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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沉积物是各种自然过程和人类经济活动

下的产物
,

尤其是城市湖泊 日积月累形成了湖泊

营养盐的内负荷
。

不少湖泊调查资料表明
,

当人

湖营养盐减少或完全截污后
,

水体仍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
,
甚至出现

“

水甲
, 。

可见在一定条件下
,

沉

积物中的营养盐有可能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导

因子
。

因此
,

本项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对东湖不同湖

区的沉积物中进行氮和磷的释放试验
,
为预测东

湖截污工程完成后其水质状况及内负荷的治理提

供科学依据
。

试 验 方 法

采集 � 站 �重污染区�
、

�� 站 �中污染区� 和

� � 站的沉积物
,

滤干水后切取 , 。� � 放进 �
�

��

的塑料容器中
。

采集各站距离沉积物 。
�

� � 处的

湖水
,
用 �

�

�� 胖� 滤膜抽滤
,

分别取滤液 ��� � �

加到装有各站沉积物的容器中 � 容器顶部用橡皮

塞塞紧
,
通过对充气孔充气来控制容器中的水温

和溶氧量
,

使之与野外相接近
。

充气挥发出的氨

用 �
�

�� �� � � 的 � 声�
�

收集
。

实验装置放在无

光亮的暗处
,
两天后采样并测定水中的营养盐浓

度
,

然后继续充气
,

再隔三天测定剩余水中的营养

盐浓度
。

沉积物中氮和磷的释放量的计算式为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公� �
,

式中
� 。 为容器中水的初始营养物浓度 �� � ��� �

�
,

为 � 天后容器中水的营养物浓度�� � � �� �

�
�

为 � 天后容器中水的营养物浓度�� � � �� �

�
�

和 �
�

分别为 � 天和 � 天后容器中水的

体积 �� �� �

刃� � �

为前后两次搜集的 � �
,

量 �� � �
。

通过两次采样所获得的释放量换算成每天的

释放量
,

就可求出每天每平方米的湖底面积上氮

和磷的释放速度 �二
�
� � �

·

�
’

�
。

用凯氏法测定水中总溶解氮量和沉积物中的

总氮量
,

按
《

水质分析法
》

和 《水和废水算准检验

法
》
测定水中氨态氮

、

总溶解磷和正磷酸盐
,
用

� � � �� 浸提
一

纳氏剂比色法测定沉积物中的氨

态氮
,
用 。

�

� � �� � � 的 � � � � � �

浸提
一

相锑抗比

色法侧定沉积物中的正磷酸盐
,

用硫酸
一

高氯酸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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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锑抗比色法测定沉积物中的总磷量
。
实验时

使用了 �� � 分光光度计和国产 � � 型溶氧仪
。

结 果 与 讨 论

在实验室内受控条件�水温 �� 一�� 七
、

溶氧

量 �
�

, , � � � ��下测定了东湖 �
、
�� 和 ��� 站沉积

物中的氮和磷的释放量和释放速度�表 � �
,

从表

� 可以看到 �

�
�

武汉东湖各站沉积物中氮和磷的释放量和

释放速度
,
依次排列为 � 站

、
�� 站和 � � 站

。
根据

实验前分析沉积物中总氮
、

总磷
、

氨态氮和正磷酸

盐的结果
,
用洪干量计其含量

,
以 � 站最高

、
� 站

次之和 ��� 站最低
,

且 �
、
� 和 ��� 站沉积物中

韵总氮量分别为总磷量的 �
�

� 倍
、
�

�

�� 倍和 �
�

�

倍
,

这就表明了武汉东湖沉积物中的氮和磷的释

放量及释放速度与沉积物中的氮和磷的储存量及

分解速度有关
。

�
�

实验中沉积物中氮的释放量随时间的增加

而减少
,

其释放速度也减缓 �而沉积物中的磷
,
在

开始时其释放量很低且释放速度也慢 , 随后磷的

释放量增加且释放速度亦加快
。
众所周知

,

物质

是从高浓度逐渐向低浓度流动的
,

只有当沉积物

间隙水中氮和磷的浓度超过了上覆水中氮和磷的

浓度时
,

可溶性氮和磷才能被释放到上覆水巾去
。

沉积物中氮比磷的释放量多且释放速度快
,

说明

了水体中氮比磷的浓度高和营养盐流动趋向平衡

速度快, 因此
,

随着时间的增加
,

氮的释放量是下

降的
,
且释放速度亦是减缓的

。
当然

,

营养盐的减

少不能排除水体中微生物对营养盐的吸收和利用

以及水体中营养盐被底泥吸附和固定的作用
。
实

验结果说明了东湖各站沉积物中氮和磷的释放受

沉积物
一
水界面间的多种极其复杂的物理

、

化学和

生物诸因子的影响
。

�
�

武汉东湖沉积物中正磷酸盐的释放速度是

缓慢的
,

其中 � 站为 �
�

� � � � � �
·

� ‘, ��站为�
�

� � ,

� � � �
·

�
’, ��� 站几乎没有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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