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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峡库区水位波动下，岸坡广泛分布的红层土体长期处于 “饱和－失水－再饱和”过程，边坡稳
定性受到显著影响，其中复杂的水土化学作用被认为是引起土体结构和力学变化的关键因素。选取石榴树

包滑坡红层土体为研究对象，设计反复饱水－失水试验，分析水、土化学成分和土体矿物组成变化特征，

结合热力学模拟，揭示其反复饱水－失水过程中水土化学作用规律。结果发现：饱水－失水过程显著影响
库岸边坡水土化学作用，饱水过程主要发生方解石矿物溶解，该作用随着饱水－失水过程次数的增加而增
强；其次该过程发生阳离子交换，以溶液中Ｃａ２＋、Ｍｇ２＋置换出红层土体中Ｎａ＋，溶液中Ｋ＋置换出红层土
体中Ｍｇ２＋反应为主，其中Ｃａ２＋与Ｎａ＋的交换反应随饱水－失水过程次数的增加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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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三峡库区广泛分布紫红、棕红、褐红色的陆

相碎屑岩，统称为 “红层”，具有特殊的工程性

质，遇水易崩解、软化 （泥化）和膨胀
［１－２］。三

峡水利工程自２００３年开始运行，库区水位分期阶
段式上升，２００６年后库水位在１４５～１７５ｍ周期性
涨落，库岸边坡红层土体反复处于 “饱和 －失水
－再饱和”过程［３］，边坡稳定性受到显著影

响
［４－５］。统计资料显示，三峡库区崩滑灾害点中

高达６９５％的滑坡属于红层滑坡［１］。

实验和理论研究发现水岩土相互作用是导致

边坡岩体破坏的关键
［６－７］，由此，众多学者针对

边坡岩土体中的水岩土相互作用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周翠英等对红色砂岩、泥岩和黑色炭质泥岩

进行了饱水试验，测定水岩作用后岩体的抗压、

抗拉、抗剪强度变化，揭示其指数变化规律
［８］。

胡新丽等对边坡稳定性进行计算评价，建立了水

岩土力学相互作用模型
［９］。汤连生等研究了不同

循环流速，不同水化学溶液下花岗岩、红砂岩和

灰岩的单轴抗压性能，揭示出水化学反应显著影

响岩土体的力学性质
［７，１０］。徐则民等发现边坡岩

体演化形成垂向分带主要受到地下水 －岩（土）体
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影响

［１１］。

三峡库区水位波动下边坡水岩土相互作用研

究显示，红层岩土体遇水性质发生变化是水土化

学作用引起微观内部结构和宏观力学性质变化的

结果
［３，１２］。边坡土体在饱水－失水过程中，化学成

分发生改变，引起土体物理结构和力学作用的改

变，宏观上发生红层土体变形，由致密有序的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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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结构变成松散杂乱的絮凝状结构，进而改变了

边坡的稳定性
［３，１３］。然而，当前针对库水位波动

下库岸边坡水岩土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

体结构变化机制及力学作用效应，较少关注该过

程中水土化学作用特征及其机理
［３，１４－１８］。笔者选

取三峡库区库岸边坡广泛分布的松散红层土体作

为研究对象，开展室内饱水 －失水试验，分析临
江红层土体和水溶液的化学成分的变化特征，结

合热力学模拟计算，揭示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
水土化学作用机理，旨在为三峡库区边坡稳定性

研究和工程治理提供参考，为库区水 －岩 （土）

相互作用研究提供新的认识。

１　研究区概况

石榴树包滑坡是黄蜡石滑坡群的主要组成部

分，位于巴东县城东１５ｋｍ的长江北岸，下距三
峡坝址６６ｋｍ，总体积４００×１０４ｍ３，是长江三峡
河段中大型滑坡之一，也是现代活动性滑坡体，

其前缘直抵长江（图１）。岸坡后缘高程８２０～８４０
ｍ，由于崩塌而形成陡壁。岸坡上部坡角 ２５°～
３０°，大部分被崩坡积物质覆盖，岸坡中部坡角
３５°～４０°，大多基岩裸露。滑体段坡面呈阶梯状，
坡角２０°～２５°。在黄蜡石一带临江最大坡角可达
４０°～６０°。总体地势呈上缓下陡趋势，不利于边
坡稳定。

区内降雨丰富，但受地形条件和堆积物严重

覆盖的限制，大气降水渗入补给较差，集中的降

雨多沿陡峻的岸坡汇集于冲沟排入长江。而下渗

部分径流途径短，排泄条件良好。滑坡后缘处主要

为松散堆积岩（土），由碎石块和黏性土组成，松

散软弱，透水性强，易于沿着基岩面产生坍塌、

图１　石榴树包滑坡平面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ｌｉｕｓｈｕｂａｏ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崩滑或者携带细粒物质沿下伏基岩面富集，并形

成软弱面。三峡水库水位在１４５～１７５ｍ周期涨落
时，临江岩（土）体将反复经历库水饱和 －失水 －
再饱和的过程。

２　试验与模拟
２１　试验装置与操作

库水模拟液以１ｃｍ３／ｓ的速度从柱底泵入装填
土样的有机玻璃柱中（图２），出水溶液从柱顶流
出后导回库水模拟液。试验过程控制土水比（ｇ∶
ｍＬ）为１∶４，以保证土体处于充分饱水状态。设计
３次饱水－失水过程，每个过程中饱水时间为３０
ｄ，在１、３、７、１４、３０ｄ采集水样测定常规阴阳离
子含量，失水时间为１０ｄ，失水后采集土样测定
矿物和化学成分含量。为保证试验结果的代表性，

设置两组平行试验。

２２　样品与测试
试验土样取自石榴树包滑坡１７２ｍ高程处临

江堆积的松散红层土体，水样为配制的库水模拟

液，其化学组成见表１。
水样的ｐＨ值利用ｐＨ计（ＤｏｃｕｐＨ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ｔｏ

ｒｉｕｓ）测定，ＨＣＯ－３ 含量利用化学滴定法测定。采集
的水样利用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后，取１０ｍＬ直
接用离子色谱仪（ＩＣＳ９００，戴安）测试阴离子含量，
另取１０　ｍＬ用高纯硝酸酸化至ｐＨ＜２后利用电感

图２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表１　库水模拟液的化学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

ｍｇ／Ｌ

指标 数值 指标 数值

ｐＨ ７４９ Ｋ＋ ２２６
Ｃｌ－ １８４１ Ｎａ＋ １００９
ＳＯ２－４ ３７７４ Ｃａ２＋ ３８９２
ＨＣＯ－３ １１００２ Ｍｇ２＋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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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ＩＣＰＯＥＳ） （Ｏｐｔｉｍａ
７０００，美国ＰＥ）测试常规阳离子含量。采集的土
样经自然风干，研磨过１５０μｍ筛，一部分进行化
学成分分析，一部分用 Ｘ射线衍射仪（日本理学
Ｄｍａｘ／３３）测试矿物含量，扫描速度５°／ｍｉｎ（２θ）。
２３　热力学模拟

水土化学作用热力学模拟的基本原理是：在

一定温度、压力和浓度条件下，化学反应总是沿

着一定的方向趋于平衡。对于封闭体系，在恒温、

恒压和只作膨胀功时，体系组成的变化只能向反

应自由能减小的方向进行。运用热力学方法来研

究水土化学作用，有两大优点：一是不考虑参与

化学反应的物质结构；二是不考虑化学反应过程

和途径
［１９－２１］。

２３１　目标函数的建立　按照能量最低原则，对
于水土化学作用过程可建立如下方程

ｍｉｎＺ＝ΔＧｒ１Ｘ１＋ΔＧｒ２Ｘ２＋… ＋ΔＧｒｍＸｍ

＝∑
ｎ

ｉ＝１
ΔＧｒｉＸｉ， （１）

式中：Ｘｉ为第ｉ个化学反应发生的量（ｍｍｏｌ），当Ｘｉ
＞０时，表示反应往正方向进行，Ｘｉ＜０时，表示
反应往逆方向进行，Ｘｉ＝０时，表示该系统中没有
发生此反应或者该反应在所研究的系统中处于平

衡状态；ΔＧｒｉ为第ｉ个化学反应对应的吉布斯自由
能变（Ｊ／ｍｍｏｌ），是化学反应的驱动力，当ΔＧｒｉ＜０
时，反应在恒温恒压下可以自发进行，ΔＧｒｉ＞０时，
反应在恒温恒压条件下不能自发进行，但逆反应可

自发进行，ΔＧｒｉ＝０时，反应处于平衡状态。
２３２　约束条件　应用质量守恒原理建立约束条
件，水土化学作用过程中，从 Ａ时刻到 Ｂ时刻，溶
液的化学组分必须满足：Ａ时刻化学组分 ＋反应相
＝Ｂ时刻化学组分 ＋生成相，计算公式

　∑
ｎ

ｉ＝１
（αｉｊ－βｉｊ）Ｘｉ＝Δｍｊ， （２）

式中：αｉｊ为第ｉ个化学反应中反应相中第 ｊ种组分
的化学计量数；βｉｊ为第ｉ个化学反应中生成相中第ｊ
种组分的化学计量数。

氧化还原反应必须满足电子守恒原理

　　　　ΔＲＳ＝∑ｕｉＸｉ， （３）

式中：ｕｉ为第ｉ种反应物的实用化合价；ＲＳ为水溶液

的氧化还原状态，定义ＲＳ＝∑ｕｊｍｊ（ｍｊ为第ｊ种组
分的摩尔浓度；ｕｊ为第ｊ种组分的实用化合价）。

阳离子交换反应，需满足电中性方程

　　　　　　∑ｒｉＸｉ＝０， （４）

式中：ｒｉ是第ｉ种发生阳离子交换作用的离子的化
合价。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样化学和矿物成分

三峡库区石榴树包滑坡临江松散红层土体中

化学和矿物成分及含量如表２所示。土体中主要
化学成分为 ＳｉＯ２、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ＭｇＯ和
Ｋ２Ｏ，另外含有少量的 ＴｉＯ２、Ｎａ２Ｏ、Ｐ２Ｏ５和 ＭｎＯ
（＜１％）。此外，烧失量（ＬＯＩ）表征土壤加热分解
的气态产物（Ｈ２Ｏ、ＣＯ２等）和有机质含量，表２显
示其含量较高。土体中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

２５％ ～３０％、绿泥石 ２５％ ～３５％、伊利石 １５％、
石英 １５％ ～１７％、高岭石 １０％ ～２５％、赤铁矿
２％～３％、长石２％ ～３％、白云石０％ ～３％。方
解石和白云石属于碳酸盐矿物，遇水易溶解释放

Ｃａ２＋、Ｍｇ２＋和ＨＣＯ－３ 等离子从而影响水溶液的化
学性质。绿泥石、伊利石和高岭石属于粘土矿物，

具有较强的亲水性，遇水易引起土体工程性质的

改变。石英、赤铁矿、长石等矿物成分的物理、

化学性质一般比较稳定，不易风化和参与水土化

学作用。

３２　饱水失水过程对红层土体矿物和化学成分的
影响

（１）Ｓｉ、Ｆｅ、Ａｌ、Ｋ含量变化。经过饱水－失
水过程后，土体中主要化学成分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和Ｋ２Ｏ含量上升（图３）。ＳｉＯ２的含量主要与

图３　饱失水过程中红层土体化学成分含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ｉｎＳＳａｎｄＳ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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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矿物含量有关，而石英是抵抗风化能力很强

且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碎屑矿物；Ａｌ２Ｏ３主要赋存
于粘土矿物中，其含量高意味着粘土矿物成分含

量高，风化作用程度低；Ｋ２Ｏ含量主要反映伊利
石矿物的含量。分析认为，饱水过程中，大量细小

的碎屑土颗粒附着在红层土体孔隙中发生沉降或

胶结，导致石英矿物、粘土矿物成分的含量增加，

表２显示石英矿物含量平均增加了１５％，粘土矿
物绿泥石和伊利石均增加了５％。然而，当土体处
于失水过程时，大部分碎屑矿物不能随水流排出，

因此，经过一次饱水 －失水过程后，松散土体中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Ｋ２Ｏ含量显著上升。水土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低价铁容易被氧化成为不溶的 Ｆｅ２Ｏ３，
因此饱水后Ｆｅ２Ｏ３成分的含量略微上升。

（２）Ｃａ、Ｍｇ含量变化。饱水 －失水过程后，
土体中 ＣａＯ含量显著降低，ＭｇＯ含量略微降低
（图３）。ＣａＯ主要赋存于碳酸盐矿物如方解石和
白云石中，饱水过程中，这类矿物发生溶解作用

释放出 Ｃａ２＋，失水过程中 Ｃａ２＋被排入溶液中，因
此，饱水－失水过程后土体中 ＣａＯ成分的含量显

著降低 （图３）。方解石矿物含量在１次饱水 －失
水过程后平均降低５％，进一步验证了方解石溶解
作用的发生（表２）。ＭｇＯ主要赋存于绿泥石和白
云石中，绿泥石蒙脱化可以保持土体中 ＭｇＯ的含
有量，但白云石的溶解却往往导致其含量的降低，

ＭｇＯ含量的降低意味着白云石溶解作用占主导。
（３）其他成分含量变化。饱水 －失水过程后

Ｎａ２Ｏ、Ｐ２Ｏ５和 ＴｉＯ２的平均含量略微升高，ＭｎＯ的
平均含量保持不变（图３）。由于这些化学成分的
含量总体水平较低（＜１％），难以反映饱水 －失水
过程对土体的影响。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由于
饱水时间比失水时间长，因此土体中结合水的含量

逐渐增加（图３）。通常情况下 ＬＯＩ的含量减少时，
土体中有机质含量降低。有机质比粘土矿物有更

强的胶体特性和亲水性，当土体浸泡于水中时，有

机质将使土粒结合膜剧烈增厚，削弱土的粒间连

结，导致土的强度显著降低，然而当含有机质的土

体失水时，有机质则可以起到较强的粒间连结作

用。经过饱水－失水过程后，ＬＯＩ含量显著降低，暗
示土体强度和颗粒间连接作用将受到显著影响。

表２　土样化学和矿物成分及含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Ｂ／％

成分
土样Ａ饱水－失水过程

试验前 １次 ２次 ３次
土样Ｂ饱水－失水过程

试验前 １次 ２次 ３次
平均值

试验前 １次 ２次 ３次
ＳｉＯ２ ３５５８ ４５８５ ４５３６ ４５７９ ４６２９ ４５２０ ４６７０ ４６３８ ４０９４ ４５５３ ４６０３ ４６０９
Ａｌ２Ｏ３ １１５３ １４２１ １４７２ １４１８ １４２３ １４９７ １４３４ １５６３ １２８８ １４５９ １４５３ １４９１
Ｆｅ２Ｏ３ ４４５ ５５０ ５９１ ５３７ ５５４ ５９３ ５５７ ６０４ ５００ ５７２ ５７４ ５７１

ＭｇＯ ４３３ ４２２ ３４４ ４０６ ４２４ ３４４ ４２０ ３４０ ４２９ ３８３ ３８２ ３７３

ＣａＯ １９３５ １１２３ １１４１ １１１１ １０５１ １１４０ １０７０ １０３４ １４９３ １１３２ １１０６ １０７３
Ｎａ２Ｏ 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６
Ｋ２Ｏ ２６０ ３３４ ３５２ ３２４ ３３５ ３４６ ３３１ ３５６ ２９８ ３４０ ３４２ ３４０
ＴｉＯ２ ０４６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３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９
Ｐ２Ｏ５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５

ＭｎＯ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Ｈ２Ｏ ０８２ ０７０ １０６ １７２ ０６２ ０９４ ０６６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８６ １２７

ＬＯＩ ２１２６ １４４６ １４３６ １５２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３６ １３９４ １３５０ １７７３ １４４１ １４１５ １４３５

绿泥石 ２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２５ ３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００

伊利石 １５ ２０ ２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１７５

高岭石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０ ０ １７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石英 １５ １９ １６ ２３ １７ １６ １６ ２５ １６０ １７５ １６０ ２４０

长石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２ ３ ２５ ２０ ２０ ３０

方解石 ３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０ ２７５ ２２５ ２００ ２００

白云石 ０ ２ ０ ２ ３ ０ ０ ０ １５ １０ ００ １０

赤铁矿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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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饱水失水过程对溶液化学性质的影响
多次饱水－失水过程中，溶液中常规阴阳离子

含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４所示。可以发现：
随着饱水－失水过程和时间的增加，常规阴阳离
子含量的变化存在显著差异。第１次饱水过程中，
溶液中Ｋ＋、Ｎａ＋、Ｍｇ２＋和ＨＣＯ－３ 浓度在饱水初期
显著降低，之后随着饱水时间的增加趋于稳定；

Ｃａ２＋浓度在饱水初期显著增加，之后逐渐减小；
ＳＯ２－４ 和Ｃｌ

－
在饱水初期少量增加后趋于稳定。第２

次和第３次饱水－失水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增加，
溶液中Ｎａ＋、ＨＣＯ－３ 和 Ｃａ

２＋
浓度显著增加后趋于

稳定；Ｍｇ２＋浓度略微增加后逐渐降低。这些差异
性变化暗示着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发生着复杂
的水土化学作用。结合红层土体的化学和矿物成

分含量变化，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见表 ３。整体
上，随着饱水－失水过程次数的增多，溶液中常规
阴阳离子的浓度增加，表明水土化学作用增强。

３４　饱水失水过程中水土化学作用特征
利用式（１）～（４）对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水

土化学反应（表３）进行热力学模拟计算，结果如表
４所示。可以发现，边坡松散红层土体在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Ｘ２、Ｘ１１和 Ｘ１２的值较大，意味着主
要发生方解石溶解作用，以及 Ｃａ２＋、Ｍｇ２＋与 Ｎａ＋

的阳离子交换作用。Ｘ７和 Ｘ８的值较低，表明白云
石和赤铁矿的溶解作用较弱。Ｘ１０的值为负值且较
低，意味着发生 Ｋ＋与 Ｍｇ２＋的阳离子交换作用，
且该反应较弱。Ｘ１、Ｘ３、Ｘ４、Ｘ５、Ｘ６和Ｘ９的值均
为０，说明表３中反应１、３～６和９达到平衡或者

图４　饱水失水过程中溶液常规阴阳离子的浓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ＳａｎｄＳ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表３　边坡土体在饱水失水过程中水土化学作用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ｄｓｏｉｌａｎ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ＳａｎｄＳ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类别 反应物 化学反应 ΔＧｒ／（ｋＪ／ｍｏｌ）

溶解

作用

ｉ１ 石英 １ＳｉＯ２＋２Ｈ２Ｏ→Ｈ４ＳｉＯ４ １７２０
ｉ２ 方解石 ２Ｃａ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Ｃａ

２＋＋２ＨＣＯ３
－ ２４５６

ｉ３ 高岭石 ３Ａｌ２Ｓｉ２Ｏ５（ＯＨ）４＋６Ｈ
＋→２Ｈ４ＳｉＯ４＋２Ａｌ

３＋＋Ｈ２Ｏ ５６２３０
ｉ４ 伊利石 ４ＫＡｌ３Ｓｉ３Ｏ１０（ＯＨ）２＋Ｈ

＋＋２５Ｈ２Ｏ→１５Ａｌ２Ｓｉ２Ｏ５（ＯＨ）４＋Ｋ
＋ ７２２２０

ｉ５ 钾长石 ５ＫＡｌＳｉ３Ｏ８＋ＣＯ２＋５５Ｈ２Ｏ→０５Ａｌ２Ｓｉ２Ｏ５（ＯＨ）４＋Ｋ
＋＋２Ｈ４ＳｉＯ４＋ＨＣＯ

－
３ １００３２

ｉ６ 钠长石 ６ＮａＡｌＳｉ３Ｏ８＋ＣＯ２＋５５Ｈ２Ｏ→０５Ａｌ２Ｓｉ２Ｏ５（ＯＨ）４＋Ｎａ
＋＋２Ｈ４ＳｉＯ４＋ＨＣＯ

－
３ ８１８７

ｉ７ 白云石 ７ＣａＭｇ（ＣＯ３）２＋２ＣＯ２＋２Ｈ２Ｏ→Ｃａ
２＋＋Ｍｇ２＋＋４ＨＣＯ－３ ５３５６

ｉ８ 赤铁矿 ８Ｆｅ２Ｏ３＋６Ｈ
＋→２Ｆｅ３＋＋３Ｈ２Ｏ １０１０

阳离子

交换

ｉ９

游离

离子

９Ｃａ２＋＋２ＫＸ（ｓ）→ＣａＸ（ｓ）＋２Ｋ＋ －１１４６
ｉ１０ １０Ｍｇ２＋＋２ＫＸ（ｓ）→ＭｇＸ（ｓ）＋２Ｋ＋ －１１０２０
ｉ１１ １１Ｃａ２＋＋２ＮａＸ（ｓ）→ＣａＸ（ｓ）＋２Ｎａ＋ ２９７６
ｉ１２ １２Ｍｇ２＋＋２ＮａＸ（ｓ）→ＭｇＸ（ｓ）＋２Ｎａ＋ －６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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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水土化学作用热力学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Ｓ－ＳＤ
过程／次

Ｘ１／
ｍｏｌ

Ｘ２／
ｍｏｌ

Ｘ３／
ｍｏｌ

Ｘ４／
ｍｏｌ

Ｘ５／
ｍｏｌ

Ｘ６／
ｍｏｌ

Ｘ７／
ｍｏｌ

Ｘ８／
１０－３ｍｏｌ

Ｘ９／
１０－４ｍｏｌ

Ｘ１０／
ｍｏｌ

Ｘ１１／
１０－５ｍｏｌ

Ｘ１２／
ｍｏｌ

１ ０ ４１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４７６８ ３８７ ０ －５２ １２１０ ０３３５
２ ０ ４１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４７６８ ４４８ ０ －１８ １１５５ ０２５４
３ ０ ４５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４７６８ ９３８ ０ －６５ １０３５ ０５３５

基本上不发生。随着饱水 －失水过程次数的增多，
Ｘ２逐渐增大而Ｘ１１逐渐减少，意味着方解石溶解反
应增强，Ｃａ２＋与 Ｎａ＋阳离子交换作用减弱；Ｘ７无
变化，表明白云石溶解作用不受饱水 －失水过程
的影响。

４　结论与展望

三峡库区库岸边坡松散红层土体在反复饱水

－失水过程中，土体中矿物和化学成分、水溶液
化学性质均发生变化，水土之间发生复杂的化学

反应，主要结论如下：

（１）饱水 －失水导致土体中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和Ｋ２Ｏ含量上升，ＣａＯ、ＭｇＯ和ＬＯＩ含量减
少，对土体中其他化学成分的影响相对较小。

（２）随着饱水 －失水过程的次数增多，溶液
中主要阳离子Ｋ＋、Ｎａ＋、Ｃａ２＋和Ｍｇ２＋，主要阴离
子Ｃｌ－、ＳＯ２－４ 、ＨＣＯ

－
３ 均增加。每次饱水－失水过

程中，各离子浓度随饱水时间的增加，浓度变化

存在显著差异。

（３）库岸边坡松散红层土体与库水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溶解反应主要以红层土体中方解石矿

物溶解为主，该作用随着饱水 －失水过程的增多
而增强。此外，伴随着少量的白云石和赤铁矿溶

解作用。阳离子交换反应主要以溶液中 Ｃａ２＋、
Ｍｇ２＋置换出土体中 Ｎａ＋反应为主，其次是溶液中
Ｋ＋置换出土体中 Ｍｇ２＋的反应，其中，Ｃａ２＋置换
Ｎａ＋的反应随着饱水 －失水过程的次数增多而减
弱。

库区水位上升、下降的周期性变化对库岸边

坡土体的矿物和化学组成，以及周边水化学环境

均产生影响，其中伴随着各种复杂的水土化学反

应，这些化学反应在不同饱水 －失水过程中反应
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土

体化学组成的改变，影响其结构和力学性能。研

究边坡土体在饱水 －失水过程中的水土化学作用
特征与规律，尝试通过改变水化学环境控制饱水

－失水过程中水土化学作用及其强度，从而针对
性地增加或减少边坡表层土体中某些化学或矿物

成分，降低饱失水过程对边坡土体结构的破坏，

增强土体的力学性能，可以为未来治理滑坡灾害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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