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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不 同益度洪 水与铁路路 基岩 益 作 用 进行 了相 图分析
。

通过铮
、

动 态浸 蚀 岩 益 试脸
,

获得 不

同 浓度 卤水浸 泡不 同组成岩 益 过程 的溶 蚀速度
,

益 浓解童 及益抗压 强度 变化的 规律
。

为铁路 岩 益 路

基的 防 洪 及采取防 护 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

关链词 盐度 岩盐 盐溶解 t 盐抗压强度

自五十年代后期
,

根据青藏铁路建设的需要
,

开展 了察尔汗盐湖地区修建铁路的科学技术

研究
,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在此基础上
,

经设计
一 、

施工
,

创造性地采用当地岩盐作为填料修筑了

跨越察尔汗盐湖 32 公里岩盐路基
。

1 9 8 5 年该线交付运营
,

为开发柴达木盆地资源
,

支援国 防

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

察尔汗盐湖总面积为 5 8 5 6 平方公里
,

湖周边有十一个 卤水湖
.

,

汇水面积 16
·

55 万平方公

里
。

注入湖区的常年性河流有格尔木河
、

柴达木河
、

素棱郭勒河
、

乌图美仁河等
,

其中流量最大

的格尔木河注入达布逊湖
,

该河
、

湖距铁路路基较近
,

对其危害性最大
。

格尔木河有水文记载的

34 年平均流量为 25
.

09 m丫秒
,

平均年经流量为 7
.

92 亿立方米
。

有关部门一直非常重视盐湖铁

路路基的稳定性问题
。

对察尔汗开采钾镁液体矿对铁路路基稳定性影响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 ’ 〕 。

而洪水泛滥时铁路路基影 响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

1 9 8 9 年 6一 9 月间
,

格尔木河发生了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
。

7 月 22 日的特大洪峰流

量达 6 8 o m丫秒
。

来势迅猛奔流 直
一

卜 使达布逊湖泛滥成灾
,

湖面积由原来 2 20 多平方公里增

加至 50 0 多平方公里
〔2 〕 。

湖水流向公路
、

铁路
,

使 14 公里的盐湖铁路路基受到浸蚀
,

有 6 公里

长的路基被溶蚀
,

造成路基下沉 〔3〕 ,

铁路停止运营
。

一些电站
、

工厂的生产和生活设施被淹没或

被破坏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格尔木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 5 0 0 万元 〔 4〕 。

根据青海省水文总站提

供的观测资料表明
,

格尔木河水 1 9 8 9 年径流量为 16
.

4 亿立方米
,

为以往 34 年平均值的 2
.

07

倍
。

观测结果表明每隔 5 ~ 6 年出现一次丰水年高值
,

称谓一小周期
,

每隔 10 ~ 12 年 出现一次

洪水期
,

称谓一大周期
。

因此预防洪水对青藏铁路路基的危害是长期的任务
。

保障盐湖铁路路

基的稳定性
,

是盐湖利
一

学工作者而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

中国科学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受兰州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委托
,

承担
“

铁道部科技发展

计 划项 目
:

青藏线盐湖路基防蚀技术研 究
”

中的子项 目
,

进行室内
.

试验确定不同盐度洪水对路

本工 作系 青藏线盐 湖路基防蚀技术研究 r 课题



基溶蚀的影响
。

原理及相图分析

察尔汗盐湖上的岩盐路基主要成份是石盐
、

含少量钾
、

镁盐及 硫酸盐
,

尚含有一定量的沙

粘土
。

石盐与其它杂质结成盐块
,

构成干盐湖的盐壳
。

洪水的主要组成
,

主要是达布逊湖水被淡水稀释后的稀 卤水
。

而后流经盐壳
.

溶解石盐
,

到

达路基的部分
。

其组成与湖水稀释度
,

流动过程中溶入石盐的量及种类有关
。

洪 水与路基岩盐相互作 用
,

有溶解和渗透
H ZO

N a C I一 M薛 l: 一 H ZO 体系相图 ( 2 5 〔 )

浸蚀两种破坏因素
,

使 固相转入液相
,

路基岩盐量

减少
,

孔隙增大
,

甚至 溶成洞穴
。

受高浓度盐 卤浸

泡
,

被溶解的石盐量少
,

甚至不溶解
,

但盐块机械

强度降低 ;危害性最大的是水或石盐不饱 和卤水

对岩盐的溶解
。

影响溶解速度的因素主要有洪水

的盐类组成和浓度等
。

影响晶体溶解的物理
、

化学

过程及 在溶解过程中晶体颗粒大小
、

数量
、

形状及

溶液浓度等诸因素在不断变化
,

使溶解过程复杂

化
,

难于得到严格的数学描述
,

而 只能结合 实际
,

通过试验确认
。

可以采用适当的盐类溶解度相 图进行分析
。

岩盐的可溶性组份是 N a CI
、

少量的 K CI
、

M g 1C
2 、

M g S O 。 ,

个别地 区岩盐 由于受到氯化钾生 产

排放氯化镁 卤水的影响
,

含 M g CI
:

量较多
。

根据湖水和岩盐组成
,

可用 N a CI 一 K CI 一 M g CI
:
一

H 2
0 体系相图进行分析

。

考虑到在洪水期间达布逊湖水受到严重稀释
,

其中 K CI
、

M g S O
、

含量

很少
,

为了简化和直观进行相图分析
,

根据洪水期水溶液温度情况
,

确定 以 N a CI 一 M g CI
:
一

H
Z
O 体 系相 图 ( 2 5 C )进行相图分析

。

水溶液中 K CI 含量与 M g CI
:

含量合并绘图
。

19 8 9 年洪水

期前后达布逊湖水和察尔汗湖晶间卤水组成及相图点见表 1 和图 l
。

把达布逊湖水 6 月组成

点 O 与 H ZO 连线
,

在洪水期间
,

受到 不同程度稀释后 的湖水— 即本试验称谓不同盐度洪水

的组成落在 O 一 H
Z
O 直线上某一点

。

例如图 ( l) 中的点 l
,

该点 1 洪水对路基影响有两个途径
。

一是直接流向路基
,

在流向路基过程中与以石盐为主体的盐盖作 用溶解石盐
,

浸泡路基后将继

续溶解石盐至饱和状态
.

在溶解石盐过程中点 1 组成向点 2 移动至达到饱和不再变动
。

二是点

1 洪水流入察尔 汗湖采卤和输卤渠道
,

与晶 问卤水点 3 兑卤
,

得到点 A 组成稀卤水
,

该卤水流

经盐盖到达路基
,

点 A 卤水溶解石 盐直至饱和点 5 不再变动
。

表 1 达布逊湖和察尔汗晶间卤水分析结果

编编 号号 时问年月月 组 成 (写 )))

比比比比重重 N a C III K C III M gC I,, M g S O
`̀

C a S () 444

DDD 一 111 8 9 888 1
.

2 2 6000 10
.

1 111 1
.

8 777 1 4
.

2 111 0
.

1444 0
.

3 888

III) 一 222 8 9
.

999 1
.

1 97 000 16
.

8 222 1
.

0 333 5
.

8 000 0
.

1 333 0
.

4 555

DDD 一 333 8 9
.

1 222 1
.

1 76 000 15
.

2 333 0 8 888 5
.

2 555 0
.

1 000 0 4 555

察察 尔汗 湖湖 8 9
.

666 1
.

2 5 0 000 5
.

8 777 2
.

2 777 2 0
.

7 222 /// 0
.

1 444

品品 间卤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注
:
D 指达布逊湖水

。



} 98 9 年洪水浸入路基的途径分析

1 9 8 9 年主要来自格尔木河的洪水注入达布逊湖
,

使湖水突发性上涨
,

由于湖区地势平坦
,

沿湖边 自然地形向洼处流去
,

使达布逊湖水面积扩大
。

浸入岩盐路基的途径主要有
:
( 1) 铁路路

基与湖面高度差很小
,

距离湖区近处约 6 公里
,

大量洪水直接流向路基
。

( 2 )青海钾肥厂一条采

卤渠道距达布逊湖很近
,

洪水注入渠道
,

沿渠道流向东南方 向的输卤渠道并溢出
,

使察尔汗火

车站以北地区的路基受到严重破坏
。

根据 1 9 8 9 年 12 月卫星遥感解释资料
,

达布逊湖四周老盐

滩被淹情况
`幻

,

见图 2

94
0

3 0
`

9 5
0

3 0
`

9 4
0

3 0 9 5
0

3 0
,

` ,
1 9 8 9年 的
潮泊界线

亡〕 洪水 事件 中 形 响的 范 圈 咬公未被水 庵 的盆滩

图 艺 19 8 9年洪水事件对 察尔汁盐湖的影响

1 涩 聂湖 2南涩聂湖 3 大别 勒湖 4小别勒湖 5 东 陵湖 6 达西湖

达布逊湖 8 新 团结湖 9 团结湖 10 南霍 布逊湖 11 北霍布逊湖 抢 协作湖

中科院盐湖研究所
“

七
·

五
”
国 家重点科研项 目

,
“

察尔汗盐湖 首采区采 卤过程中水 动态

水化学变化规律专题研究报告
”

中记录 了 1 98 9 年洪水期前后观测的结果
〔幼 。

观测点位置见图

3
。

从图 2
、

3 及文献资料可知
,

图 3 中 l
、

班线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段
。

I 线是靠近路基的

地段
,

由于该处地势较高
,

又 受两条采 卤渠道及盐堤的阻隔
,

洪水未到达路基
,

影响甚小
。

通过

文献资料
仁

狱己载的 1 9 8 9 年洪水期间达布逊湖卤水组成数据绘制的相图
.

从分析计算结果 可

知
,

在洪水期间流入各取样点的达布逊湖水被稀释了 44 倍
。

实验原料

固体试样

依据兰 州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选定的三个取样点
,

在铁路东
、

西各取 l 份试样
,

取样点

位置 见图 3
,

6 个固体试样的组成 见表 2
。



达布遥南
扮

V , , O

O

O议

O

O

食
O

O

O

O

「吮衣忿一一卜一一~ 一 泞
、

,

O

O

O

O

O

耳
。

厂
件 I , J

0O’ 。叭OC

0O

r-,
。

l

只

沁l氏l|
护

,

`
.

|,11
0叭.

盛恤喊
voo

l深
0 1,

.喊

O 0O1

O .

0 竹 1

O

O O

、 、 录站

O O
OO协

...甘.... ...沙
公

O拍

O份W
-

O
一

0 0 0

。

帆/

们叮LI-r

OX

左二鱼立
’

夕
_ _ _ _ J

O姐

『

0 比 r

1冷
,

OX
O礴

人 为 成水取样点
l一 l

, ,

2一 2
` ,

3一 3
,

为日样取 样点

4km

9 6

图 3 首果 区长观网 水化学取样点位置图



表 2 矿样原始组成

取取 样 点点 编 号号 化合物组成 ( % )))

NNNNNNN a C III K C III M gC 1222 M g以 )
---

aC (S )
444

水不溶物物 水水

KKK 7 4 8 + 0
.

4k mmm 西西 l一 111 8 4
.

4 222 0
。

2 111 0
.

5 777 0
.

0 7 555 1
.

5 333 1 1
.

7 666 1
.

4 444

东东东东 l
,

一 lll 8 7
.

5 888 0
.

6 333 0
.

9 111 0
.

2 888 2
.

9 666 5
.

3 111 2
。

3 333

KKK 7 3 9 + 0 s k n iii 西西 2一 111 8 8 4 888 0
,

0 5 999 0
.

2 555 /// 1
.

3 999 9
.

8 333 0 222

东东东东 2
,
一 222

4

8 4
.

9 777 0 0 5 555 0 1333 0
.

3 333 1
.

4 999 1 2
.

8 777 0
.

1 666

KKK 7 3 2k mmm 西西 3一 111 6 1
.

1 444 0
。

7 111 4
。

2 666 0
.

2 666 2
.

1 777 2 4
.

1 111 7
.

3 555

东东东东 3
,

一 111 6 6
.

2 000 0 4 888 1
.

5 888 0
.

2 111 1
.

8 777 2 5
.

5 999 4
.

0 999

从表 2 数据可知
,

由于受各钾肥厂排放氯化镁老卤的影响
,

3 号试样中 M g CI : 含量
、

水份

及粘 土量较多
,

盐块的机械强度很低
; 1

、

2 号试样含 K口和 M g 1C
2

很少
,

盐块含粘土量及水

份量少
。

此类岩盐块从外观看有两种
:

一是 由岩盐颗粒结成盐块
。

中科院盐湖研究所以往的工

作记 载
〔 6 , ,

该岩盐颗粒形状不规则
,

多呈立方体
,

颗粒大小不等
,

平均粒度 区间为 2
.

“ 一 3
.

46

毫米
,

孔 隙度 10 一 35 %
。

另一种是岩盐结成致密盐块
,

几乎无孔隙可见
,

该种盐块坚硬
,

受压强

度高
。

岩盐坚硬性分类已有报道
〔` , ,

分为松软
、

软
、

中硬
、

硬四个类别
。

测定察尔汗盐盖 卤水浸没

部分或地表湿润部分抗压强度为 饵
。

一 6
.

5一 1 9
.

4 k g c/ m
Z ,

属于软类别
;
察尔汗干燥盐盖抗压强

度为 a
y。

= 6 0一 l l ok g / e m
, ,

属 中硬类别
;古盐矿床岩盐抗压强度为 气

。

= 2 0 1一 4 1一k g / e m Z ,

属

硬类别
〔即

。

2
.

液体试样

1 9 9 3 年 8 月从达布逊湖东岸图 3 中 n
、

l 线之间的 A 点附近采取实验用卤水
,

卤水组成

见表 3 中的 H 一 5
。

表中其余的 卤水为按不同稀释倍数配制的实验所需原料液
。

表 3 不同浓度卤水的组成

编编号号 比重重 组 成 (% )))

NNNNNNN a C III K C III M g C 1222 M g S ( )
;;;

C
; ,
5 0

44444

OOO一 111 1 00 000 /// /// /// /// /////

000 一 222 1 0 5 2444 4
.

3 888 0
.

4 222 2
.

9 111 0
.

1 222 0
.

0 988888

OOO 一 333 1
、

10 7 333 8
.

3 555 0
.

8 111 5
.

5 555 0 2 222 0
.

1 99999

000 一 444 1
.

15 9222 1 1 9 666 1
.

1 666 7
.

9 555 0
.

3 111 0
.

2 77777

OOO一 555 1
.

2 10 111 1 5
。

2 000 1
.

4 777 1 0
。

1 000 0
。

4 000 0
.

3 44444

注
:

O一 1一 H 一 5 分别代表试骏中的五种浓度 卤水
。

实验方法

实验室试验尽可能结合洪水浸蚀铁路岩盐路基的现场条件
,

进行了不同盐度洪水
、

不同组

成和不同结构岩盐块的静态浸泡
、

动态浸泡
、

全浸泡及半浸泡等条件试验
。

发洪水季节都为夏

季
,

水温一般 为 巧 ~ 25 ℃
,

对石盐溶解影响较小
,

没有进行该项条件试验
,

全部试验在室温下

进行
。

1
.

固体试样处理

根据实验室条件及测定抗压强度的需要
,

把固体试样均加工成边长 4 ~ 5 厘米立方体
。

通

9 7



过锯
、

锉等使固体试样表而平整
。

2
.

静态浸泡试验

将固体试样放入容器中
,

按 固
:

液 一 1 : 3 的重量比
,

加入不同浓度液体原料
.

其中分为全

浸泡和半浸泡两种状态
,

按规定时间取液相样品分析 lC
一 ,

M g
Z `

含量
,

测定溶液 比重
。

3
.

动态浸泡试验

将固体试样放入容器中
,

按 固
:

液 一 1 : 3 的重量比
,

加入不同浓度液体原料
,

使固体试样

全部浸在液体中
,

放在振荡器上使其摇动
,

运动线速度为 6
.

6 米 /分
。

按规定时间取液相样 品
,

分析 1C
一 、

M g
乙 卜

含量
,

测定溶液比重值
。

4
.

受压强度试验

浸泡前后的固体试样
,

用液压式万能材料试验机 (W E 一 30
,

山东济南材料试验机械 厂制

造 )进行抗压强度测定
。

.5 分析方法

N a ` 、

K
+ 、

M g Z ` 、

C a Z + 、

C I一
、

5 0
; 2一分析采用资料

〔 9〕的方法
。

溶液 比重
:

采用 比重瓶法
。

实验结果和讨论

1
.

从表 2 可 以看出
,

六个 固体试样
,

从化合物组成 含量 可分 为三组
: 1一 1 和 2

`

一 1 ; l
`

一 l

和 2一 1 ; 3一 1 和 3’ 一 1
。

在静态全浸泡
、

半浸泡试验中
,

其组成变化情况用三个样即可说明
。

为

简单明了起见
,

分别选择 l一 1
、

2一 l 和 3一 1 三个样 为代表
,

分别用 图表示它们在不同浓度 卤

水中浸泡的实验结果
。

2
.

固相试样被不 同浓度 卤水全浸泡试验结果见图 4
。

随浸泡时间延长
,

液体比重升高
,

溶

液中 N a CI 浓度增大
,

M g CI
:

浓度变化不明显
,

不同浓度的 卤水对岩盐 的溶解速度
,

在前 3 口

有明显差异
,

随着溶液中盐浓度增大
,

岩盐的溶解速度降低 ; 卤水中 M g 1C
2

浓度增 大
,

N a

CI 溶

解量减少
,

3 日之后液体比重
、

N a CI 浓度缓慢增加
,

在 6一 8 日之 间达到溶解平衡
。

从试验结果可知
,

3 号试样因 M g CI : 含量较多
,

在浸泡过程中
,

溶液的比重
、

N a CI 浓度升

高
,

在前 4 日变化明显
,

4 口之后缓慢升高 J 在 6 ~ 8 口之间达到溶解平衡
。

随着浸泡时间的延

长
,

H 一 l
、

H 一 2
、

H 一 5 卤水中 M g CI
:

浓度增高
。

H 一 5 是 N a CI 饱和卤水
,

而对 M g C I
:

是不饱和

的
,

故仍然可以溶解岩盐中的 M g CI
: ,

同时析出 固相 N a CI
。

这从 N a CI 线可以看出在前 8 日溶

液中 N a CI 浓度降低
.

M g 1C
2

浓度升高
,

而溶液 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

3
.

固体试样半浸泡实验结果用图 5 即 可代表
。

由于半浸泡试验中液 /固重量倍数 比较小
,

溶解达到平衡的时间缩短
。

从 图 5 中可以 看出
,

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
,

溶液 比重
、

N a CI 浓度增

高
,

在 2 日之内变化明显
,

2~ 3 日溶解达到平衡
,

固相试样外观呈蘑菇状
。

在半浸泡试验中
,

3 号 固体试样的浸泡结果和 1
、

2 两样略 有不 同
,

随浸泡时间的延长
.

溶

液 比重
、

M g CI
:

浓度增高
,

在 4 日时溶解达到平衡
。

H 一 5 是 N a C I饱和卤水
,

在浸泡过程中
,

有

固相中 M g CI
:

溶解
、

液相中 N a CI 析 出过程
,

而溶液 比重无明显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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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5 分别代表试验中的五种浓度 卤水 )

4
.

静态全浸泡试验的固体试样
,

在浸泡前后受压强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4
。

固固样编号号 l 一 111 1
’
一 lll 2一 lll 2

`
一 111 3一 lll 3

,

一 lll

浸浸泡前受压强度 ( K g / c m 之 ))) 3 0
.

4 222 11 0
、

000 g L 6 777 5 2
.

2 999 < 111 < lll

浸浸泡后受压强度度 H一 3 1红水水 1 0
.

1 555 3 1
.

9 555 1 8
.

5 777 18
.

8 0000000

((( K g /
e l ,飞之 )))))))))))))))))))))))))))))))))))))))))))))))))))))))))))))))

HHHHH一 4 卤水水 1 8
.

1 666 2 6
.

4 111 3 2
.

5( ))) 16
.

2 6666666

HHHHH 一 5 卤水水 2 2
.

2 333 6 7
.

5 000 6 3
.

3 333 2 4
.

6 0000000

藻辫狱撰越数滞: 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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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从不 同浓度 卤水溶解固体试样 中 N a CI 量的数据 (表 5) 可知
,

随着 卤水含盐量的降低
,

N a CI 溶失量增加 ; 固体试样 中含 M g CI
:

量增加
,

N a CI 溶失量减少
。

不同浓度 卤水对不同组成的固体试样中 N a CI 溶解量
,

可以用相图 6 进行定量计算
。

I OO X M 、 。 .叹一 1 0 0 又 H 、 `一 l、 _ _ _ , ,

X 一

—
X 上U U %

1 一 n
N o e l%

y 一 ;三丁 又 1 00 %
1一 x

· 、 -

一
, 。

式 中 x 为 10 0 克 M 卤水中溶解 N a CI 量 (克 ) ;

M aN 。 %为 M 点卤水中 N a CI 含量的百分数 ;

H aN c l%为洪水中 N a CI 含量的百分数 ;

1 0 0



y 为 1 0 0 克 H 点洪水中溶解 N a C I量 (克 )
。

6
.

动态浸泡试验结果见图 7
。

在动态浸泡条件下
,

岩盐溶解速度加快
,

浸泡 2 日
,

溶解达到

平衡
。

在 2 日内
,

随浸泡时间延长
,

溶液比重
、

N a CI 浓度增加
、

M g CI
:

浓度降低
。

溶解达到平衡

后溶液组成与静态乎衡溶液组成是一致的
。

动态浸泡溶解速度加快
,

溶解 N a CI 量不变
。

表 5 不同浓度卤水溶解 N a CI 量

编编号号 比重重 矿样编号及溶解 N a CI 量 ( g / 10 0 9 卤水 )))

1111111一 lll 2一 111 3一 lll

HHH一 111 1 0 0 0 000 3 5
.

9 666 3 5
.

9666 3 1
.

7 555

HHH 一 222 1
,

0 52 444 2 4
.

8 888 2 5
.

3 444 之3
.

2 666

BBB 一 333 1
.

10 7 333 15
.

2 666 1 6
.

5 888 1 5
.

1 111

HHH 一 444 1
.

1 5 9 222 8
.

0 666 8
.

1777 7
.

5 444

HHH 一 555 1
.

2 10 111111111

H 2 0

六 H 一 l

H 一 2

豁

尸H 一 3

H 一 4

H 一 5

M gC I
: ·

6H 2 0

N a CI M gC 12

图 6 N a C I一 M gC 12 一 H
:
O 体系相图 ( 2 5

、

C )

结论

1 不 同地 区采挖的岩盐块
,

化学组成有差异
,

受压强度相差甚远
,

修建和维护路基所用

岩盐块要有选择
,

盐块含镁盐少
,

孔隙度小的为佳
。

2 受到氯化镁老卤浸泡过的岩盐块
,

其中 M g 1C
2

含量增加
,

具有 吸湿性
,

岩盐块强度

小
。

特别是该种盐块
,

受 N a CI 饱和 卤水浸泡
,

仍可将其中的 M g 1C
2

溶解 出来
,

这一液 固相转变

过程
,

对路基稳定性是有不 良影响的
。

察尔汗火车站一带
,

由于受各钾肥 厂排出的氯化镁老卤的影响
,

岩盐块含 M g CI
:

量多
,

受

1 0 1



压强度甚低
。

因此
,

各钾肥厂排放的老卤不加处理
,

就地 乱排放
.

不仅会破坏盐湖钾 资源
,

也将

导致对铁路路基的严重损害
,

必须尽快解决
。

3 不同盐度洪水对同一种岩盐块的溶解速度
,

静态条件下有差异
,

随着洪水中含盐量的

增加
.

平衡时间缩短
,

平衡时间为 6一 8 日
,

相差只有 2 日左右
。

动态条件下
,

差异较小
,

平衡时

间为 1一 2 口
。

半浸泡条件 卜
,

由于液固重量倍数小
,

溶液很快达到平衡
,

平衡时间为 2~ 3 日
。

4 同一盐度洪水对不同组成
,

不同孔隙度的岩盐块
,

溶解速度有差异
,

3 一 1 和 3
’

一 1 试

样比 1一 l
、

1
`

一 1
、

2 一 1 和 『一 1试样溶解速度快
。

由于孔隙度影响
,

l 一 1 和 2’ 一 1 比 1’ 一 1 和

2一 l 试样溶解速度稍快
,

但达到平衡时间相差只有 l 日左右
。

在发生洪水期问常伴有大风推波助澜
,

洪峰冲击力极强
,

将会造成严重灾害
,

不能指望路

基受大量洪水淹没会维持 多久
,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洪水侵入路基
。

5 不同盐度洪水
,

对 N a CI 的溶失量不同
,

随着洪水含盐量的降低
,

N a CI 溶失量增加
。

实

验结果证 明 可以用 N a

CI 一 M g CI
:
一 H :

0 体系相图进行定量计算
。

6 岩盐块受不 同盐度洪水浸泡
,

受压强度降低
,

随着卤水浓度的降低
’

,

受压强度降低幅

度增大
。

7 该项研究可作 为察尔汗盐湖铁路路基维护及采取防洪措施的水盐浸蚀部分的科学依

据
。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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