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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冰、肖利萍编著的《煤矸石淋溶液对地下水污染机理和数值预测》深入探讨了煤矸石溶解释放污染
组分的内在机制和淋溶液污染组分对地下水系统污染的机理、规律和数值预测。
该成果不仅对于揭示煤矸石山对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矿
区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的预测、预报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更科学、更有效地预防、
控制和治理由矿区煤矸石排放导致的地下水系统污染问题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
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国煤矿区地下水污染防治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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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径流型的特点是污染物通过地下水径流的形式进入含水层，即或者通过废水处理井
，或者通过岩溶发育的巨大岩溶通道，或者通过废液地下储存层的隔离层的破裂进人其他含水层。
海水入侵是海岸地区地下淡水超量开采而造成海水向陆地流动的地下径流。
此种形式的污染，其污染物可能是人为来源也可能是天然来源，可能污染潜水或承压水。
其污染范围可能不很大，但其污染程度往往由于缺乏自然净化作用而显得十分严重。
 5.2污染物在地下水系统中运移转化的基本理论 地下水的污染具有隐蔽性和一旦污染便难以恢复两个
特点，所以必须弄清地下水污染的条件和性质，才能防止污染物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土壤一地下水系统实质上是一种由土壤颗粒及土壤中的水、气共同组成的多相分散体系。
土壤是一个自净体系，被称为“活的过滤器”，对污染物具有天然的净化能力。
淋滤液从地表下渗污染地下水首先进人地表土层，表土层具有自净作用，污染物质在那里发生过滤、
吸附、降解以及植物根系吸收等一系列的复杂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反应，因而有效地阻止了污染物大
量的穿透。
土壤自净能力主要取决于土壤的物质组成及其他特性，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及性质。
然而，无论土壤自净能力有多大，还有一些可溶性无机盐类等化学性质稳定、迁移性强的物质以及难
降解的有机物等一定会继续向下运移。
当淋滤液穿过表土层后，就会进入到下包气带土层中。
在这一单元内起主要作用的是土壤颗粒的吸附作用和污染物的转化以及有机物在厌氧条件下的降解作
用，同时污染物弥散作用仍在不断进行。
当淋滤液穿透下包气带土层之后就会直接进入到地下含水层之中，并随水流不断向四周扩散，从而造
成了对地下水的污染。
 污染物在包气带土层及潜水层中的迁移转化是十分复杂的。
控制污染物质在包气带和潜水层多孔介质中迁移转化的因素和过程有：包气带土层及潜水层孔隙的结
构大小和分布等特性参数，边界和初始条件；污染物质的类型，污染源的几何形状及污染物的释放方
式；对流；水力弥散；地球化学和生物化学反应以及放射性衰变及生物降解。
污染物在包气带土层及地下水中的迁移速度和浓度的时空分布，在较多的情况下是上述各因素和过程
综合作用的结果。
 5.2.1 多孔介质 在考虑地下水中污染物及水的流动时，要建立基于连续介质的数学模型，最重要的是
对地下水含水层做一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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