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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氮是引起湖泊水体 富营养化 的关 键营养 元素 之一．本 次工作 从 贵州 两个 

重要 水库 (红枫 湖和百花湖 )采集 了未 受扰动的沉 积物样 品柱 ，分析 了分 层沉 积物 样 品 中 

的总氮、无机交换性氮和固定铵的含量及垂直剖面分布．研究表明，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 

物中具有较高的全氮含量，平均含量约为沉积物干重的 0．36％～0．4O ，其垂直分布在 

埋藏过程中受到成岩作用改造；沉积物交换性氮在沉积物中的赋存受到全氮含量和埋藏 

环境的双重控制；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具有较强的吸持固定铵的能力，沉积物固定铵的 

绝对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434．05 mg／kg和 4l6．94mg／kg；分别 占全氮的 l3．53 和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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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日益严重的湖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使人们对湖泊环境中营养元素(氮、磷等)的含 

量、分布和迁移转换规律极其关注 j。沉积物是湖泊 流域 中物质 的主要归宿 ，进入沉 积物的物 

质受到成岩作用改造而重新迁移到水体 ]，沉积物中营养物质(氮、磷等)相对于水体的“汇／ 

源”转换 ，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L={]． 

研究湖泊沉积物 中氮的赋存和分布 ，是准确理解沉积物 一水体系统 中氮素地球化学循环 

及其环境影响的前提．交换性氮(主要包括硝酸盐态氮和氨态氮)能够直接被初级生产者吸收 

用于光合作用，该形态氮对湖泊环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同时，溶解态交换性氮通过 

分子扩散可以迅速在溶液介质中迁移，这是沉积物和上覆水体之间氮素交换的主要方式 ]．固 

定铵是土壤氮库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已逐步得到公认L。 ]，而在湖泊沉积物 中，通常 因其在全 

氮中所 占比例较低而被忽略 ]．然 而，有研究表明，一些沉积物吸持和固定氮的能力较强 ，固定 

铵可能是湖泊沉积物埋藏过程中主要的氮“积蓄库” ]．本次工作对红枫湖、百花湖未受扰动的 

沉积物柱的分层样品中全氮 、交换性氮和固定铵的含量和垂直剖面分布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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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及研究方法 

1．1研 究区概况 

红枫湖、百花湖位于贵州高原中部，分别是乌江支流猫跳河上的一级和二级水库．红枫湖， 

流域面积达 1596km ，湖泊水面面积 57．2kin ，湖泊补给系数为 49．6，最大水深 45m，湖水滞 

留时间为 0．325a；百 花湖 ，流域 面积 1895 km ，湖 泊水 面面 积 14．5kin ，湖泊 补 给 系数 为 

182．2，最大水深为 45m，湖水滞留时间为0．102a．红枫湖和百花湖是黔中地区的主要水源地， 

也是国家级风景区 ，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2采样与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 中，采用 自行研制的便携式沉积物一水界 面采样装置[g]在红枫湖和 百花湖的采 

集了未受扰动的沉积物柱芯，四个样点分别位于红枫湖、百花湖的大坝前的开阔水域和深水 

区：红枫湖 HF980903— 1—2柱 (水 深 29m)和 HF980903—2— 2柱 (水 深 32m)；百 花 湖 

BH980906一l一2柱 (水深 2lm)和 BH980906—2—2柱 (水深 23m)．所采集 到的沉积物柱 界 

面水清澈，沉积物保存完好明显未受到扰动，能够比较好地反映湖泊自然的沉积过程．在采样 

现场，按 lcm间隔精确分隔样品，然后将样品封存人 50mL离心管中带回实验室．为防止加热 

烘干可能造成的样 品中硝态氮和氨态氮的挥发损失 ，本次研究采用了冷冻真空干燥 的方法来 

处理沉积物样品．分层沉积 物样 品带回实验 室在低 温高速离心提取 孔隙水 后 ，用 冷冻干燥仪 

(FD3—85D—MP型冷干仪，一8O oC，30mT)干燥样品．为了保证沉积物小团聚体内的有机质 

在消煮过程中能够完全氧化，干燥后的沉积物样品需研磨至 l50目以下以供分析． 

沉积物全氮(TN)的测定方法采用凯氏法(Kjeldah1)[】。。；湖泊沉积物中的交换性无机氮 

主要是铵态氮(NH )和硝态氮 (NO。一)，沉积物 中亚硝态 氮 (NO 一)含 量通 常很低 可 以忽 

略n1]；沉积物交换态无机氮的测定通常是用一定 的提取液定 量提取铵态 氮和硝态氮 ，然后 用 

蒸馏定氮或直接比色法进行测定 j；湖泊沉积物中“固定铵”的分析原理是用碱性次溴酸钾 

(KOBr／KOH)处理土壤样品 ，以除去可交换性铵和在释放、测定 固定铵 的条件下 能分解 出铵 

的有机氮化合物，然后用 0．5mol／LKCI洗涤处理后的残留固相，加入氢氟酸和盐酸混合液振 

荡 24h，分解含非代换性铵的矿物，将酸解液用氢氧化钠蒸汽蒸馏，收集并测定释放出来的氨， 

测定经氢氟酸／盐酸处理而释放 出的铵量L1 J． 

湖泊现代沉积物颗粒为松散堆积，微粒间具有一定的空隙，在埋藏过程中由于静水压力的 

压实作用，沉积物孔隙度( )随埋藏深度的增加而降低．为了更准确地表示沉积物的堆积，需 

引入“质量深度”的概念来表示沉积深度[2_．质量深度 ( )是指一定深度之上单位 面积 的沉 积 

物重量 (g／cm )． 

Z，一 Z 十h·d·(1一 ／100) 

其中，z ，为 层节上的质量深度(g／cm )；h为 层节的高度(cm)；d为沉积物干密度 (g／ 

CN )； 为 ／层节沉积物的孔隙度． 

2结果与讨论 

2．1红枫 湖、百花湖沉积物中全氮含量及垂直剖面分布 

图 l是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柱(HF980903一l一2，HF980903--2—2，BH980906一l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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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H980906—2—2)分层样品中沉积物的总氮( fN)含量分析及其垂直剖面分布特征．分析 

结果表明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 中全氮 的平均含量约为沉积物干重 的 0．36 ～0．40 ，表 

现出明显的“表层富集”，表层沉积物中全氮含量为沉积物干重 的 0．69 ～1．O6 ．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全氮在垂直剖面上呈阶段性变化 ：表层(上部 )沉积物全氮含量 明 

显高于下部沉积物，随着沉积深度的增加 ，全氮含量迅速下降(“快速 降解”阶段)，达到一定沉 

积深度后全氮含量相对稳定(“稳定堆积”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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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红枫湖 、百花湖沉积物全氮含量剖面分布 

Fig．1 Profiles of Total Nitrogen on the sediment cores of Lake Hongfeng and Baihua 

以红枫湖沉积物柱芯(HF980903～l--2)为例对沉积物柱芯上全氮在垂直剖面上 的“阶段 

性”分布一步分析(图 2，左图表示了整个柱芯 ；右图为“降解阶段”的放大)．用 于分析 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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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柱剖面全部包括了建库蓄水以来的沉积历史，因此可以直接用表观堆积速率计算沉积物 

的堆积量(质量深度)，该计算结果 与沉积物 “ Phl-1 和” Csl-】 计 年结果相吻合．由图 2可知 ， 

沉积物柱(HF980903一l一2)的垂直 剖面上 全氮“快速降解 阶段”的持 续质量深度 为 0～2g／ 

cm ，该层 节 以下沉 积物总 氮含量趋于 “稳 定”．对于其 它三个沉积 物柱 (HF980903—2—2、 

BH980906一l一2和 BH980906—2—2)，尽管剖面形态存在差异 ，但在变化趋势上基本一致 ， 

它们的“快速变化阶段”持续质量深度大致相等，约为 0～lg／cm ．沉积物全氮剖面的分布变 

化 ，反映出在沉积物埋藏过程中全氮受到显著的早期成岩作用改造． 

0 0．2 0．4 0．6 0．8 1 

．IT ％) 

图 2 红枫湖 HF980903—1—2沉积物柱芯全氮降解分析 

Fig．2 The detail analysis for profile of 1、otal Nitrogen of the sediment core(HF98o9o3—1— 2) 

(a：整个沉积物柱芯；b：“降解阶段”放大) 

2．2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中交换性无机氮的含量及垂直剖面分布 

对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样品的分析表明，红枫湖沉积物剖面上交换性铵态氮的含量在 

l20~260mg／kg之 间，平 均为 172 mg／kg，约 占总氮 的 4．9 ；硝 态 氮 的含 量 范 围 为 5～ 

243mg／kg，波动较大，平均为 40．15 mg／kg，约占总氮的 0．76 ．百花湖交换性铵态氮的为 

120~200mg／kg，平均为 150．49 mg／kg，约 占总氮的 5 ；交换性硝态氮为 4～llOmg／kg，平均 

为 23．26 mg／kg，约 占总氮的 l (图 3)． 

在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一水界面附近发生着剧烈的氮素转化过程．由于上部沉积物中 

全氮含量较高，有机氮通过氨化作用产生了大量的铵态氮，尽管强烈的硝化作用使一部分铵态 

氮转化为硝态氮，上部沉积物中仍能维持较高含量的铵态氮；随沉积深度增加，硝化作用相对 

减弱 ，有利于铵态氮累积 ；而硝态氮随沉积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将沉积物 中交换性铵态 氮 

和硝态氮的绝对含量转换为相对于全氮的百分比含量 ，可以更清楚地 看出沉积物垂直剖面上 

它们的分布和变化趋势(图 4)． 

啪啷§i 啪誊i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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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交换性无机氮剖面分布 

· 质量 深度 。 几 何沉积深度 

髭 
5s 

詈 

^  

且 
V  

翳 
罩s 
5s 
窭 

2．3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中固定铵的含量及垂直剖面分布 

固定铵可能成为沉积物全氮组成的重要部分 ，有研究表明，在海洋和某些湖泊沉积物 中固 

定氨可达到全氮含量的 l8 9／6～96 _8]．沉积物固定 NH 的能力取决于粘土矿物 的含量和种 

类 ，粘土矿物对 NH 的吸持机理 同 K 的吸持类似 ，沉积物中具有较强 固定 NH 的能力 的 

粘土矿物主要是三片型(即2：l型)矿物，通常认为伊利石能够吸持固定相当数量的非交换性 

铵，相反，高岭石、埃洛石只能吸持很少量的非交换性铵_6 ．沉积物中粘土矿物的 x射线衍射 

分析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中主要矿物有石英、白云石、伊利石、绿泥石、蒙脱石、高岭石 

和锐钛矿等，其中以石英和伊利石为主，与流域主要类型一黄壤中的矿物组成基本类似，红枫 

湖、百花湖沉积物中伊利石的含量百分比达到 4o ．因此，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的矿物组 

成，可能使其具备强的吸持固定铵的能力，实际分析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固定铵的绝对 

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434．05 mg／kg和 416．94mg／kg；相对全氮的百分比含量分别为 l3．52 

和 l2．53 ，图5是在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垂直剖面上固定铵的分布情况(图例同图 1)．红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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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交换性无机氮相对于全氮百分比的剖面分布 

Fig．4 Profiles of concentration percentage of exchangeable nitrogen 

in the sediment cores of Lake Hongfeng and Ba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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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百花湖沉积物中固定铵在垂直剖面上的绝对含量分布变化较小，其相对于总氮的百分含量 

明显地表现 出随沉积深度加大而增加的趋势． 

2．4讨论 

我国主要湖泊的研究数据表明，沉积物 中全氮的平均含量，太湖为 0．14 [1 ，巢湖为 

0．06 [191
、滇池内湖为 0．80 ]、洱海为 0．27 [15,19]．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中全氮的平均 

含量约为0．36 ～O．4O％，在表层沉积物中全氮含量达 0．69 ～1．O6 ．因此，尽管红枫湖和 

百花湖水体质量相对较好，但是其沉积物中的氮的污染负荷却较大，沉积物可能在湖泊水环境 

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百花湖近年来，每年秋季出现突发性的水质恶化事件，与沉积物中污染 

物质的再迁移有密切关系①． 

① 王雨春．贵州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一水界面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I：论 

文．2001 

—5一 翳鞋 蛙暮 

0 ：  0

m H ∞ ∞  ̈ 拈 

8̂ 翳 蛙霹 

0  2  4  6  8  

m ￡j H 墙 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王雨春等 ：红枫 湖 、百 花湖沉积物全氮 、可交换态氮 和固定铵 的赋存特征 307 

后 

错 

{ 

错 

图 5 红枫 湖 、百花 湖沉积物固定铵含量相对 百分 比的剖 面分布 

Fig．5 Profiles of Fixed Nitrogen in the sediment cores of Lake Hongfeng and Baihua 

可交换性氮在沉积物的分布，主要受到环境氧化还原条件和微生物作用控制，沉积物中溶 

解氧的渗透深度往往仅限于表层几厘米，随着沉积深度的增加，沉积物环境因 Oz被耗尽而变 

得相对还原 ]．在有氧条件下 ，沉积物中的有机氮通过氨化作用转化 为铵 态氮，铵态氮 又可 以 

通过硝化作用继续转化为硝态氮；在缺氧的条件下，兼性厌氧细菌和厌氧细菌分解有机质对电 

子受体的需要，则可能引起硝态氮充当替代电子受体而被还原，该过程甚至在颇高的氧化还原 

电位条件下可能就 已进行 ，因此 ，随沉积物堆积深度 的增加 ，硝态氮 因为被还原 (反 硝化作用 ) 

而减少． 

而沉积物中的铵态氮分布与沉积物全氮分布和沉积环境有关．相对还原的条件(硝化作用 

速率降低)有利于铵态氮的保存，随沉积深度的增加，铵态氮相对富集．研究结果也表明，在红 

枫湖和百花湖表层沉积物中铵态氮同样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沉积物中全氮含量较高，有机氮矿 

化分解形成 了大量的铵态氮 ，而硝化作用的强度不足以消耗全部铵态氮 ，表层沉积物 中因此保 

存一定量的铵态氮．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铵态氮的分布，暗示沉积物表层向上覆水体可能具 

有潜在的铵态氮迁移通量． 

而湖沼学研究 中，由于沉积物 固定铵在全氮中的相对 比例较少 ，往往被认 为不是重要 的氮 

蓄积库．但是如果沉积物具有较强的吸持能力 ，固定铵显然是沉积物氮平衡计算 中的不可忽略 

的部分 “]．沉积物 固定 NH 的能力取决于粘土矿物 的含量和种类 ，粘土矿物对 NH 的吸 

持机理 同 K+的吸持类似 ，沉积物中具有较强 固定 NH 的能力 的粘土矿物 主要是三片型(即 

2：1型)矿物，通常认为伊利石能够吸持固定相当数量的非交换性铵，而高岭石、埃洛石只能 

吸持很少量的非交换性铵 。 ．根据全国各类型土壤固定铵的研究，黄壤中固定铵的含量最 

高，平均达 238 mg／kgc。 ]，红枫湖和百花湖的沉积物中固定铵的含量显然要高于土壤中的平 

均水平，主要原因可能有三：①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中 2：1型(伊利石)粘土矿物含量要高 

于土壤 ；② 环境 中铵氨的浓度水平是影响沉积物(土壤)固定铵含量的重要因素 ]，沉积物介 

质(孔隙水)中的铵氮显然要高于土壤，同时沉积物中相对还原的条件也降低了硝化作用的强 

度，有利于氨的累积和被吸持；③ 由于水的分选作用，湖相沉积的粘土矿物粒径较小，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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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的能力较强 ．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具有较强 的吸持铵氮 的能力 ，沉积物固定铵 的含量水 平大大超过 

了通常的湖泊(水库)研究报道 j．因此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 中的 固定铵是影 响沉积物 一 

上覆水的氮的重要因素． 

3结论 

(1)本研究对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全氮的分析表明，两湖沉积物具有较高的氮富集，沉积 

物氮可能是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全氮在垂直剖面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布，表明沉积物 

早期成岩作用对全氮分布的改造． 

(2)红枫湖 、百花湖沉积物的可交换性氮 (主要是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剖面分 布，显然受到 

沉积物埋藏环境和全氮含量水平的双重控制 ；沉积物中交换性氮的剖面分布，显示沉积物和上 

覆水体之间存在迁移交换的可能． 

(3)分析表明 ，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的矿物组成 ，使其具有很强的固定氮的能力 ，沉积物 

固定铵的绝对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434．05 mg／kg和 416．94rng／kg，显然与其它湖泊(水库) 

中通常观察到的情况不 同．固定铵是红枫湖和百花湖沉积物中重要的稳定氮储库 ，在估算 沉积 

物 C／N 比值和沉积物氮循环质量平衡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沉积物中的固定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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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Total，ExChangeabIe and Fixed Nitrogen 

in the Sediments of TwO Lakes in Guizhou Province 

WANG Yuchun ，。 WAN Guojiang YIN Chengqing。 HUANG Ronggui。 

(1：LStute Key Lab．oJ environment Geochemistr3，，Institute u，Geochemistry，CAS，Guiyang，550002，P．R．China 

2：SKLEAC，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AS，Beijing，100085，P．R．China) 

Abstract 

Nitrogen plays a key role in lake eutrophication．W e collected several undisturbed sedi— 

ment cores from two lakes，I ake Hongfeng and Lake Baihua in Guizhou Province to analyze 

the concentration and profile distributions of total，exchangeable inorganic and fixed nitro— 

gen．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nitrogen load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two lakes is high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verage of lakes and reservoirs in China．Their average concentrat ion 

of total nitrogen ranges from 0．36 to 0．40 (dry sediment weight)．It is obviously due to 

influence of diagenesis on vertical profile'of total nitrogen in the sediment． The sediment of 

the reservoirs may be one of main nitrogen sources to cause the eutrophication． (2)The con— 

centrations of total nitrogen and the buri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two main factors in 

distribution of the exchangeable nitrogen on sediment cores． (3)The fixed nitrogen is one of 

maj or sinks of nitrogen in the two reservoirs sediments．The concentration of fi xed nitrogen 

in Lake Hongfeng and Lake Baihua，434．05 mg／kg and 4 l 6．94mg／kg respectively，is higher 

than the data reported for others lakes or reservoirs of China． 

Keywords：Sediment，Total nit rogen，exchangeable nitrogen，fixed nitrogen，Lake Hong 

feng，Lake Ba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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