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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共 本文论述了溶解氧
、 、

沮度和沉积物中徽生物作用对太湖五里湖区沉积物碑释放

的影响
,

以及在 为 ‘
、

好氧和厌氧二 种状态下沉积物释放试验后挂液对斜生栩列 藻

即“ 。

二
,

以平。 和羊角月芽藻 “ ‘ 、二 ”。 ,’,’二 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溶解氧降

低
、

和沮度升高
、

徽生物作用有利于沉积物礴向水体释放
,

与湖水组相比
,

厌氧状态下沉积物碑

释放后滤液能显著促进斜生姗列藻增长
,

但不能促进羊角月芽藻增长
,

好氧状态下沉积物碑释放

后滤液均不能促进二种藻类的增长

关徽词 沉积物 磷释放 藻类生长 五里湖

湖泊沉积物是湖泊营养的内负荷
,

沉积物中磷的释放也是湖泊水体中磷的重要来源之

一
,

对水体的营养水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指出
,

湖泊底泥能起植物营养源的作

用
。

资料表 明闭
,

当入湖营养盐减少或完全截污后
,

水体沉积物中磷的释放作用仍使水休处

于富营养化状态
,

甚至出现
“

水华
”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
,

资料表明太湖某些湖区 已属富营养型 , 们 。

近年来
,

随着

太湖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

外源营养物的不断输人
,

加速了太湖富营养化过程
,

突发

性
“
水华

”和阻塞自来水滤池事件时有发生
,

已受到了国内外湖泊环境学者的极大关注
。

因

此
,

开展对太湖富营养化形成机理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

五里湖是太湖北部的一个湖湾
。

这里水流与外湖交换缓慢
,

是无锡市生活污水和某些工

业废水的接纳场所
,

水体中氮
、

磷营养物含量丰富
,

为重富营养化水体 ’
。

五里湖湖底平坦
,

水浅
,

风浪小
,

淤泥型底质
,

有机物含量丰富
,

水生植物丰富
,

底质中生物以尾鳃月和摇蚁幼

虫为优势种

本文在模拟五里湖沉积物磷释放试验 中
,

研究了溶解氧
、 、

温度和沉积物中微生物作

用对沉积物磷释放的影响
,

同时还对沉积物释放后滤液进行了藻类生长潜力测试
,

为控制太

湖富营养化研究提供基本科学依据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沉积物 用彼得生采泥器采集太湖五里湖区表层沉积物
,

同时用采水器采集距沉积

国家白然科学墓金项目 加
。 ,

为本系 年届毕业生
。

⋯ 现在工作单位 南京市建邺区环保局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 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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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约 处湖水
,

湖水 为
,

采样时间 年 月
。

藻类 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纯种培养斜生栅列藻 , “ 。 峋。 ,

和羊角月芽藻 。

公 。 , ,

“
, “‘“‘

方法

沉积物碑释放试脸 释放试验按
“

富营养化调查规范
”
进行 取若干 锥

形瓶
,

将滤干水的沉积物和湖水装入
,

其中每瓶中盛有沉积物 刁 峨 干重 和

湖水
,

然后将瓶分别置于好氧和厌氧状态下
。

好氧状态
,

将先后通过 声。
、

蒸馏水的空气充入装有沉积物和湖水的

锥形瓶中
,

充气量为
,

同时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
,

溶解氧
。

厌氧状态
,

在相 同装置中改以高纯氮气 作为 充气入气体
,

充气量为 一

,

连续充气 月
,

充气后立即用橡皮塞将瓶密封
,

置于暗处
。

天后取沉积物
一

湖水混合物经 , 微孔滤膜过滤
,

测定其德液中总磷
。

藻类生长潜力浏试 采用通过磷释放后的沉积物毽液
,

按藻类生长潜力测试标准方

法进行囚
。

测试前
、

藻种在水生 号
一

朴培养液 ’中培养
,

每周经 一 次转接后
,

使藻类

生长达到一定浓度
,

然后将藻种用浓度为 岁 的 , 离心洗涤二次
,

转入不含氮
、

磷的
一
月培养液饥饿培养 天

,

再用 液离心洗涤二次后
,

稀释到藻类浓度为

护 个
,

即为试验接种母液
。

在 锥形瓶中
,

加入上述经沉积物释放试验后的滤液
,

接入藻种母液
,

置于光照强度为 伙 下连续光照培养
,

每天人工摇动几次以使光照均匀
,

同时以过

滤湖水作为对照组
,

每组设三个平行样
。

采用显微镜视野法每 日计数藻类浓度
。

当试验组藻类日平均增长值低于 时
,

认为已

达最大现存量
,

即可停止测定
,

求出平均最大现存量 了面 和最大特定增长率
。

浏定 方法 用过硫酸氧化法测定总磷闭
。

结果和讨论

溶解氧 及 对沉积物礴释放的影响

从表 可知
,

好氧状态下水体总磷减少
,

表明沉积物没有磷释放
,

相反能从水体中吸附

磷
,

使水体总磷浓度下降
。

在厌氧状况下
,

水体总磷增加
,

表明沉积物向水体释放磷
。

表 不同溶解氧
、

对沉积物磷释放的影响 单位

的 丘 城 , 曰
呱

,目如

条条 件件 起始水体总磷浓度度 释放后水体总碑浓度度 水体总磷变化浓度度

哪哪 好 氧氧 一

厌厌厌 级级 一
,

好 氧氧 ‘‘ 一

厌厌厌 氧氧

好 氧氧 肠
。

一
。

的的

厌厌厌 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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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决定湖水
一

沉积物的氧化
一

还原状态 , 〕 在水体有足够氧时
,

湖水
一

沉积物处于氧

化状态
,

三阶铁离子与磷结合
,

以磷酸铁的形式沉积到沉积物中
,

或水中可溶性磷被氢氧化

铁吸附而逐渐沉降
,

因此
,

沉积物不会发生磷释放
,

而且还存在磷的吸附 当水体溶解氧下

降
,

出现厌氧状态时
,

此时环境为还原状态
,

三阶铁离子则被还原成二阶铁
,

不溶性的氢氧化

铁变成可溶性氢氧化亚铁
,

其结果导致了沉积物中磷释放进入水体
,

使水体总磷浓度升高
。

川 和 认 等人在连续流动释放系中发现湖泊沉积物磷的释放速率厌氧状态是好氧状

态的 倍以上 〕

从表 还可以到
,

水体 升高有利于沉积物磷的释放
,

低 可以导致沉积物对磷的

吸附 水体中 影响了其
一

的存在形式阁 在 为 一 时
,

磷主要以 时
一

形式存

在
,

而当 为 一 时
,

则 主要形态为 。芳一 当以 不为主要成分时
,

沉积物吸附作

用最大
。

此时
,

沉积物中镁盐
、

硅酸盐
、

铝硅酸盐以及 胶体都参与吸附作用
。

高

有利于磷盐酸根离子从 胶体中解吸附
,

而使更多的磷酸根释放到水体困
。

因此
,

试

验中 值升高有利于沉积物磷放
。

沮度对沉积礴释的放影响

从表 可知
,

温度升高有利于沉积物中磷的释放
。

很明显
,

温度升高
,

微生物活动增加
,

耗氧加快
,

减少
,

使环境由氧化状态向还原状态转化
,

促使沉积物磷释放

表 不同沮度下沉积物磷释放 月,

好氧 单位
廿 讲 ” 佣

面
一

劝 ℃ 起始水体总琪浓度 释放后水体总磷浓度

丘 幻

水体总碑变化浓度

一

徽生物作用对沉积物磷释放的影响

为了保证在灭菌过程中沉积物磷形态不发生变化
,

沉积物由江苏农科院南京市辐照中

心进行 射线辐照灭菌
,

剂量为 ‘ ,

湖水经 峨 微孔滤膜过滤后高压灭菌
,

置于

释放装置中成为无菌释放试验
。

有
、

无微生物活动对沉积物磷释放影响见表
。

从表 看出
,

微生物作用对磷释放有明显影响
,

带菌组的沉积物释放后水体磷浓度均高

于无菌组
。

细菌组分解直接结果是加快了 的消耗
,

同时
,

微生物作用把沉积物中有机态

的磷转化
、

分解成无机总磷 一裤酸盐得到释放
,

而且把不溶性的磷化物转化成可溶性磷
。

表 有菌
、

无菌状态下沉积物磷释放 ℃
,

幻
、

单位 创

曲 到免 比 血 闭 邝 睑 日 团加已

条 件

有菌 好级

无菌 好级

有蔺 厌级

无菌 厌载

起始水体总麟浓度

认

释放后水本总碑浓度 水体总礴变化浓度

十

十

沉积物礴释放滤液蕊类生长潜力的测试

对 为
、

好氧和厌氧状态下
,

沉积物麟释放试验后滤液进行斜生栅列藻和羊角月

芽藻生长潜力侧试
,

对藻类生长的影响见图
、 ,

其平均最大现存量 了 和最大恃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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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见表
。

表 刁 试毅各组的平均最大现存 友益 和最

曲
。

‘ 盆 】 玩 口叩 翻

大特定增长率

脚 丘 甲。 , 比

试试 验 生 物物 试 脸 组 别别 总 扭扭 总 碑碑 艾 叮件件
哪 娜八 户 一

璧璧璧 过挂期水水 么 忍忍
。

砧砧 护护 压

厌级挂液液
。 。

护 氏 刊刊

列列列 好筑诊液液 ‘
。

朋朋
。

创 护护
,

住住住 卜 氏幼幼 压 习 么 护
,, 。

盂盂盂 过祥翻水水 凡 毖 】护护
。

价价

月月月 厌级祥液液 乳 肠肠
。

拐丫 护护 氏

芽芽芽 好级祥液液
。

‘ 肚 ’’ 几

燕燕燕 卜 护
。 ’’

表示与翻水组相比差异显著 。
·

︵曰专妇扮留杖峪

︵曰‘令︶归炸留长暇

时间

图 斜生栩列藻增长曲线

时间
图 羊角月芽燕增长曲线

今
一

厌氧撼液 湖水 好氧撼液
,

冬
一 。 湖水 厌氧旅液 , ‘ 好氧旅液

,

她 , 沈

及葱 吐 翻 幼 必 妙“

址 亡 亡

忍以 ‘
幽

邵

二
护, “龙汗 公二

由图
、

图 和表 刁可知
,

与过滤湖水组相比
,

沉积物在厌氧状态下释放后
,

能显著促进

斜生栩列藻增长
,

但不能促进羊角月芽藻增长
。

好氧状态下沉积物的释放均不能促使两种藻

类的增长
。

碑是藻类生长的主要营养元素之一
,

水体磷浓度是藻类生态学上一个限制因子
。

朱树

屏 对各种浮游藻类的试验
,

发现营养液中磷含量为 一 时
,

藻类生长良好
,

在

以下
,

藻类生长受到抑制
。

本试验中
,

厌氧沉积物磷释放撼液总磷浓度为
,

促进了藻类增长
,

而好氧沉积物磷释放滤液总磷浓度为
,

因此
,

不能促进

两种藻类增长
。

藻类对环境中磷的利用
,

一是能直接利用环境中磷化合物
,

二是通过向水体中释放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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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合物中获得磷
,

但在不同藻种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①
。

因此
,

厌氧沉积物碑释放滤液对斜

生橱列藻和羊角月芽藻表现了不同的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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