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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

化学成分、流量、水温等动态指标在天然周期波动

范围内相对稳定的矿泉水是一种珍稀的矿产资

源。研究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城区东部，交通便利

（图1），区内地形东南高西北低，除西北小部分为平

原外，其他均为低山丘陵区，丘陵区以火成岩为主。

2 研究方法（Methods）
在系统收集、综合分析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

上，在区域内采取地下水样品 75组，其中有机样品

23组，无机样品52组，对有机样品37项指标进行了

研究，对无机样品的48项指标进行了研究。

检测方法根据“GB 8538-2016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质调查技术标准DD 2014-15 地下水污染调查评

价样品分析质量控制技术要求”、“DZ/T 0130—

2006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DZ/T

0064-1993地下水质检验方法”、“GB 5750-2006生

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等，并结合实验室的实际

情况进行。

图1 研究区位置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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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下水样品中H2SiO3和Sr含量（mg/L）检测结果
Table 1 Analytical results of H2SiO3 and Sr content (mg/L) in groundwater samples

注：Sr检测依据GB/T 5750.6-2006；H2SiO3检测依据DZ/T 0064.63-1993；检测批号：C17001-2；检测类别：地下水。

无机选择以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法（ICP-
OES）、紫外分光光度法(UV)、离子色谱法(IC)为主，

以原子荧光法(AFS)、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

容量法(VOL)、重量法(GR)等为辅的配套分析方案，

方法稳定可靠。

采用质控样和加标回收的方式控制分析质

量。分析方法依据“GB 8537-2008 饮用天然矿泉

水”进行。

3 研究结果（Results）
调查发现富含偏硅酸（H2SiO3）和锶（Sr）的区域

位于大黑山条垒地区，该地区地下水主要含水岩组

由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火成岩构成。主要岩

性有石英闪长岩、角闪石英岩、碱长花岗岩、碱长正

长岩、二长花岗岩、安山岩等组成。经调查研究，工

作区内有矿泉水生成条件，采取的地下水样品经过

检测发现部分区域偏硅酸、锶达到矿泉水标准。52

组样品中有40组样品的偏硅酸值含量达到30 mg/L

以上，占样品数量的76.9%，最大值达到58.73 mg/L；

有15组样品的锶含量达到0.4 mg/L以上，占样品数

量的28.8%，最大值达到0.8 mg/L（表1）。本次调查

在这一区域选择两口井进行抽水实验，其中一口井

的单井涌水量 50 m³/d 左右，另外一口井降深约

15.0 m，涌水量达到500 m³/d左右，具有开发利用的

潜力。

4 结论（Conclusions）
（1）在长春市东部的大黑山条垒地区，基底岩

石由火成岩组成，存在含有丰富偏硅酸(H2SiO3)和锶

(Sr)的孔隙裂隙水。

（2）部分地区单井涌水量达到500 m³/d左右，具

有矿泉水开发潜力,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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