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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拟研究了有机质对太湖贡湖和五里湖沉积物不同形态氮释放动力学的影响，并从沉积物有机质官能团、各形态可转化态氮含量以及离
子释放量变化等方面对其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随着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增加，其各形态氮释放平衡时间延长，释放量呈先快速增加后缓
慢趋于平衡的趋势；氨氮最大释放量呈下降趋势，硝氮和溶解性有机态氮最大释放量呈先增加，后快速下降趋势；相比而言，污染严重的五里
湖，有机质对沉积物各形态氮释放量的影响大于污染较轻的贡湖．随有机质含量增加，沉积物ＳＯＥＦＮ含量增加，ＩＥＦＮ、ＳＡＥＦＮ和ＷＡＥＦＮ含
量降低；ＨＰＯ２ －４ 和ＳＯ２ －４ 释放量降低，溶解性有机碳释放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随着有机质含量增加，沉积物脂肪族官能团减少，极性官能团
增加．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增加，通过改变其极性官能团，影响各种离子释放量和使可转化态氮向稳定态转化，抑制各形态氮释放．
关键词：有机质；沉积物；氮形态；释放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４６８（２０１２）０２３３２０９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ｒｕｉ１，，ＺＨＡＯ Ｈａｉｃｈａｏ２，ＷＡＮＧ Ｊｕａｎ１，ＹＡＮＧ Ｓｕｗｅｎ１，ＪＩＡＯ Ｌｉｘｉｎ１，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ｃａｎ１
１． Ｓ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Ｌａｋ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２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０７５１３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ｆｏｒｍ 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Ｍ）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ｒｅｌｅａｓ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ｆｏｒｍ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ｉｏｎ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ｆｏｒｍ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 ｆｏｒｍ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Ｈ ＋４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 －３ 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ｆｏｒｍ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Ｇ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ＥＦＮ，ＳＡＥＦＮ ａｎｄ ＷＡＥＦＮ ａ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ＥＦ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ＨＰＯ２ －４ ａｎｄ ＳＯ

２ －
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ｕｔ ｐｏ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Ｎ ｔｏ ｓｔｅａｄｙ Ｎ ｆｏｒｍ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沉积物有机质主要指沉积物中的腐殖质以及

其他有机化合物，其在湖泊物质循环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沉积物有机质显著影响其氮素的释放
（金相灿等，１９９２），但其机理还不清楚．侯立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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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Ｔａｍ ａｎｄ Ｗｏｎｇ（１９９５）、Ｂｏａｔｍａｎ等（１９８２）、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等（１９９６）的研究发现有机质含量与氮素
的吸附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别在富
含有机质的沉积物中，有机质或有机无机复合体控
制着沉积物中氮素的吸附和释放行为．但Ｈｏｌｍｂｏｅ
等（２００２）、Ａｌｏｎｇｉ（１９９６）、Ｈｅｄｇｅｓ等（１９９５）等研究
则认为，有机质含量越高，就会包裹矿物质，阻塞更
多的ＮＨ ＋

４ 吸附点位，从而减弱沉积物对氮素的吸
附及固定．所以目前有关沉积物中有机质对其氮素
释放的影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在自然环境中有机
质在矿化分解过程中通过对沉积物中氮的形态、其
他离子以及环境条件的改变，影响沉积物中氮的释
放，因此有机质含量与氮释放间的关系很难确定．
近年来富营养化湖泊沉积物内源污染治理逐步受
到重视，而沉积物原位修复及疏浚工程使表层沉积
物发生变化，探讨该变化对沉积物氮磷释放的影
响，对于富营养湖泊内源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而获得矿物结构相同，有机质含量不同的沉
积物是研究有机质与氮释放之间关系的首要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Ａｌｏｎｇｉ，１９９６）使用过氧化氢部分去
除土壤中有机质，可克服有机质漫长腐殖化过程，
排除土壤类型和矿物成分等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
响．本文在实验室模拟条件下，不考虑有机质矿化，

研究有机质对沉积物氮素释放的影响．选择五里湖
和贡湖沉积物，通过预处理得到不同有机质含量的
沉积物样品，研究有机质对其氮素释放动力学影
响，并从有机质官能团和各形态可转化态氮含量的
变化以及相关离子释放量变化等方面，探讨有机质
对沉积物氮释放的影响机理．
２　 样品预处理与实验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 １　 样品预处理

以贡湖（Ｇ）和五里湖（Ｗ）两个沉积物样品为试
验原材料，五里湖和贡湖的具体特性如文献（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所示，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参数见表１．
处理方法：用３０％的过氧化氢将样品中的有机质含
量处理呈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别称取２００ ｇ沉积物
干样放入１０００ ｍＬ的烧杯中，成比例的加入３０％的
过氧化氢（土液比为１ ｇ∶１０ ｍＬ），直到样品混合液中
不再有气泡为止．将烧杯放在电炉上沸腾５ ｍｉｎ，去
除多余的过氧化氢，然后将混合液倒入封口袋中冷
冻干燥．待样品完全干燥后，研磨过６０目筛，采用重
铬酸钾硫酸外加热法测定样品中有机质的含量．此
过程反复进行，直到样品中有机质含量达到试验要
求，各样品有机质含量见表２．

表１　 沉积物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沉积物
样品 ＯＭ

ＣＥＣ
／（ｍｍｏｌ·ｇ － １）

ＴＮ
／（ｍｇ·ｋｇ － １）

ＴＰ
／（ｍｇ·ｋｇ － １） Ｆｅ Ｃａ Ａｌ

贡湖　 １ ． ６６％ ± ０． ０５％ ０． ２２ ± ０． ０１ １８７７ ± ９１ ８１４ ± １２ ４． ９２％ ± ０． ０６％ ０． ９７％ ± ０． ０３％ １２． ３８％ ± ０． ８９％

五里湖０． ９０％ ± ０． ０３％ ０． １５ ± ０． ０１ ７７４ ± ３０ ４２３ ± １３ ４． ７９％ ± ０． ０５％ １． ０２％ ± ０． ０４％ １１． １８％ ± ０． １０％

表２　 处理后沉积物中有机质及氮磷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Ｍ，ＴＮ，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样品 ＯＭ含量 去除率 ＴＮ ／（ｍｇ·ｋｇ － １） ＴＰ ／（ｍｇ·ｋｇ － １）
Ｗ１ １． ６５％ ± ０． ０５％ １８７７ ± ９１ ８１４ ± １２

Ｗ２ ０． ８０％ ± ０． ０１％ ５１． ６％ １８０２ ± ７８ ８０６ ± １７

Ｗ３ ０． ４８％ ± ０． ０１％ ７１． ０％ １７０２ ± ３８ ７８６ ± ２１

Ｗ４ ０． ２８％ ± ０． ０１％ ８３． ２％ １９３７ ± ６９ ８８３ ± １８

Ｇ１ ０． ９０％ ± ０． ０２％ ７７４ ± ３０ ４２３ ± １３

Ｇ２ ０． ６１％ ± ０． ０１％ ３２． １％ ７２５ ± ２４ ４０２ ± １６

Ｇ３ ０． ４１％ ± ０． ０１％ ５４． ５％ ７１０ ± ３２ ３９４ ± ８

Ｇ４ ０． ２１％ ± ０． ０１％ ７６． ５％ ７９３ ± ２８ ４４５ ± １８

２． ２　 实验方法
２． ２． １　 沉积物氮素释放动力学　 称取沉积物干样

０． ５０００ ｇ若干份，置于１００ ｍＬ聚乙烯离心管中，加
入０． ０２ ｍｇ·Ｌ － １的ＫＣｌ溶液５０ ｍＬ，在２５ ℃恒温振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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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２００ ｒ·ｍｉｎ － １）．每隔一定时间（５、１０、３０、６０、９０、
１２０和１８０ ｍｉｎ）取出离心管在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 － １条件下
离心１５ ｍｉｎ，上清液过０． ４５ μｍ滤膜．分别测定上
清液中氨氮（ＮＨ ＋

４ Ｎ）、硝氮（ＮＯ －３ Ｎ）、溶解性总氮
（ＤＴＮ）和溶解性有机氮（ＤＯＮ）的含量．氨氮采用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计法；硝氮采用氨基磺酸分光光度
计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２）；ＤＴＮ采用配备有
ＴＮＭ的ＴＯＣ仪测定；ＤＯＮ采用差减法计算，ＤＯＮ ＝
ＴＯＮ － ＮＨ ＋

４ Ｎ － ＮＯ
－
３ Ｎ．以上试验在相同条件下作

３次平行，相对误差低于５％ ．
２． ２． ２　 沉积物中不同离子浓度的测定　 沉积物中
Ｃｌ －、ＨＰＯ２ －４ 及ＳＯ２ －４ 浓度，采用戴安ＤＸ１２０实用型
离子色谱仪，ＴＯＣ 采用ＴＯＣ 仪（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ＴＯＣ
５０００，日本）对２． ２． １节中上清液进行测试．
２． ２． ３　 沉积物中可转化态氮的提取与测定　 沉积
物中可转化态氮的分析采用戴纪翠等的分级方法
（戴纪翠，２００７），得到沉积物的４种可转化态氮，分
别为离子交换态氮（ＩＥＦＮ）、弱酸可浸取态氮
（ＷＡＥＦＮ）、强碱可浸取态氮（ＳＡＥＦＮ）和强氧化剂
可浸取态氮（ＳＯＥＦＮ）．
２． ２． ４　 红外光谱分析　 沉积物红外光谱分析采用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操作步骤如下：分别
称取０． ００１５ ｇ处理后样品和吸附平衡后样品，并配
以０． １５ ｇ ＫＢｒ研磨、压片，进行红外光谱测试．所用
仪器为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Ｎｉｃｏｌｅｔ ５ＰＣ红外光谱
仪，软件为Ｏｍｎｉｃ １． ２ｂ（许端平等，２００５）．

３　 结果与分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１　 有机质对沉积物氨氮释放动力学的影响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氨氮释放的动力学过
程如图１所示，各沉积物中氨氮的释放具有相似的
变化趋势，先是一个相对快速的释放，而后缓慢释
放逐渐达到释放平衡． Ｗ１和Ｇ１处理在９０ ｍｉｎ左右
达到释放平衡，其他３个处理基本上在前６０ ｍｉｎ内
氨氮的释放达到平衡．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同
（张丽萍等，２００３；Ｍｏｒ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去除有机质后
沉积物氨氮的释放平衡时间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
前．为了定量分析氨氮释放动力学过程，用一级动
力学方程描述（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Ｑｔ ＝ Ｑｍａｘ × （１ － ｅ － ｋｔ） （１）
式中，Ｑｔ为ｔ时刻的氨氮释放量（干重，ｍｇ·ｋｇ － １）；
Ｑｍａｘ为释放平衡时氨氮的释放量（ｍｇ·ｋｇ － １）；ｋ为氨
氮释放速率常数；ｔ为释放时间（ｍｉｎ）．拟合参数如
表３所示．氨氮的释放速率ｋ随着有机质去除量的
增加呈上升趋势．氨氮Ｑｍａｘ随着有机质的去除量的
增加呈急剧上升趋势，Ｗ４、Ｗ３、Ｗ２样品氨氮的Ｑｍａｘ
分别是Ｗ１释放量的２２、１６、１０倍；Ｇ４、Ｇ３、Ｇ２样品
氨氮的Ｑｍａｘ分别是Ｇ１释放量的１３、９． ５和７倍．五
里湖沉积物去除有机质后，其氨氮释放量增加倍数
显著高于贡湖，由于五里湖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高
于贡湖沉积物，相同处理水平去除有机质总量高于
贡湖，所以对最大释放量的影响也高于贡湖．可见
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氨氮的最大释放量减少，而
且有机质的增加幅度和释放量减少的量呈正相关．

图１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氨氮释放动力学曲线
Ｆｉｇ． １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ＮＨ ＋４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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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沉积物氨氮释放一级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参数 五里湖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贡湖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Ｑｍａｘ ４９． ８０ ４９８． ６７ ７８１． ７７ １０９８． ５２ ２８． ０３ ２０１． ７９ ２６７． ４７ ３６０． ３０

ｋ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４７ ０． ０３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１． ７９

Ｒ２ ０ ． ８７ ０． ７９ ０． ８６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８

３． ２　 有机质对沉积物硝氮和溶解性有机氮释放动
力学的影响
沉积物中硝氮的释放动力学特征如图２所示，

各沉积物中硝氮释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为，随着释
放时间的延长先快速释放，而后缓慢释放逐渐达到
释放平衡．五里湖各沉积物在３０ ｍｉｎ基本达到平
衡；贡湖在６０ ｍｉｎ达到平衡．可见五里湖沉积物的
释放平衡时间比贡湖快１倍，硝态氮的释放平衡时
间受多种因素所影响．为了定量分析硝氮释放动力
学过程，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描述（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Ｑｔ ＝ Ｑｍａｘ ×（１ － ｅ － ｋｔ） （２）
拟合参数如表４所示．硝氮的Ｑｍａｘ随着有机质

去除量的增加，先是快速增加，而后降低，这与氨氮
释放的趋势不同． Ｗ４、Ｗ３、Ｗ２样品硝氮的Ｑｍａｘ分别
是Ｗ１硝氮释放量的４２． ０、８３． ２和８２． ９倍，Ｇ４、Ｇ３、
Ｇ２样品硝氮的释放量分别是Ｇ１ 硝氮释放量的
１８ ２、２６． ９和２４． ７倍．其中Ｗ４和Ｇ４处理，硝氮的
释放量分别是Ｗ２和Ｇ２的１ ／ ２左右．五里湖各处理
硝氮释放量增加倍数高于贡湖．可见随着有机质含
量的增加硝氮的释放量呈先升高后快速下降趋势．

图２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硝氮释放动力学曲线
Ｆｉｇ． ２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ＮＯ －３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表４　 沉积物硝氮释放一级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参数 五里湖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贡湖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Ｑｍａｘ ７ ． ４７ ６１８． ９１ ６２１． ８６ ３１７． ０８ １３． ９４ ３４４． ０７ ３７４． ６９ ２５３． ８７

ｋ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１

Ｒ２ ０ ． ６９ ０． ７５ ０． ６８ ０． ６４ ０． ６７ ０． ５８ ０． ６２ ０． ５８

　 　 溶解性有机氮的释放特征如图３所示，利用一
级动力学方程模拟相关性较低． Ｗ１、Ｗ２、Ｗ３、Ｗ４中
ＤＯＮ的释放量分别达到２８． ５、４４０． ３、４０３． ３ 和
３９０ ９ ｍｇ·ｋｇ － １，Ｇ１、Ｇ２、Ｇ３、Ｇ４中ＤＯＮ的释放量分

别为２３． １、２３７． ７、２８８． １和４０． ９ ｍｇ·ｋｇ － １ ．随着去除
沉积物有机质量的增加ＤＯＮ的释放量变化趋势与
硝氮相同．可见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沉积物
ＤＯＮ的释放量呈先上升后快速下降趋势．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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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溶解性有机氮释放动力学曲线
Ｆｉｇ． ３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４　 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４． １　 沉积物有机质结构对氮释放的影响

根据梁重山通过比表面积及扫描电镜等手段
对过氧化氢处理后样品的性质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土壤样品经过过氧化氢溶液处理后，分级样品的比
表面积略有增加，有机质含量均以不同比例下降，
土壤结构未有大的破坏（梁重山等，２００５）．这样能
克服因土壤物理结构的变化对吸附试验的不利影
响，试验结果能比较真实反映土壤有机质的组成变
化对吸附过程的影响． Ｈ２Ｏ２的氧化处理对样品结构
没有大的破坏，仅仅是去除了有机质．因此，各形态
氮释放量的变化主要是由有机质量的去除以及有
机质在氧化过程中结构的变化减弱了对氮的吸附
能力．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因具有样品用量
少、分析速度快、不破坏样品等特点，使其成为分子
结构鉴定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在生物学、化学和
环境科学等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处理沉
积物样品的红外光谱图如图４所示，结果显示，两个
沉积物４ 个处理样品在３６３０、３４２０、２９２７、２８５１、
１６４０、１０３０、７７８、６９６、５３４、４７１ｃｍ － １等波数处有明显
吸收峰，具体各波数处的归属见表５． ４７０ ～ １０３０
ｃｍ － １波数处吸收峰基本相同，其为伊利石／蒙脱石
混层（孟凡德等，２００４；王玉等，２００３），表明过氧化
氢对样品的处理没有改变沉积物的矿物结构． ４个
处理样品分别在３６３０ ｃｍ － １、３４２０ ｃｍ － １、１６４０ ｃｍ － １

及１０３０ｃｍ － １处出现明显的吸收峰，表明这些样品中
均含有缔合和非缔合羟基、酰基、醌基或氢键共轭

图４　 五里湖和贡湖沉积物样品的红外光谱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 ａｎｄ Ｇ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的酮、多糖或多糖类物质及硅酸盐类物质（Ｄ′Ａｎｇｅ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但是随着有机质去除量的增加，样品
在这些波数下的吸收强度或峰面积发生了变化，表
明对应峰的基团含量有所变化（Ｄ′Ａｎｇｅｌ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Ｗ１和Ｗ２样品在２９２７和２８５１ ｃｍ － １处出现
了吸收峰，Ｗ３和Ｗ４中则没有．这主要是在过氧化
氢的氧化过程中，并不是先氧化样品胶体表面的有
机质，然后再氧化深层有机质，而是选择性的先氧
化含极性官能团的有机质（梁重山等，２００５）．本样
品在２９２７ ｃｍ － １ 和２８５１ ｃｍ － １ 处的脂肪族中，
—ＣＨ３、—ＣＨ２可能是过氧化氢氧化优选的极性官能
团，于是随着过氧化氢用量的增加，样品在２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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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 １和２８５１ ｃｍ － １处的峰面积逐渐减小，直到消失．
因为沉积物中极性官能团对氮素具有较强的吸附
能力，所以随着有机质去除量的增加，极性官能团
减少对氮素的吸附能力变弱，氮素的释放量增加，
释放平衡时间缩短．同时，—ＣＨ３、—ＣＨ２ 等在过氧
化氢的氧化作用下可能转化为羟基、酰基或醌基
等，于是引起３４２０ ｃｍ － １处和１６４０ ｃｍ － １处峰面积明
显变大，特别在Ｗ３和Ｗ４样品在３４２０ ｃｍ － １处，其
峰面积明显变大．硝态氮可能以硝基的形式与羟
基、酰基或醌基等发生置换及吸附作用，因此随着
有机质去除量的增加，硝态氮逐步被极性官能团释
放，沉积物硝态氮释放量增加，而随着—ＣＨ３、—ＣＨ２
等转化为羟基、酰基或醌基，使沉积物中硝态氮重
新被吸附释放量降低．
表５　 红外光谱特征吸收峰的归属（Ｄ′Ａｎｇｅ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顾志忙等，

２０００）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ｓ ｉｎ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波数／ ｃｍ － １ 归属
３６００ ～ ３７００ υ （—ＯＨ），非缔合氢键

３３００ ～ ３４５０
υ （Ｏ—Ｈ）氢键缔合酚羟基或醇羟基；
υ （—ＮＨ），氢键缔合

２８４０ ～ ２９５０ υ （—ＣＨ），脂肪族和脂环族
１６３０ ～ １６６０ υ （ Ｃ Ｏ），酰基、醌基或氢键共轭的酮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υ （Ｃ—Ｏ），多糖或多糖类物质；υ （Ｓｉ—Ｏ），硅
酸盐

沉积物中有机质在被Ｈ２Ｏ２氧化的过程中，有机
质逐渐被氧化，含量减少，同时，随着有机质含量的
减少，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有机质越难被分解氧
化．使不同处理有机质不但含量变化，在组成上也
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沉积物对氮素的释放．
五里湖和贡湖沉积物，由于其污染程度及来源不同
而引起的有机质含量及组分差异，使氮素释放量也
有差别．污染严重的五里湖沉积物随有机质含量下
降氮素释放量的增加要比污染相对较轻的贡湖显
著的多．结果可见，五里湖沉积物在经Ｈ２Ｏ２处理后，
其４个处理在光谱显示上存在明显差别．但是贡湖
沉积物４个处理的光谱显示却几乎一样，没有明显
差别，这可能和沉积物自身的特性有关．虽然贡湖
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比五里湖低，污染水平也没有
五里湖高，但在用Ｈ２Ｏ２处理时，单位重量的贡湖沉
积物消耗的Ｈ２Ｏ２却比五里湖要多，且伴有更多的气
泡冒出．同时有机质的去除率也没有五里湖高，其
有机质的去除率分别达到原来的３２． １％、５４． ５％和
７６． ５％，而五里湖分别达到原来的５１． ６％、７１． ０％

和８３． ２％，这种现象表明两个湖泊沉积物中有机质
的腐质化程度不一样．五里湖沉积物有机质的含量
较高，但多为藻类腐烂等所形成的新腐殖质（李文
朝，１９９６），比较容易被Ｈ２Ｏ２氧化，贡湖沉积物有机
质含量相对较少，但是其来源以湖中生长的维管水
生植物为主，演化时间比较久远（袁旭音等，２００２；
瞿文川等，１９９７）．根据笔者的研究，五里湖沉积物
中有机质的８７． ２５％分布在细颗粒中，贡湖沉积物
中有机质仅有５０％左右分布在细颗粒中，而粒度的
分布与湖泊的污染水平有关（王圣瑞等，２００４；李江
等，２００７）．因此，贡湖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低，腐殖化
程度轻，不易被氧化；五里湖有机质含量高，腐殖化
程度高，易氧化，从而引起五里湖沉积物处理后氮
素释放量的变化幅度大于贡湖．沉积物被Ｈ２Ｏ２氧化
后有机质组分及腐殖化程度发生变化，也是引起氮
素释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
４． ２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中可转化态氮的形态

分布
沉积物中氮素的释放和沉积物中氮素的存赋

形态密切相关，可转化态氮（ＴＴＮ）是沉积物氮素中
较为活跃的部分，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氮循环中，是
沉积物氮素中“有效”的组分（马红波等，２００３；吕晓
霞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同时，不同形态氮在湖泊氮循
环中的作用和意义不同（马红波等，２００３；Ｌü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利用分级浸取分离法，根据氮与沉积物的结
合强度将ＴＴＮ 分为４ 种形态，即离子交换态氮
（ＩＥＦＮ）、弱酸可提取态氮（ＷＡＥＦＮ）、强碱可提取
态氮（ＳＡＥＦＮ）与强氧化剂可提取态氮（ＳＯＥＦＮ）．
不同处理各形态氮的变化如图５所示，Ｗ１和Ｇ１样
品中ＴＴＮ各形态氮含量的分布顺序为ＳＯＥＦＮ ＞
ＩＥＦＮ ＞ ＳＡＥＦＮ ＞ ＷＡＥＦＮ． Ｗ２、Ｗ３、Ｗ４中ＳＯＥＦＮ
含量分别为Ｗ１中ＳＯＥＦＮ含量的９． ５８％、５． ４８％
和４． ９０％，Ｇ２、Ｇ３、Ｇ４样品中ＳＯＥＦＮ含量分别为
Ｇ１中ＳＯＥＦＮ含量的９． ８７％、７． ６８％和５． ５７％ ．可
见随着有机质含量的下降，沉积物ＴＴＮ中ＳＯＥＦＮ
的含量急剧降低． Ｗ２、Ｗ３、Ｗ４中ＩＥＦＮ含量分别为
Ｗ１中ＩＥＦＮ含量的１５． ３６、１８． １３和１７． １３倍，Ｇ２、
Ｇ３、Ｇ４中ＩＥＦＮ含量分别为Ｇ１中ＩＥＦＮ含量的
１１． ２６、１３． １３和１０． ４９倍．可见随着有机质含量的
下降，沉积物ＴＴＮ中ＩＥＦＮ含量急剧增加． ＳＡＥＦＮ
和ＷＡＥＦＮ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可见在用
Ｈ２Ｏ２氧化有机质时，有机质中有机态的ＳＯＥＦＮ被
转化为ＩＥＦＮ、ＳＡＥＦＮ或ＷＡＥＦＮ．污染相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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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里湖沉积物中ＳＯＥＦＮ和ＩＥＦＮ含量的变化要
高于污染较轻的贡湖沉积物，这和笔者研究污染程
度轻的贡湖沉积物无论总可转化态氮还是各形态
可转化态氮，其相对含量均低于污染程度重的五里
湖沉积物的结果相一致（王圣瑞等，２００７）．研究表
明，不同形态ＴＴＮ对沉积物中氮素释放贡献的大小
排序为：ＩＥＦＮ ＞ ＳＯＥＦＮ ＞ ＷＡＥＦＮ ＞ ＳＡＥＦＮ，
且各形态ＴＴＮ的释放量占其自身比例的大小顺序
为：ＩＥＦＮ ＞ ＷＡＥＦＮ ＞ ＳＡＥＦＮ ＞ ＳＯＥＦＮ（马红
波等，２００３）．随着沉积物有机质含量的降低ＩＥＦＮ
含量呈增加趋势，ＳＯＥＦＮ逐步向其它形态转化，从
而促进了沉积物中氮素的释放量增加．可见，随着
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减少，促进沉积物中ＴＴＮ向弱吸
附态转化，从而增加沉积物中氮素的释放量．

图５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中可转化态氮的赋存分布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Ｔ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４． ３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中相关离子的释放
特性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在释放平衡时沉积物

中ＴＯＣ和Ｃｌ －、ＨＰＯ２ －４ 及ＳＯ２ －４ 的释放量如表６所
示．沉积物中ＨＰＯ２ －４ 和ＳＯ２ －４ 的释放量均随着有机
质去除量的增加而增加．崔桂芳等研究表明（崔桂
芳等，２００６），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土壤中阴离
子交换量随之减少．表明有机质被氧化后，沉积物
表面原来被有机质覆盖的矿物质也裸露出来，加速
了沉积物中矿物质离子释放．另外，ＳＯＥＦＮ是由可
转化有机态氮和硫化物结合态氮组成的（马红波
等，２００３；吕晓霞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因此ＳＯＥＦＮ含
量的急剧减小可能引起ＳＯ２ －４ 等离子的释放量增
加．氨态氮在沉积物中以正离子形态存在和其它负
离子相互偶联，因此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减少沉积物

ＨＰＯ２ －４ 和ＳＯ２ －４ 的释放趋势与氨氮一致．马红波等
（马红波等，２００３；吕晓霞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４）研究表明，
沉积物中的氮素和各离子紧密结合．可见沉积物中
氨氮不仅受到有机质的影响还间接受到其它离子
的影响，当有机质吸附的氨态氮被释放出来后可能
立刻被其他离子所夺取，所以很难被有机质的其他
集团再次俘获．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的ＴＯＣ释放
量顺序分别为Ｗ２ ＞ Ｗ３ ＞ Ｗ４ ＞ Ｗ１和Ｇ３ ＞ Ｇ２ ＞ Ｇ４
＞ Ｇ１，这和沉积物中ＤＯＮ的释放规律相一致．表明
沉积物中ＤＯＮ的释放和ＴＯＣ的释放趋势一致，这
与焦坤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焦坤等，２００５）． ＤＯＮ
的释放主要受到有机碳的影响，结果表明ＤＯＮ释放
量随着有机碳含量减少而增加．不同有机质含量沉
积物中Ｃｌ －释放量的大小顺序分别为Ｗ２ ＞ Ｗ３ ＞
Ｗ１ ＞ Ｗ４ 和Ｇ３ ＞ Ｇ４ ＞ Ｇ２ ＞ Ｇ１，这和ＨＰＯ２ －４ 和
ＳＯ２ －４ 释放量随有机质含量减少的变化趋势不同．
Ｃｌ －释放量的增加可能和ＳＯＥＦＮ含量的减小以及
ＩＥＦＮ含量的增加有关．
表６　 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中ＴＯＣ和相关离子的释放浓度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Ｃ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ｏｎｓ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样品 ＴＯＣ
／（ｍｇ·ｇ － １）

Ｃｌ －

／（ｍｇ·ｇ － １）
ＨＰＯ２ －４
／（ｍｇ·ｇ － １）

ＳＯ２ －４
／（ｍｇ·ｇ － １）

Ｗ１ １． ０６８ １． ２０３ ｎｄ ０． ７４６

Ｗ２ ３． １８６ １． ２４１ ０． ０５７ １． ８２４

Ｗ３ ２． ０５１ １． ２０７ ０． ０８４ ２． １４６

Ｗ４ １． ３４８ １． １７１ ０． ３３１ ２． ２７９

Ｇ１ ０． ９２３ １． ０６６ ｎｄ ０． ７９１

Ｇ２ １． ８４３ １． ０７１ ０． ０４７ １． ４２７

Ｇ３ ２． ２６９ １． １１２ ０． ０８９ １． ６４３

Ｇ４ １． ３２１ １． ０８６ ０． ２５４ １． ５６１

　 　 注：ｎｄ表示未检出．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不同有机质含量沉积物中各形态氮的释放

趋势基本一致，但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各形态
氮素释放平衡时间延长．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
氨氮释放量逐渐降低，硝氮、溶解性有机氮释速率
先是快速下降，而后升高．污染严重的五里湖沉积
物氮素的释放量变化幅度大于污染较轻的贡湖沉
积物．

２）五里湖沉积物随着有机质的去除红外光谱
在３４２０ ｃｍ － １处，峰面积明显变大，但在２９２７ 和
２８５１ ｃｍ － １处锋面积变小至消失．随着沉积物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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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增加，有机质的极性集团逐渐增加，增强了
对氮素的吸附能力；脂肪族集团逐渐减少，减弱了
对硝态氮的吸附能力．因此有机物质进入湖泊后会
逐步矿化分解释放氮素．

３）随着沉积物有机质含量的增加，沉积物中不
同形态可转化态氮的变化不同，ＳＯＥＦＮ急剧升高，
ＩＥＦＮ急剧减少，ＳＡＥＦＮ和ＷＡＥＦＮ也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弱吸附态氮向可
转化态转化，抑制了氮素的释放．因此在富营养化
湖泊生态修复过程中，通过降低表层沉积物中的有
机质含量，促进沉积物中氮素的释放．

４）随着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ＨＰＯ２ －４ 和
ＳＯ２ －４ 的释放量降低，ＴＯＣ的释放量呈先上升后下
降．沉积物中ＨＰＯ２ －４ 和ＳＯ２ －４ 的释放与氨氮的释放
趋势一致，ＴＯＣ的释放与硝氮和ＤＯＮ的释放趋势一
致．沉积物中氨氮的释放受其它负离子影响，溶解
性有机氮的释放主要受有机碳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ｉ Ｄ Ｍ．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４：１２３
１４８

Ｂｏａｔｍａｎ Ｃ Ｄ， Ｍｕｒｒａｙ Ｊ Ｗ． １９８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ＮＨ ＋４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ｆ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７：９９１１０

崔桂芳，关连珠，孙琳，等． ２００６． 有机质含量对棕壤表面电荷及
ＮＨ ＋４ 的吸附解吸特性的影响［Ｊ］． 土壤肥料，１：１７２０

Ｃｕｉ Ｇ Ｆ，Ｇｕａｎ Ｌ Ｚ，Ｓｕｎ 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 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Ｈ ＋４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ｏｗｎ ｓｏｉｌ ［Ｊ］．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１：１７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ｎｇｅｌｏ Ｅ Ｍ，Ｒｅｄｄｙ Ｋ Ｒ． １９９４．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ＩＩ．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Ｊ］．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Ｑｕａｌ，２３：９３７
９４３

戴纪翠，宋金明，李学刚，等． ２００７． 胶州湾沉积物中氮的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环境意义［Ｊ］． 第四纪研究，２７（３）：３４７３５５

Ｄａｉ Ｊ Ｃ，Ｓｏｎｇ Ｊ Ｍ，Ｌｉ Ｘ 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ｓｅｄｍｅｎｔｓ［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７（３）：３４７３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顾志忙，王晓蓉，顾雪元，等． ２０００．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和核磁共

振法对土壤中腐殖酸的表征［Ｊ］． 分析化学，２８（３）：３１４３１７
Ｇｕ Ｚ Ｍ，Ｗａｎｇ Ｘ Ｒ，Ｇｕ Ｘ Ｙ，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８（３）：３１４３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ｄｇｅｓ Ｊ Ｉ，Ｋｅｉｌ Ｒ Ｇ． １９９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４９：
８１１１５

Ｈｏｌｍｂｏｅ Ｎ，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 ２００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Ｗａｄｄｅｎ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０：４５３４６０

侯立军，刘敏，蒋海燕，等． ２００３． 河口潮滩沉积物对氨氮的等温吸
附特性［Ｊ］． 环境化学，２２（６）：５６８５７２

Ｈｏｕ Ｌ Ｊ，Ｌｉｕ Ｍ，Ｊｉａｎｇ Ｈ Ｙ，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２（６）：５６８５７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 Ｌ Ｊ，Ｌｉｕ Ｍ，Ｊｉａｎｇ Ｈ Ｙ．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５：７２７８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 Ｗ Ｖ，Ｍａｌｓｃｈａｅｒｔ Ｊ Ｆ Ｐ． １９９６．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１４１５１４３５

Ｒｕ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Ｋ Ｃ． １９９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Ｌｉｍｎｏｌ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３７：１４６０１４８２

焦坤，李忠佩． ２００５．土壤溶解有机质的含量动态及转化特征的研
究进展［Ｊ］． 土壤，３７（６）：５９３６０１

Ｊｉａｏ Ｋ，Ｌｉ Ｚ Ｐ． ２００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Ｊ］． Ｓｏｉｌｓ，３７
（６）：５９３６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相灿，徐南妮，张雨田，等． １９９２． 沉积物污染化学［Ｍ］．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１２６

Ｊｉｎ Ｘ Ｃ，Ｘｕ Ｎ Ｎ，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ｙｍｉｓｔ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 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江，金相灿，姜霞，等． ２００７． 太湖不同营养水平湖区沉积物理化
性质和磷的垂向变化［Ｊ］． 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４）：６４６９

Ｌｉ Ｊ，Ｊｉｎ Ｘ Ｃ，Ｊｉ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４）：６４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文朝． １９９６． 五里湖富营养化过程中水生生物及生态环境的演变

［Ｊ］． 湖泊科学，８（增刊）：３７４５
Ｌｉ Ｗ Ｃ． １９９６．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ｌｉ ｂａｙ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 （Ｓｕｐｐｌ）：３７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重山，党志，刘丛强，等． ２００５． 土壤有机质对菲的吸附解吸平
衡的影响［Ｊ］．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２６（４）：６７１６７６

Ｌｉａｎｇ Ｃ Ｓ，Ｄａｎｇ Ｚ，Ｌｉｕ Ｃ Ｑ，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ｏｆ 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２６（４）：６７１６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ü Ｘ Ｘ，Ｓｏｎｇ Ｊ Ｍ，Ｙｕａｎ Ｈ 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２）：１４８１５６

吕晓霞，宋金明，袁华茂，等． ２００４ａ．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氮的潜
在生态学功能［Ｊ］． 生态学报，２４（８）：１６３５１６４２

Ｌü Ｘ Ｙ，Ｓｏｎｇ Ｊ Ｍ，Ｙｕａｎ Ｈ 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ａ．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４（８）：１６３５１６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晓霞，宋金明． ２００４ｂ． 南黄海不同粒度表层沉积物中可转化氮与

９３３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３２卷

环境因子的关系［Ｊ］． 环境化学，２３（３）：３１４３２０
Ｌü Ｘ Ｘ，Ｓｏｎｇ Ｊ Ｍ． ２００４ｂ．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ｔ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３（３）：３１４３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红波，宋金明，吕晓霞，等． ２００３． 渤海沉积物中氮的形态及其在
循环中的作用［Ｊ］． 地球化学，３２（１）：４８５４

Ｍａ Ｈ Ｂ，Ｓｏｎｇ Ｊ Ｍ，Ｌü Ｘ Ｙ，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
３２（１）：４８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凡德，姜霞，金相灿． ２００４． 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物理化性质的
研究［Ｊ］． 环境科学研究，１７：２４２９

Ｍｅｎｇ Ｆ Ｄ，Ｊｉａｎｇ Ｘ，Ｊｉｎ Ｘ Ｃ． ２００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２４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编． ２００２．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４版）
［Ｍ］．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３４２５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３４２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ｒｉｎ Ｊ，Ｍｏｒｓｅ Ｊ Ｗ． １９９９．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ｇｕｎａ Ｍａｄｒ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６５：
９７１１０

瞿文川，薛滨，吴艳宏，等． １９９７． 太湖１４００年以来古环境演变的
湖泊记录［Ｊ］． 地质力学学报，３（４）：５３６１

Ｑｕ Ｗ Ｃ，Ｘｕｅ Ｂ，Ｗｕ Ｙ Ｈ，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４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３（４）：５３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袁旭音，陈骏，季峻峰． ２００２． 太湖现代沉积物的物质组成和形成
条件分析［Ｊ］．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３８ （６）：７５４ ７６２

Ｙｕａｎ Ｘ Ｙ，Ｃｈｅｎ Ｊ，Ｊｉ Ｊ Ｆ．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 （６）：７５４  ７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ｍ Ｎ Ｆ Ｙ，Ｗｏｎｇ Ｙ Ｓ． １９９５．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ｓｏｉｌｓ ａｓ ｓｉｎｋｓ ｆｏｒ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ｏｒ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２９５：２３１２４１
王玉，张一平，陈思根． ２００３． 中国６种地带性土壤红外光谱特征研

究［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５７６１
Ｗ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Ｙ Ｐ，Ｃｈｅｎ Ｓ Ｇ．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ｚ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５７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Ｓ Ｒ，Ｊｉｎ Ｘ Ｃ，Ｐ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２８９：３３９３４６

王圣瑞，金相灿，焦立新． ２００７．不同污染程度湖泊沉积物中不同粒
径可转化态氮分布［Ｊ］．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３）：５２５７

Ｗａｎｇ Ｓ Ｒ， Ｊｉｎ Ｘ Ｃ， Ｊｉａｏ Ｌ Ｘ． ２００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３）：５２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圣瑞，赵海超，周小宁，等． ２００４． 五里湖与贡湖不同粒径沉积物
中有机质、总氮和磷形态分布研究［Ｊ］． 环境科学研究，１７（增
刊）：１１１４

Ｗａｎｇ Ｓ Ｒ，Ｚｈａｏ Ｈ Ｃ，Ｚｈｏｕ Ｘ 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ｇ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 （Ｓｕｐｐｌ）：１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端平，陈洪，曹云者，等． ２００５． 多环芳烃菲在不同土壤及其组分
中的吸附特征研究［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４（４）：６２５６２９

Ｘｕ Ｄ Ｐ，Ｃｈｅｎ Ｈ，Ｃａｏ Ｙ Ｚ，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４
（４）：６２５６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丽萍，袁文权，张锡辉． ２００３． 底泥污染物释放动力学研究［Ｊ］．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４（２）：２２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Ｌ Ｐ，Ｙｕａｎ Ｗ Ｑ，Ｚｈａｎｇ Ｘ Ｈ． ２００３．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４（２）：２２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