

百分数
$

"Cf

的阴离子和阳离子排序#得到各水样

的水化学类型&表
$

'+

温泉点汤湾温泉&

'+"

',温泉镇温泉&

'+%

'和

溪沸温泉&

'+;

'阳离子以
-I

E 为主#阴离子以

(/

"k

!

为主+冷泉&井'水主要阴离子为
+*/

k

A

,阳

离子为
*I

"E

+泉&井'水
+

"

(J/

A

含量为
$G5#"

"

G#5"%H

L

"

0

&图
A

'+

'+1($

雨水样
+

"

(J/

A

含量

为
<5!CH

L

"

0

+第四系水样&

'+G

'

+

"

(J/

A

含量为

$G5#"H

L

"

0

#未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界限值&

+

"CH

L

"

0

'#其余泉水均达标+温泉&

'+"

,

'+%

,

'+;

'

+

"

(J/

A

含量均超过理疗天然矿泉水水质指

标&

$

C#H

L

"

0

'#可命名为硅酸水#具有一定的理疗

效果$

"

%

+在近代矿泉医学中#用硅酸矿泉水沐浴来

治疗湿疹,荨麻疹等疾病的效果已得到确认$

"A

%

+

从泉水的偏硅酸含量与温度,

)9(

关系图

&图
!

'可以看出#偏硅酸含量随着温度和
)9(

的增

高而增高#反映了温泉水循环深度更深#水 岩作用

时间更长+

利用
'

`

7I*>MH

软件绘制研究区泉水水样

DJ

R

MT

图解&图
C

'+可以看出#温泉
'+"

,

'+%

,

'+;

的数据投影点靠近
(/

!

和
-I

#水化学类型为

(/

!

3

+*/

A

B-I

型和
(/

!

B-I

型-其余泉水的数据

投影点集中落在
+*/

A

和
*I

,

[

L

附近#水化学类型

为
+*/

A

B*I

型或
+*/

A

B*I

3

[

L

型,

+*/

A

B*I

3

-I

型+温泉水和冷泉&井'水分别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

反映了两者循环深度和水 岩作用时间的不同+

%"#

!

同位素特征

!5"5$

!

补给来源

G

个泉&井'水样投影点均分布于大气降水线附

近#说明矿泉水来源于大气降水补给+与冷泉&井'

相比#温泉&

'+"

,

'+%

,

'+;

'水样点位更向左下偏

移&图
%

'#反映
A

个温泉补给高程更大#经历了更深

的地下水循环+

!5"5"

!

补给高程

大气降水的
%

"

+

值与
%

$<

/

值受温度,高程及

纬度等因素影响$

"!

%

+因此#可根据大气降水
%

"

+

值与
%

$<

/

值的温度,高程以及纬度等效应获取温泉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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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泉水水样
(KJSS

图

OJ

L

:"

!

(KJSS?JI

L

TIH3SP

R

TJ8

L

_IKMTPI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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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研究区泉水的水化学类型及矿泉水类型

C5>6/!

!

;

+

*9,41/73456(

+0

/25-*73-/956@5(/9(

+0

/2,82

0

93-

.

@5(/93-(1/2()*

+

59/5

水样编号
'+$ '+" '+A '+! '+C

水化学类型
+*/

A

B*I

3

-I

3

[

L

型
(/

!

3

+*/

A

B-I

型
+*/

A

B*I

3

-I

型
+*/

A

B*I

3

-I

型
+*/

A

B*I

3

[

L

型

矿泉水类型 锶偏硅酸型 硅酸水 偏硅酸型 偏硅酸型 锶偏硅酸型

水样编号
'+% '+; '+< '+G '+1($

水化学类型
(/

!

3

+*/

A

B-I

型
(/

!

B-I

型
+*/

A

B*I

3

[

L

型
+*/

A

B*I

型
+*/

A

B*I

型

矿泉水类型 硅酸水 硅酸水 偏硅酸型 锶型
k

图
A

!

泉水
+

"

(J/

A

含量柱状图

OJ

L

:A

!

+JPK3

L

TIH3S+

"

(J/

A

N38KM8KJ8P

R

TJ8

L

_IKMT

水补给区的相关信息+根据
%

"

+

与
%

$<

/

值的高程

效应#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估算补给区高程$

"CB";

%

+

图
!

!

研究区泉水偏硅酸与温度&

I

'及
)9(

&

W

'关系图

OJ

L

:!

!

M̂4IKJ38P>J

R

3SHMKIPJ4JNJNINJ?I8?KMH

R

MTIK7TM

&

I

'#

)9(

&

W

'

J8P

R

TJ8

L

_IKMT3SK>MPK7?

U

ITMI

&

$

'方法
$

+

%

"

+

与
%

$<

/

含量与当地海拔关系

的高程公式&同位素入渗高度'为

8\

&

%

Dk

%

E

'"

OE&

+ &

!

'

&

"

'方法
"

+中国大气降水
%

"

+

值的高程效应

计算公式为

%

"

+\k#5#A8k";

+ &

C

'

!!

式中!

8

为补给区高程#

H

-

&

为取样点高

程#

H

-

%

D

为取样点
%

"

+

值或
%

$<

/

值#

n

-

%R

为取

样点附近大气降水
%

"

+

值或
%

$<

/

值&本文取雨水

样
'+1($

的
%

$<

/

值#

kC5!n

'#

n

-

O

为大气降水

%

"

+

或
%

$<

/

的高程梯度#相当于海拔高度每变化

$##H

的
%

"

+

或
%

$<

/

值的变化+柳鉴容等$

"<

%对中

国东部季风大气降水
%

$<

/

值与高程的关系进行研

究#确定
%

$<

/

值的高程梯度为
k#5"<n

"

$##H

+

利用上述
"

种方法#将研究区温泉的
%

"

+

值,

%

$<

/

值代入公式&

!

'和公式&

C

'进行计算#并将结果列于

表
A

+为减小误差#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平均值作为

最终结果+

由表
A

可知#温泉
'+"

,

'+%

,

'+;

水样的补

给区高程为
!C#

"

%;#H

#明显高于冷泉的补给区高

程&

$##

"

!%#H

'#补给区位于泉水出露点周围较远

较高的山区+

!5"5A

!

补给区温度

补给区温度可根据大气降水的
%

"

+

值和
%

$<

/

值温度效应进行估算+当气温逐渐下降时#大气降

水的
%

"

+

值和
%

$<

/

值越来越小#与温度大体呈正

相关+据此#

1Ẑ )(&2&̂ 1

$

"C

%建立了北半球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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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研究区泉水
DJ

R

MT

图解

OJ

L

:C

!

DJ

R

MT?JI

L

TIH3SP

R

TJ8

L

_IKMTJ8K>MPK7?

U

ITMI

表
#

!

研究区泉水水样#

;

"

!S

T

同位素测试成果

C5>6/#

!

U2,(,

0

34(/2(9/2)6(2,82

0

93-

.

@5(/9257

0

6/23-(1/2()*

+

59/5

泉水名称 编号 取样日期
%

"

+

"

n

%

$<

/

"

n

禅源村冷泉
'+$ "#$GB#%B"; kA;5; kC5$

汤湾温泉
'+" "#$GB#%B"; kC$5G k%5C

天柱山镇冷泉
'+A "#$GB#%B"< kA<5< kC5!

(千年古井*冷泉
'+! "#$GB#%B"< kA<5$ kC5A

响肠镇冷泉&井'

'+C "#$GB#%B"< kA<5" kC5#

温泉镇温泉
'+% "#$GB#%B"< kC!5; k%5G

溪沸温泉
'+; "#$GB#%B"G kCC5% k%5G

水畈村冷泉
'+< "#$GB#%B"G k!#5# k!5<

胡家水井
'+G "#$GB#%BA# kAG5A k!5<

雨水样
'+1($ "#$GB#%B"< kAG5< kC5!

气降水
%

$<

/

值与平均温度的关系式

%

$<

/\#5C"$Hk$!5G%

# &

%

'

式中!

H

为月平均温度#

j

+

此外#前人$

"G

%还建立了中国大气降水
%

"

+

值,

%

$<

/

值与平均温度的关系式

%

$<

/\#5$;%Hk$#5AG

# &

;

'

%

"

+\AHkG"

+ &

<

'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研究区泉水补给区温度#结

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上述
A

种方法的计算结果

相差较小#利用公式&

;

'计算的补给区温度比利用

公式&

%

'和公式&

;

'计算的补给区温度高#利用公式

&

<

'计算的补给区温度最低+由于水,岩之间的氢,

氧同位素交换反应主要以$<

/

交换为主#岩石中含

氢矿物较少#同位素交换反应对地下热水的
%

"

+

值

几乎无影响$

A#

%

+因此#

%

"

+

值比
%

$<

/

值更能反映

地下热水的来源+

研究区温度较高的温泉&

'+"

,

'+%

,

'+;

'#通

过上述
A

种计算方法得到的补给区温度均低于其他

水样#反映了补给区海拔相对于其他水样的补给区

高+笔者认为#由
%

"

+

值计算得到温度较准确#研

究区温泉&

'+"

,

'+%

,

'+;

'的平均补给温度为

$"5%j

#冷泉水的平均补给温度为
$;5;"j

+温泉

地下水补给温度较低#但泉口温度较高+根据当地

地温梯度&

"#H

"

j

'

$

A$

%

#估算其循环深度
$

%##H

+

冷泉地下水补给温度与泉口温度相近#估算其循环

深度在
C#H

以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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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研究区泉的
%

"

+B

%

$<

/

关系图$

"C

%

OJ

L

:%

!%

"

+B

%

$<

/TM4IKJ38P>J

R

3SP

R

TJ8

L

_IKMTJ8K>MPK7?

U

ITMI

$

"C

%

表
$

!

研究区泉水的补给高程估算结果

C5>6/$

!

M2(375(3,-9/2)6(2,82

0

93-

.

2)

00

6

+

/6/:5(3,-3-(1/2()*

+

59/5

温泉名称 编号 海拔"
H

%

"

+

"

n

%

$<

/

"

n

补给高程"
H

方法
$

结果 方法
"

结果 平均值

禅源村冷泉
'+$ <# kA;5; kC5$ ;<5G"G AC%5%; "$;5;G<

汤湾温泉
'+" <# kC$5G k%5C <A5G"G <A#5## !C%5G%!

天柱山镇冷泉
'+A !C kA<5< kC5! !C5### AGA5AA "$G5$%;

(千年古井*冷泉
'+! G# kA<5$ kC5A <G5%!A A;#5## ""G5<"$

响肠镇冷泉
'+C A"# kA<5" kC A$<5C;$ A;A5AA A!C5GC"

温泉镇温泉
'+% !#< kC!5; k%5G !$A5AC; G"A5AA %%<5A!C

溪沸温泉
'+; $"# kCC5% k%5G $"C5AC; GCA5AA CAG5A!C

水畈村冷泉
'+< <; k!# k!5< <!5<C; !AA5AA "CG5#GC

胡家水井
'+G <# kAG5A k!5< ;;5<C; !$#5## "!A5G"G

雨水样
'+1($ AG# kAG5< kC5!

) ) )

表
%

!

研究区泉水的补给区温度估算结果

C5>6/%

!

C/7

0

/95()9//2(375(3,-9/2)6(2,82

0

93-

.

2)

00

6

+

59/53-(1/2()*

+

59/5

温泉名称 编号
补给区温度"

j

公式&

%

'计算温度 公式&

;

'计算温度 公式&

<

'计算温度 平均温度

禅源村冷泉
'+$ $<5G"C A#5#C; $<5$## ""5A%$

汤湾温泉
'+" $%5"A< ""5$#" $A5A%; $;5"A%

天柱山镇冷泉
'+A $<5A!G "<5AC" $;5;AA "$5!;<

(千年古井*冷泉
'+! $<5C!$ "<5G"# $;5G%; "$5<#G

响肠镇冷泉
'+C $G5$$; A#5%"C $;5GAA ""5CC<

温泉镇温泉
'+% $C5!;# $G5<A# $"5!AA $C5G$$

溪沸温泉
'+; $C5!;# $G5<A# $"5$AA $C5<$$

水畈村冷泉
'+< $G5C#$ A$5;%$ $;5AAA ""5<%C

胡家水井
'+G $G5C#$ A$5;%$ $;5C%; ""5G!A

%"$

!

成因模式探讨

&

$

'温泉出露于花岗岩破碎带之中#地下水在

较高山区获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逐渐汇集到裂

隙带,破碎带或断层带#在水头差的驱动下经历深

循环#获得来自深处的大地热流加热#上升到地表

在山谷,河谷低处出露地表#形成温泉+在地下循环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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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热源增温#在较长的水 岩作用过程中获

得水化学成分#

)9(

较冷泉水高且
O

k和偏硅酸含

量也较高&图
;

虚线流线'+

&

"

'冷泉出露于基岩山坡#上覆少量第四系松

散沉积物#地下水在附近山区获得大气降水的入渗

补给#逐渐汇集到风化带,裂隙带或破碎带#经历较

浅的循环#没有受来自深处的大地热流加热#汇集

到山谷,河谷的低处出露地表形成冷泉+径流路径

较短#水 岩作用时间不长#泉水中的
)9(

,

O

k和偏

硅酸含量均较低&图
;

实线流线'+

$:

花岗岩-

":

断裂带-

A:

降水-

!:

地热热储-

C:

冷泉地下水

流线-

%:

温泉地下水流线-

;:

冷泉出露点-

<:

温泉出露点

图
;

!

研究区矿泉水成因模式示意图

OJ

L

:;

!

.M8MKJNH3?M43SHJ8MTI4_IKMTJ8K>MPK7?

U

ITMI

&

!

结论

&

$

'安庆大别山区冷泉&井'水化学类型为

+*/

A

B*I

型,

+*/

A

B*I

3

-I

型或
+*/

A

B*I

3

[

L

型#

)9(

值为
;G

"

"CAH

L

"

0

-温泉水化学类型为

(/

!

B-I

型或
(/

!

3

+*/

A

B-I

型#

)9(

值为
"CA

"

!"%H

L

"

0

+温泉水矿化度,特征组分&

O

k和偏硅

酸'等含量均高于冷泉#且温泉中
+

"

(J/

A

含量均超

过理疗天然矿泉水水质指标浓度#可命名为硅酸水+

&

"

'安庆大别山区温泉水补给区高程为
!C;

"

%%<H

#冷泉水补给区高程为
"$;

"

A!%H

+温泉地

下水接受较高山区大气降水入渗补给#沿断裂带或

裂隙带经历深循环#获得深部热流加热后上升#在

山谷,河谷低处出露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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