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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前后鱼塘沉积物中氮、磷、有机质、色素 ／()尹 放养前后鱼塘沉积物中氮、磷、有机质、色素 ／L／夕 

的变化及环境意义’ 

弓 

潘红玺 胡 云 

提 要 通对对鱼塘沉识物中营养盐、有机质及色隶在放荐前舌的剐试、对比分忻了在凡娄活动(幕埴) 

的影响下．由于鱼塘水忙快速富营荐化而引起底质上进指标的变化过程．其中快建沉积环境极有利 J：iE识邑紊 

的保存．具有较好的环境营养状况指示意义，同时有机质、邑景和营养盐之间存在着密目的啊关关系．造为利 

色景方法研究垣时间序列环境演变、尤其是在近代^粪话动影响下的环境 

苎 
分类号 P34 ／ 

湖泊沉积物中氰、磷 、有机质殪色素等指标 ．可以很好地 

厌 
富营养化水平及生产力高低 H前很多 

人用来研究确定古环境 。。 ．其中邑素成为可信度较高的指示指标之一 然而由于受到沉积时的环境、保存王I 

境．以及早期成岩等围素的影响，使其应 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尤其在应用到短a,j-i'n7亭列，高分辩率 境解译 

时问题更加突出．因此．解译指标的建立必须要有现代环境过程作为模板．近代环境变化的主委特点．是 凡娄 

活动居各项之首．鱼塘是一种特殊的湖泊．由于受人为围素影响，鱼塘的水质 可在短时间内(一年 速达到富 

营养程度．水体 内的动、植物遗骸、排泄物以及人类为了提 高池塘的生产力投放的有机、无机肥、践饵等陡建『冗 

淀到水底，构成池底特有的淤泥．改变了池底底质结构和环境状况．快速沉积硬掩埋 ，使沉积物记录了由于鱼 

塘水体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备成分变化的现代过程．围此，通过对新挖鱼塘在放养前后的沉积物中氯、磷、有机 

质及色素的综合比较分析，从萆种意义上讲 ．为研究古代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现代参考 

色索是植物细胞中重要的特有组分．它们能吸收光能，并弓I起～系列酶促反应⋯t同时 其本身也是 有 

特辣基田的电子传递蛋白酶 ，在它的作用下 H：o和CO：转化成碳水化 旨物和氧供给植物生长 色素可分为 

三大类 ：(1)叶绿素(CD'Ji(2)类胡萝 素(TC) (3)藻胆素 。各种植物体内存在者共同韵和不同的包索 早 

在 l96j每 Zulli**g 。指出，对于确定湖泊古生产力 ，沉积物中叶绿索及其衍生物可能是EE有机碳更为敏感的指 

标．j 985年 ，Swain 采用非邑谱方法方便地利用 CD，TC，颤藻黄素(0 研n蓝藻叶黄素(Myx 四砷包素探 

了它们在地层学方面的应用． 

色索CD普嫡存在于吾种高等植物及吾种藻类体内，滟泊高度富营养化 受大 量的 瓶输入均可使(、D值 

增加．TC昔遍存在于高等植物中 在内源生物 中主要存在于蓝绿藻内，而在绿藻中相对较少 0sc是 一种分布 

面较捷窄的色素，迄今为止仅见于颤藻属中的十别种(如 Amhrospira"J体内，而且有人认 为Osc的大量存在是 

湖泊将要转为富营养化的标志⋯．Myx主要存在于蓝藻内“I．围而，通过测定它们在水中的含量和种娄可推 

古湖泊的生产力．但在沉积物中由于受到保存环境，比如光照、氧化还原环境以及沉积速度等围素的影响．情 

况较为复杂．本文将结 台沉积物营养元素及有机质的分析，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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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方法 

O眷 

1．1 样品的采集及样点位置 

选择位于洪译潮西岸的江苏省牺洪县陈圩乡渔场 L的L年新开挖的四个长方形鱼塘作为研究对象．鱼塘 

水探 l Ora．面积为0．33kin l992年夏韧四十鱼塘混台放养了青鱼、草鱼、鲤鱼和鲢鱼．鱼种为 l龄鱼．鱼塘沉 

积物采样工作于 [992年 6月 20 El放养前开始 ，至放养第3年 t995年 6月结束．放养前后共采样 8趺．用歧 

得生采泥器采集表层沉积物． 

1．2 测试方法爰仪器 

沉积物中氮(开氏法 )、磷(酸溶一钼锑抗比色法)和有机质(电热板加热一重铬酸钾容量法)参照文献 进 

行；沉积物中色紊含量冽试参照文献”‘的方法 ，丙酮莘取并于 752紫外分光光度计根据 各色素的特征波长进 

行比色测定． 

2 结果和讨论 

2．1 沉积物中氮、磷的积累 

四个鱼塘放养前后底质分析(表 1)．底泥中氨．磷古量放养前低于放养后，且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而递 

增．由于养鱼后旖肥(人、畜粪肥，无机化肥)、投饵(颗粒饲料、豆饼、菜籽饼及水草)等增加了池塘环境的营养 

盐负荷量．同时外源物质的大量介入，使沉积建率增大，导致放养后底泥中的营养盐含量显明高于放养前． 

表 l 放养前后鱼塘低泥与水体中主要营养盐分析结果 

Tab．1 The nut en拈 concentration ~ediments and water befnre and atter 

the fish cu|turing in the selected ponds 

1·126 0．042 0．066 0-061 1．422 0．146 0．114 0．D88 1．604 0．182 0 131 0 105 1 731 0．205 0．143 0 115 

3 1 738 0．058 0．071 0．064 2．205 0 179 0 138 0 095 2．489 0．210 0．169 0 115 2 641 0． 26 0．190 0．128 

4 0 911 c}．OSO 0．I)64 m 06 1．389 0 098 0 103 (}．687 1．622 0．126 f)．123 0．101 1．762 c}148 f)．135 0．109 

沉积物 1N、TPt％ ．水体 'TN、TP(r~R／L) 

四个鱼塘沉积物中放莽前后氮、磷含量的变化与水体中主要营养盐放养前后变化基本一致．荠殖时间越 

长．水体中的 N、P含量越高． 

2．2 有机质与色素 

鱼塘放养前后底泥中有毛『L质含量分析结果表明(表 2)，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有机质含量也越高．鱼塘开 

始放养时，由于饵料的投放 施肥、鱼类排泄以及藻类、水生植物等迅速增加，反映在底泥中有机质含量相应快 

速上升．而在放养三年后 ，即 2~95年．由于鱼类养殖规模、饵料的投放量基本定型，没有其它污染物进入 ，藻类 

生产力也并不高，整十生态环境较稳定，因而，有机质含量增加速率减缓，年增长率没有 t993年和L994年大 

鱼塘沉积物中色索分析 了CD、TC、Osc和 Myx，并做了放养前后 的对比．根据分析，放养前后有明显差别 

(表 3)．放养前色素含量普遄低于放葬后的色素含量．如CD，TC，Myx的值普偏差 3倍，而 Osc变化较小． 

从表 3中可以看到几个塘在色素种类上CD、TC和Myx含量高，而 0 的含量较低．CD、TC含量增高说 

明了鱼塘本身藻类生物丰富t也反映了外来的有机物质增多．Myx和Osc含量的高低则反映了鱼塘本身浮游 

植物种群的现状．几个塘藻类的优势种均为蓝藻，尤其 l，3号塘其Myx含量高达 216．76、247．3#g／g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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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养前后鱼塘底泥巾有机质 旨量分析结果 

Tab 2 The organic concentration in sediments be{ore after fish culturiltg in four selected ponds 

鱼塘号 
CD TC CD／TC Ost． M yx O~'／M yx CD TC CD／TC M yx 【． f／Myx 

1)CD、TC(units／g{org)r Osc、Myx[pg／g(org)]． 

从 CD与 TC、Osc与Myx之间的比值分析 ．CD与TC两种邑素在沉积物中各占的比例放养前后变化不 

大 ·只是含量比放养前略有增高．而Osc与Myx的比值，在放养前后略有变化。其比值比放养前低． 

3 现代环境(解译)拟合 

沉积物邑素环境指标确定的主要田难在于沉积保留量的准确测定．但对于鱼塘现代快速沉积(每年平均 

0．5一l omm)．本次测定结果由沉积保留量引起的偏差似乎并不很大．由于鱼塘营养环境的变化．CD、TC、 

Mxy在放养前后差别极大．同时根据(田 l·及表 l、2)分析．可认为邑素与水体营养盐浓度及沉积有机物之问 

有等倍增长关系 

瑟100 囱。 ． 之差，多数仅相差lo 左右，测量误差的抖动已掩 0． } 一—固』：=：1国Fl至一 盖了这种变化，因而，并不足以作为环境解译的指 ．05} E；■ I●目 l 巨I 标．相反，沉积物色素浓度所反映的变化非常明 ” 盂蠹 —— 盏 ——— ———若 ：一 9】cL l 钟拍蛎 诣拍 l Z 4 曲 拍 9 j 龆 0 0 弛札 0 0 0 0 姐̈ 花 l二⋯鲫 ̈ n竹 “ 孙 的驰明瞄 0 0 n 0 ；7 ”帅珀 0 0 D i_a m 0 0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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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沧 

鱼塘快速沉积环境艟有利于沉积色素的保存．有机质的保存率遗产生量的 8O 田而沉积物邑索总量在 

设环境下具有较好的环境营养状况指示意望．褶反 色素tt值由手受凡为影响(投饵等)及洋游生物种群变化 

的影响厦而指示意义F降．’ 速沉积作用使沉积物有机质、营养盐和色素之间形成概为密切的正柜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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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tors and processes such as h~tense human activities and rapid eutrophication．cool【oiling 

the concelltrations of organic substances-ntttr[ents and organic pigments in sediments％vel e aI1a 

[yzed before and after fish culturing in four fishponds．Rest,its show that rapid sedimentation rate 

is more favorable for reservation of pigments that Call be a signJicant indicator for trophlc state of 

water bodies．In the meantime-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 among organic substances-l"~tttr[etltS and 

organic pigments in sediments．These can be tlseful in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l explanation by 

way of organic pigments index． 

Key Words Fishpond．sediments．pi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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