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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富锶（Ｓｒ）地下水赋存与分布规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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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地层岩石学、环境水文地质学理论为指导，在充分收集前人资料、典型区核

查采样检测的基础上，开展了贵州省内富锶（Ｓｒ）地下水赋存与分布规律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富锶（Ｓｒ）地下水主要赋存在寒武系、三叠系白云岩以及侏罗系砂岩地层中，受地质构造控制，在
平面上从黔西南、黔中、黔北呈条带状集中分布。 研究成果揭示了贵州省内富锶（Ｓｒ）地下水的

赋存条件和空间分布，对在贵州省内开展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的勘查评价、规划管理和推动贵

州省饮用水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意义。
［关键词］富锶（Ｓｒ）地下水；赋存分布规律；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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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量元素锶（ Ｓｒ）具有改善骨代谢、增强骨

质强度，以及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含锶（ Ｓｒ）
矿泉水成为饮用天然矿泉水的一个重要类型。
本文所指富锶（ Ｓｒ）地下水，指地下水中锶（ Ｓｒ）
元素含量达到我国现行饮用天然矿泉水界线指

标 ０ ４ ｍｇ ／ Ｌ、水温低于 ２０℃、埋藏深度小于 ２００
ｍ 的地下水，经过勘查评价，当感官指标、限量

指标、污染物指标、微生物指标同时满足我国现

行饮用天然矿泉水质量标准，未受污染且水质、
流量、水温动态相对稳定，即可成为饮用天然矿

泉水源地。 因此，可以认为富锶（ Ｓｒ）的地下水

源，实质上就是潜在的饮用天然（冷）矿泉水水

源地。 前人有关研究成果表明，贵州省内富锶

（Ｓｒ）的地下水屡见不鲜，并且一些水源点通过

勘查评价，已经开发成为饮用天然矿泉水。 但

是，对富锶（Ｓｒ）地下水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迄
今为止，除少数以开发为目的的独立水源点开

展了调查评价以外，即使较系统的《贵州省矿泉

水调查评价报告》 （李强、吉勤克补子等  ２０１７
年）也仅局限于对含锶（ Ｓｒ）冷矿泉的成因、动态

特征进行了概略的阐述，对富锶（ Ｓｒ）地下水的

赋存和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也有限，难以为未

来省内含锶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的勘查、开

发和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地

球化学背景的分析，以及大量地下水源水质检测

资料统计分析，从含水岩组的岩性、地层时代，以
及地理空间的分布上开展了贵州省内富锶（ Ｓｒ）
地下水的赋存和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成果以期为

贵州省饮用天然矿泉水的勘查、开发和规划、管理

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基本特征

研究区包括了贵州省全境。 境内从新元古宇

至第四系地层均有出露，新元古界（Ｐ ｔ３）以浅变质

的海相碎屑地层和火山地层为主，集中分布于黔

东南雷公山以东及黔东北的梵净山地区；下古生

界除下部清虚洞组（ ２ｑ）和顶部红花园组（Ｏ１ｈ）
为石灰岩外，其余均为白云岩，主要分布在黔东、
黔北、黔中；上古生界除中下部高坡场组、摆佐组

为白云岩外，岩性全为石灰岩，主要出露在黔南、
黔西北；中生界三叠系中下统岩性变化较大，黔中

和黔西南片区下统安顺组（Ｔ１－２ ａ）和中统杨柳井

组（Ｔ２ｙ）为白云岩，其余片区和地层均为石灰岩

和碎屑岩；上三叠世晚期至侏罗系、白垩系全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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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碎屑地层，主要分布于黔北的赤水 习水境内，
省内其余地区零星分布。

受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控制，省内岩土中锶

（Ｓｒ）元素的背景值具有较强的地域性，高丰度区

域集中在务川－湄潭－开阳－贵阳－镇宁－贞丰－兴
义一线以西的遵义市、贵阳市、毕节市、六盘水市、
黔西南州以及安顺市的北部区域（冯济舟等  贵

州省地球化学图  ２００７ 年）。
丰富的大气降水、有利的地质结构和岩溶作

用，在省内形成了分布面广、质优量丰的地下水资

源。 已有资料反映，省内常年性泉点 ６４７８ 个，枯
季总流量 １ ８９８ ９５ 万立方米 ／日，已开发利用

３４６ ７２ 万立方米 ／日，尚有潜力 １ ５５２ 万万立方

米 ／日（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贵州省岩

溶泉及地下河枯季测流总结报告  ２０１２ 年），总
体上地下水可开采潜力较大。

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富锶（ Ｓｒ）的岩土地球

化学背景，为贵州省富锶（Ｓｒ）地下水的形成提供

了基础条件，也控制了富锶（ Ｓｒ）地下水的空间

分布。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采集

２ １　 研究方法

研究工作以岩石地球化学、环境水文地质学

理论为指导、以“黔中含锶（Ｓｒ）冷矿泉成因及赋

存规律”项目为支撑，在充分收集前人对基础地

质、水文地质、饮用天然矿泉水等勘查和研究成果

资料，以及典型地区的核实调查、采样检测的基础

上，通过对地下水中锶（Ｓｒ）元素含量与含水岩组

的岩性、地层时代的关系，以及地理空间分布的统

计分析，开展富锶（Ｓｒ）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和分布

规律的探讨。

２ ２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包括控制性水源点的选择和水源点

的水质检测资料获取两大部分。
２ ２ １　 控制性水源点的确定

本研究的控制性点包括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和

人工机井，按照控制性的水源点应能够代表不同

时代、不同岩性的含水岩组的水质特征，并在平面

上基本覆盖全省不同的行政区域的原则，依托

“黔中含锶 （ Ｓｒ） 冷矿泉成因及赋存规律研究”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项目，并收集《贵州省矿泉水调

查评价报告》 （贵州省地矿局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
《贵州省矿泉水调查评价报告》 （贵州省地矿局

１１４ 地质大队  ２０１７ 年）、《贵州省铜仁市优质水

资源调查报告》 （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工作成果，对本研究所需的控制

性水点进行选择性的布置，共布设控制性地下水

源点 ３３９ 处。
２ ２ ２　 水质检测数据的采集

充分收集上述项目中控制性水源点地质、水
文地质资料，以及地下水水质检测报告资料，对未

能控制的空白地带，补充选点采样，并及时送室内

检测。 累计取得地下水 （泉、地下河、机井） 锶

（Ｓｒ）含量检测资料 ３３９ 件。
除“黔中地区含锶饮用天然冷矿泉成因及

赋存条件研究”项目正在执行，其它相关数据均

来源于通过职能机构审查通过的正式成果，样
品检测均由有资质并通过计量认证的检测单位

承担。 因此，样品的覆盖面和代表性强，数据可

信度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结果

对采集的数据分别按照控制点所在泉域的含

水层岩性、地层时代进行统计。
３ １ １　 不同岩性含水层中地下水锶（Ｓｒ）含量

不同岩性的含水岩层由于岩石化学组分、所
在地下水系统的水动力条件不同，地下水中锶

（Ｓｒ）元素的含量具有较大的差异（表 １）。 为从总

体上反映出不同岩性含水层地下水锶（ Ｓｒ）含量

的特点，采用地下水锶（Ｓｒ）元素含量的平均值进

行表征，并编制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直方图（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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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岩性含水层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ｑｕｉｆ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岩　 性 分区 含量（ｍｇ ／ Ｌ） 平均值（ｍｇ ／ Ｌ）

白云岩
Ａ１ ０ ３５ ３ ８１ １ １８０
Ａ２ ０ ０２ ０ ２４ ０ １１６

长石砂岩 ０ ４７８ １ ５１ ０ ８１
泥质白云岩 ０ ０２ ０ ３３ ０ ２０５

泥灰岩 ０ ００５ ０ ２７９ ０ １５３
粉砂岩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４３
泥岩 ０ ０２２ ０ ２４４ ０ １０８

石灰岩
Ｂ１ ０ ０２ ０ ２３５ ０ ０７３
Ｂ２ ０ ２１９ ７３１ ０ ４６９

砾岩 ０ ０７１ ０ １４ ０ １０６
玄武岩 ０ １０ ０ １０
泥岩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凝灰岩 ０ ０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８
板岩 ０ ０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４

　 　 表中：白云岩 Ａ２ 为除黔东以外的全省地区， Ａ２ 区为黔东地层区，石灰岩 Ｂ１ 为除思南至沿河以外的全省地区，Ｂ１ 区为思南至沿河

片区。

图 １　 不同岩性含水层中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直方图

Ｆｉｇ 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ｑｕｉｆ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白云岩 Ａ２ 为黔东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片区的白云岩，白云岩 Ａ１ 为除上述地区外的全省范围；石灰岩 Ｂ２ 为思南、德江、沿河片区

的石灰岩，石灰岩 Ｂ１ 为除上述地区外的全省范围）

　 　 表 １ 和图 １ 反映：白云岩含水层中地下水锶

（Ｓｒ）元素含量最高，除外从高到低依次为、长石

砂岩、泥质白云岩、泥灰岩、粉砂岩，泥岩、石灰岩、
砾岩、玄武岩、泥岩、凝灰岩、板岩。
３ １ ２　 不同时代含水层地下水锶（Ｓｒ）含量

不同时代地层地下水中锶（ Ｓｒ）元素含量见

（表 ２）。 利用地下水锶（ Ｓｒ）元素平均含量编制

成不同时代含水层地下水锶（ Ｓｒ）含量直方图

（图 ２），用以表征地下水锶（ Ｓｒ）元素在不同时

代含水层中的丰度特征。 表 ２ 和图 ２ 反映出：地
下水锶（Ｓｒ）元素含量较高的地层层位从高到低

依次为：
三叠系中统杨柳井组（Ｔ２ｙ）、寒武系第三至

芙蓉统娄山关组（ ３－４ ｌ）及毛田组 ４ｍ）、侏罗系

（Ｊ）、三叠系下至中统安顺组（Ｔ１－２ ａ）。 三叠系下

至中统嘉陵江组（Ｔ１－２ 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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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时代地层中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岩　 性 分区 含量（ｍｇ ／ Ｌ） 平均值（ｍｇ ／ Ｌ）

Ｐ ｔ ３
１ ０ ０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６

Ｐｔ３ ２ｃｎ ０ ０７１ ０ １４ ０ １０６

Ｐｔ３ ３ｂ １ｄｙ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２５

１ｎ ２ ｊ ０ ０２２ ０ ２２４ ０ ０９６

２ｂ ２ｐ ０ ０５９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５

２ｑ ０ ０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０

３ｇ ０ ０２ ０ ２９２ ０ ０８６

３ｓｈ ０ ０２ ０ １７９ ０ ０８０

３－４
ｌ、 ４ｍ１ Ａ１ ０ ５４ ３ ８１ １ ４３

３－４
ｌ、 ４ｍ２ Ａ２ ０ ０２ ０ １７２ ０ ０９

３ｃｈ ４ｚ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３

Ｏ１ ｔ ０ ０６ ０ ３６ ０ １７０

Ｏ１ｈ ０ ０４ ０ ２３５ ０ ０９４

Ｏ１－２ｍ ０ ０２３ ０ ２８ ０ ０４９

Ｏ１－２ｄ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 ０ ０７６

Ｏ２ Ｏ３ ０ ０７９ ０ ２３４ ０ １１３

Ｓ ０ ００５ ０ ２７９ ０ １６３

Ｄ３ｙ ０ ０４ ０ ０９ ０ ０６５

Ｃ２ｈ ０ 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２

Ｃ２Ｐ１ｍ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 ０ ０３４

Ｐ２ｑ＋ｍ Ｂ１ ０ ０２ ０ ２８ ０ ０７

Ｐ２ｑ＋ｍ Ｂ２ ０ １７７ ５ ０ ４０１ ０ ３０

Ｐ２－３β ０ １ ０ １

Ｐ３ｈ－ｃｈ Ｂ１ ０ ０８ ０ ２０ ０ １４８

Ｐ３ｈ－ｃｈ Ｂ２ ０ ２１９ ０ ４５ ０ ３７５

Ｔ１ｙ Ｂ１ ０ ３１ ０ ７ ０ １８３

Ｔ１ｙ Ｂ２ ０ １６ ０ ２３ ０ ４９４

Ｔ１ ｆ ０ １７ ０ １７

Ｔ１－２ ｊ Ｂ１ ０ ３３１ ０ ５９ ０ ２６９

Ｔ１－２ ｊ Ｂ２ ０ ０２ ０ ２８ ０ ４７１

Ｔ１－２ａ ０ ３５ ０ ８７ ０ ５２

Ｔ２ｇ１ ０ ０８ ０ ３３ ０ ２０５

Ｔ２ｇ２ ０ ００ ０ ２６ ０ １４５

Ｔ２ｙ ０ ７８ ２ ５７ １ ５９

Ｔ３Ｊ１ｅ ０ ０８ ０ ０８

Ｊ ０ ４７ １ ５１ ０ ８１

　 　 表中：白云岩 Ａ２ 为除黔东以外的全省地区， Ａ２ 区为黔东地层区，石灰岩 Ｂ１ 为除思南至沿河以外的全省地区，Ｂ２ 区为思南至沿河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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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时代地层中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直方图

Ｆｉｇ 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１—新元古界；２—南沱组；３—灯影组；４—牛蹄塘 金顶山组；５—变马冲 杷郎组；６—清虚洞组；７—高台组；８—石冷水组；９—Ａ区娄山

关（毛田）组；１０—Ｂ 区娄山关组；１１—车夫 追屯组；１２—桐梓组；１３—红花园组；１４—湄潭组；１５—大湾组；１６—十字铺 宝塔组；１７—
志留系；１８—尧梭组；１９—黄龙组；２０—马平组；２１—栖霞茅口组；２２—思南、沿河区栖霞茅口组；２３—峨眉山玄武岩；２４—长兴组；２５—思

南、沿河区长兴组；２６—夜郎组；２７—思南、沿河区夜郎组；２８—飞仙关组；２９—嘉陵江组；３０—思南、沿河区嘉陵江组；３１—安顺组；３２—关

岭组第一段；３３—关岭组第二段；３４—杨柳井组；３４—二桥组；３５—侏罗系

３ １ ３　 地下水锶（Ｓｒ）含量的地域差异

前述为省内不同岩性、不同时代含水层地下

水中锶（Ｓｒ）元素含量的一般规律。 但是，统计分

析表明，一些层位地下水锶（Ｓｒ）含量在不同的区

域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１）寒武系娄山关组白云岩含水层

大致以务川－凤岗－瓮安－龙里一线为界，贵州

省内寒武系地层分区中的黔北、黔西北地层区白云

岩中地下水锶（Ｓｒ）含量高，一般均在 ０ ４ １ ０ ｍｇ ／
Ｌ，最高达到 ３ ０１ ｍｇ ／ Ｌ，而该线以东的黔南地层区地

下水中锶（Ｓｒ）含量仅 ０ ０２ ０ １ ｍｇ ／ Ｌ（图 ３）。
（２）石灰岩含水层

统计分析表明，省内绝大部分区域内（Ｂ１ 区）
不同时代的石灰岩含水层地下水中锶（Ｓｒ）含量均

在 ０ ０２ ０ ２３５ ｍｇ ／ Ｌ，地下水中微量元素锶（Ｓｒ）
含量低是省内石灰岩含水层的总体特征，但在思

南、德江及沿河县一带（Ｂ２ 区），石灰岩含水层中地

下水锶（Ｓｒ）含量异常偏高（参见表 １、表 ２），达到

０ ４ ０ ５ ｍｇ ／ Ｌ。 分析可能与该片区处在晚近期

活动断裂带，以及较高的地温增温率有关。

３ ２　 分析

３ ２ １　 富锶地下水的赋存规律

总体上，贵州省内富锶地下水赋存具有如下

规律：一是集中赋存在岩性为白云岩、长石砂岩的

含水层中；二是在时代地层上分布上，赋存在寒武

系娄山关组（ ３－４ ｌ）、三叠系安顺组（Ｔ１－２ａ）及中统

杨柳井组（Ｔ２ｙ）、侏罗系（Ｊ）地层中。 地下水中微

量元素锶（Ｓｒ）的含量丰度总体上具有杨柳井组

（Ｔ２ｙ）＞娄山关组（ ３－４ ｌ） ＞安顺组（Ｔ１－２ａ） ＞侏罗系

（Ｊ）的趋势。
３ ２ ２　 富锶地下水的平面分布规律

将控制性水源点及其水质检测成果投在贵州

省行政区图中。 图中反映，大致以兴义－贞丰－安
顺－龙里－瓮安－石阡－沿河一线为界，锶（Ｓｒ）含量

大于 ０ ４ ｍｇ ／ Ｌ 的地下水集中分布在该线北西，为
富锶（Ｓｒ）地下水集中分布区。 该线以东地下水

中锶（Ｓｒ）含量均小于 ０ ４ ｍｇ ／ Ｌ，为贫锶（Ｓｒ）地下

水分布区。 据此，可将贵州省境内划分为锶（Ｓｒ）
含量≥０ ４ ｍｇ ／ Ｌ 的富锶（Ｓｒ）地下水区（Ⅰ），和锶

（Ｓｒ）含量＜０ ４ ｍｇ ／ Ｌ 的贫锶（Ｓｒ）地下水区（Ⅱ），
其中富锶（Ｓｒ）地下水区（Ⅰ）根据地下水赋存的

时代地层、岩性，进一步划分为兴义－遵义亚区

（Ⅰ１）和思南－沿河亚区（Ⅰ２）（图 ４）。 兴义－遵
义亚区（Ⅰ１）富锶（Ｓｒ）地下水的赋存层在寒武系

娄山关群（ ３－４ ｌ）、三叠系中统杨柳井组（Ｔ２ｙ）〛白

云岩及侏罗系（Ｊ）砂岩含水层中，思南－沿河亚区

（Ⅰ２）富锶（Ｓｒ）地下水则赋存在二叠系栖霞茅口

组（Ｐ ２ｑ·ｍ）、合山组（Ｐ ２ｈ），以及三叠系下统夜

郎组（Ｔ１ｙ）、嘉陵江组（Ｔ１－２ ｊ）石灰岩含水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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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寒武系白云岩含水层地下水锶（Ｓｒ）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Ｓ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ｗａｔ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１—寒武系白云岩分布区；２—寒武系白云岩未出露区；３—黔北、黔西北富锶（Ｓｒ）地下水分布亚区；４—黔东贫锶（ Ｓｒ）地下水分布亚区；
５—区界线；６—亚区界线；７—采样泉点

３ ２ ３　 富锶地下水的成因分析

贵州省富锶（Ｓｒ）地下水与岩土锶（ Ｓｒ）含量

背景值在平面分布上具有一致性。 反映出贵州省

地下水中锶（Ｓｒ）元素来源于含水层的矿物组分，
严格受控于当地岩土的地球化学背景。

结合岩相古地理分析，寒武系娄山关组

（ ３－４ ｌ）、三叠系安顺组（Ｔ１－２ ａ）和中统杨柳井组

（Ｔ２ｙ）白云岩以及侏罗系（ Ｊ）砂岩均形成于半局

限海相及干旱的陆相蒸发环境。 在该类型沉积

环境下，天青石（ＳｒＳＯ４）、菱锶矿（ＳｒＣＯ３）等锶矿

物与白云岩伴生形成，并在岩石中富集，在地下

水的溶滤和溶解作用下，成为富锶地下水中锶

元素的来源。

４　 结论与讨论

４ １　 结论

通过研究得出贵州省富锶（ Ｓｒ）地下水赋存

和分布规律的如下主要结论：
１ 贵州省富锶（Ｓｒ）地下水主要赋存在浅海

相的白云岩含水层以及陆相河流沉积的砂岩含水

层中，思南至沿河一带石灰岩含水层地下水中锶

（Ｓｒ）含量也较高。
２ 地下水中锶（Ｓｒ）含量与岩土地球化学背

景密切相关，水中微量元素锶（Ｓｒ）来源于地下水

对白云岩及砂岩中含锶矿物的溶滤和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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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贵州省地下水丰度分区及富锶（Ｓｒ）地下水源点平面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富锶（Ｓｒ）地下水分布区；２－贫锶（Ｓｒ）地下水分布区；３－娄山关组白云岩水点；４－栖霞茅口组石灰岩水点；５－合山组石灰岩水点；６－夜
郎组石灰岩水点；７－嘉陵江组石灰岩水点；８－安顺组白云岩水点；９－杨柳井组白云岩水点；１０－侏罗系砂岩水点；１１－分区界线；１２－亚区

界线

　 　 ３ 大致以兴义－贞丰－安顺－龙里－瓮安－石
阡－沿河一线为界，以西为锶（Ｓｒ）含量≥０ ４ ｍｇ ／
Ｌ 的富锶（Ｓｒ）地下水区（Ⅰ），以东为锶（Ｓｒ）含量

＜０ ４ ｍｇ ／ Ｌ 的贫锶（Ｓｒ）地下水区（Ⅱ）。 在富锶

（Ｓｒ）地下水区中，兴义－遵义亚区（Ⅰ１）富锶（Ｓｒ）
地下水的赋存层位为寒武系娄山关群（ ３－４ ｌ）、三
叠系中统杨柳井组（Ｔ２ｙ）白云岩含水层及侏罗系

（Ｊ）砂岩含水层；思南－沿河亚区（Ⅰ２）富锶（Ｓｒ）
地下水赋存层位为二叠系栖霞茅口组（Ｐ ２ｑ·ｍ）、
合山组（Ｐ ２ｈ），以及三叠系下统夜郎组（Ｔ１ｙ）、嘉
陵江组（Ｔ１－２ ｊ）石灰岩含水层。

４ ２　 有关讨论

１ 本研究成果揭示了富锶（Ｓｒ）地下水的赋

存及平面分布规律，对贵州省内含锶（Ｓｒ）饮用天

然矿泉水的勘查、开发、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２ 思南至沿河一带石灰岩含水层中地下水

锶（Ｓｒ）含量偏高与岩石地球化学背景存在一定

的矛盾，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３ 受采样点和水样检测数量限制，研究的分

析和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尚有待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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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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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ｒ－ｒｉｃｈ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３２·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