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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乌江渡水库沉积速率及碳氮埋藏通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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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西南地区峡谷型梯级水库沉积物的碳汇效应对全球碳循环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探明该区域水库的碳汇强度，本研

究选择乌江流域的乌江渡水库作为研究对象，于 2015 年 5 月对水库沉积物进行采样，并利用 210Pbex核素计年技术，结合沉积物碳

氮分析，估算乌江渡水库的碳埋藏量。结果表明: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平均沉积速率为 0. 155g / ( cm2·a) ，TOC 沉降通量为

70. 85g / ( m2·a) ，堆积通量为 29. 14g / ( m2·a) ; TN 沉降通量为 8. 22g / ( m2·a) ，堆积通量为 2. 79g / ( m2·a)。乌江渡水库沉积

物年均 TOC 总埋藏通量为 1. 39×109g /a，其中 82%来自水库内部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质。因此，依据保守的估算，乌江渡水

库沉积物的净碳汇通量为 23. 9g / ( m2·a) ，保存的净碳汇量为 1. 1×109g /a。研究结果表明水库沉积物是一个重要的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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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对绿色能源的需求，世界各国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修建水电大坝，致使全球水库的数量和规

模急剧增加，这些水库大坝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水库水气界面释放的大量

温室气体构成大气温室气体的一个源，另一方面，水

库沉积物中保存的大量有机质构成一个碳汇。Mul-
holland 和 Elwood［1］第一次估计了全球湖泊、水库每

年在沉积物中保存的碳分别为 0. 02×1015和 0. 2×1015

g C，Dean 和 Gorham［2］估算全球湖泊和水库埋藏的碳

分别为 0. 042×1015和 0. 16×1015 g C，两个估算结果比

较接近。Tranvik 等［3］总结了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充分考虑了各种湖泊、水库以及拦水坝等水利设施，

估算出每年在淡水沉积物中碳的埋藏量约为 0. 6×
1015g C，这一结果显著高于前期估算。

影响水库沉积速率和沉积物碳埋藏的因素很

多。一方面，流域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状况、植被

覆盖状况、流域生产力、流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

能显著影响输入到水库的泥沙和有机质的量; 另一

方面，水库的营养状况以及初级生产力等因素也会

影响有机质的产生量，进一步影响输入到沉积物中

的有机碳量。有机质从水体沉降到沉积物表层，在

成岩作用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有机质被微生物分

解，释放出 CO2 或 ( 和) CH4，剩余部分最终保存在

沉积物中构成碳汇。表征这一过程的主要因子是

埋藏效率，研究发现控制埋藏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

氧浓度［4］、有机质浓度、沉积速率等。
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修建有

大量的水库大坝。这些水库大部分属于特殊的、狭
长型河道梯级深水水库，其沉积物中保存了多少

碳，这些碳对区域以及全球碳循环的意义有多大等

很多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选择乌江流域梯

级水库中的乌江渡水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210Pbex

核素计年技术，结合沉积物碳氮分析，估算乌江渡

水库的碳埋藏量。

1 材料与方法

1. 1 乌江渡水库概况

乌江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其源头分为南源和北

源，南源为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东麗威宁县香炉

山的三岔河; 北源为发源于贵州西部高原赫章县辅

处乡的六冲河( 图 1) 。两河在贵州省黔西县东风水

库内汇合，最终汇入长江。乌江是长江南岸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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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江渡水库地理位置图

Fig．1 A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Wujiangdu reservoir

支流，多年平均流量为 1 590m3 /s，年径流量 534 亿

m3，变差系数小，水量稳定［5］。
乌江渡水库位于贵州省境内息烽县和遵义县

交界附近的乌江干流中部( 图 1) 。水库 1970 年动

工，1982 年竣工发电［6］，是我国在岩溶地区修建的

一座高原峡谷型大型水库。水库总容量 23 亿 m3，

正常 蓄 水 位 760m，平 均 水 深 154m，干 流 库 长

76km，水 库 总 面 积 48km2［7］，集 水 面 积 2. 779 ×
104km2，多年平均流量475cm3 /s［8］。

乌江渡水库库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

温度 14. 5～16. 5℃，年均降水量1 104mm［9］。河水

补给以季节降水补给为主，地下水补给为辅，同时

有多条支流汇入库区。库区范围内植被类型以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部分区域分布着针叶林。流

域内地形变化大，起伏度接近200m［10］，碳酸盐岩类

岩石面积广布，多喀斯特岩溶发育。
1. 2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于 2015 年 5 月对乌江渡水库沉积物进

行采样，使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改进的便

携式沉积物-界面水采样器［11］，在乌江渡水库坝前

开阔水域采得未受扰动的沉积物柱芯 38cm 长。沉

积物柱芯现场按照间隔1cm 切割，依次分装入已编

号且干燥清洁的离心管中密封保存，带回实验室

待测。
沉积 物 TOC、TN 化 学 组 分 使 用 元 素 分 析 仪

( Vario MACＲO cube) 进行测定，TIC 采用化学容量

法［12］进行测定。放射性活度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地

球环境研究所运用高纯锗 γ 能谱仪( OＲTEC) 完成。
1. 3 沉积速率与埋藏通量计算方法

平均沉积速率利用 210Pbex CIC 模式计算。CIC

模式假设表层沉积物的 210Pbex 初始活度C0( Bq /kg)

为一定值，则沉积物中 210Pbex比活度C( Bq /kg) 随质

量深度 Z 呈指数衰减关系，即:

C = C0·exp( － α·Z) ( 1)

α = λ /S
式中，λ 为 210Pb 的放射性衰变常数，S 为平均沉积

速率( g / ( cm2·a) ) 。
沉积物中 C、N 的沉降通量、埋藏通量采用以下

公式进行计算:

Fi = S × Ci ( 2)

式中，Fi 为 营 养 元 素 i 的 沉 降 或 埋 藏 通 量

［g / ( m2·a) ］; Ci 为 i 元素的含量 ( %) 。其中沉降

通量计算采用的是表层沉积物的元素含量，埋藏通

量采用的是底部沉积物中元素的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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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水库正常蓄水位的水面面积进而估算出

水库 TOC、TIC、TN 年均总埋藏通量:

TFi = Fi × A ( 3)

式中，TFi 为年均总埋藏通量( g /a) ; A 为水库正常

蓄水位的水面面积( km2 ) 。

图 2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210Pbex比活度垂直剖面

Fig．2 The vertical profile of 210Pbex activity

in the sediment core of Wujiangdu reservoir

2 结果与讨论

2. 1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210Pbex比活度及沉积速率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柱芯的 210Pbex比活度表层较

高，下部较低( 图 2) 。其中，自表层到 5. 321g /cm2

内的 210Pbex 比活度出现了较大的锯齿状波动，平均

值为 428. 4 Bq /kg。向下，210Pbex比活度则迅速减小

并趋于稳定，在 6. 59g /cm2 以下，210Pbex比活度保持

在 65. 0 Bq /kg 左右。总体上，乌江渡沉积物柱芯
210Pbex比 活 度 符 合 指 数 变 化，拟 合 函 数 为: y =
607. 46e－0. 201x( Ｒ2 = 0. 736 7，P ＜0. 01) 。根据 210Pbex

比活度的垂向变化( 图 2) ，依据 CIC 模式［13］估算出

乌江渡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为 0. 155g / ( cm2·
a) ，其几何沉积速率为0. 46cm /a。

乌江渡水库库龄较短，无法运用137Cs计年，本文

仅运用了 210Pb 计年方法。但 210Pb 计年方法计算的

沉积速率较137Cs方法的结果偏低，万国江［14］在红枫

湖比较 210Pb 和137Cs方法，210Pb 的结果为137Cs的 46%
( 表 1) 。胥思勤和万国江［15］在程海同时运用 210Pb
和137Cs计年，210Pb 计算的沉积速率为 137Cs结果的

32%～40%。尽管导致 210Pb 结果与137Cs存在较大差

异的原因尚不明确，但二者的结果具有相同的变化

趋势，因此 210Pb 结果仍然是可以参考的［15］。考虑

到 210Pb 计年结果普遍偏低，乌江渡水库的沉积速率

可能高达 0. 484g / ( cm2·a) ，最可能的范围为 0. 155
～0. 336g / ( cm2·a) ，几何沉积速率变化的范围可能

在 0. 46～1. 00cm /a 之间。这一沉积速率较国内北

方的官厅水库、洪湖水库以及贵州省内的麦岗水库

高，但与周边的水库，如乌江支流猫跳河上的红枫

湖、百花湖，贵州中部的鹅项水库和克酬水库等相

比基本一致。总体上，乌江渡水库的沉积速率显著

高于天 然 湖 泊，但 低 于 其 他 地 区 的 大 部 分 水 库

( 表 1) 。
一些环境条件会导致乌江渡水库的沉积速率

偏低。乌江渡水库位于黔中喀斯特高原地区，这一

地区的初级生产力较低，因而有可能引起较低的沉

积速率。另外，由于乌江流域梯级水库开发程度较

高，乌江渡水库上游干流已建成 5 座大型水库，各级

支流上建有更多的水坝。这些梯级水库拦截了大

量的悬浮物，致使位于中下游的乌江渡水库沉积速

率偏低。
2. 2 TOC、TIC、TN 变化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TOC 含量变化在 1. 61% ～
4. 86%之间。总体分布表现为表层沉积物 TOC 含

量较高，向下逐渐降低，在达到一定深度后 TOC 含

量保持稳定( 图 3) 。在表层 0 ～ 1. 39g /cm2 范围内

TOC 含量变化在 4% ～ 5% 之间，平 均 值 为 4. 57 ±
0. 19%; 在深度为 1. 39～7. 44g /cm2 范围内时，TOC
含量迅速降低; 在 7. 44g /cm2 深度以下，TOC 含量

保持稳定，变化在 1. 5%～2. 0%之间，平均值为 1. 88
±0. 13%。

TIC 含量在 1. 34%～5. 76%之间变化，总体趋势

与 TOC 相似( 图 3) ，表层浓度最高，达到 5. 76%，在

很短的间距内，即 0. 66g /cm2 处含量降至 1. 91%。
在 0. 66 ～ 2. 52g /cm2 区 间 内 存 在 较 大 的 波 动。
7. 44g /cm2 深度以下，TIC 含量呈现随深度增加而

缓慢递减直至稳定，平均为 1. 52±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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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乌江渡水库与其他地区湖泊水库的沉积速率

Table 1 Comparisons of mean sedimentation rate in sediments of Wujingdu and other lakes and reservoirs

水库 位置 柱芯 计年时段 平均沉积速率 / ( cm /a) 参考文献

乌江渡水库 27°18' 49．05″ N，106°43'43．07″ E WJDS1 1961—2015 0．46 本研究

官厅水库 41°14．2' ～38°15'N，112°8．3' ～116°20．6'E GT1-GT5 1954—2014 0．33 ［16］

双龙水库 24°34．8' ～24°34．2'N，102°33' ～102°34．2'E TSL4 1956—2012 1．3 ［17］

洪湖水库 28°20' ～27°40'N，116°40' ～117°20'E HHB 1862—2011 0．32 ［18］

红枫湖水库
26°34' 17″～26°24' 37″ N，
106°20' 10″～106°27' 00″ E

HF8801 —
0. 17±0．014g / ( cm2·a) ( 137Cs)

0．092g / ( cm2·a) ( 210Pb)
［14］

红枫湖水库 同上 HF980903-1-2 /HF980903-2-2 1960—1998 1．05 ［19］

红枫湖水库 同上 HF980903-1-1 1960—1998 0．71 ［20］

百花湖水库 26°40'N，106°32'E BH980906-1-2 /BH980906-2-2 1966—1998 1．25 ［19］

百花湖水库 同上 BH980519-2-2 1966—1998 0．66 ［20］

鹅项水库 — EX-1 1960—2005 0．66 ［21］

克酬水库 — KC 1969—2005 0．71 ［22］

麦岗水库 20°00'50．3″N，106°17'38．4″E MG4-2 1956—2008 0．31 ［23］

花岗水库 46°5'N，3°41'E 2011C2 /2013C2 /2014C2 /2014C4 1963—～2012 2．1～5．2 ［24］

石梁河水库 34°46．72'N，118°51．81'E SLH01 1962—2014 2．98 ［25］

马尔特水库 — NL1 ～1963—～2000 2．98 ［26］

庄园水库 42°41'05″N，73°47'21″W — 1958—1999 4 ［27］

罗特河水库 45° ～44°N，0° ～2°30'E Marcenac /Cajarc /Tample ～1950—2001 2．4～2．8 ［28］

新米尔斯水库 48°51'29．70″N，16°43'20．34″E NM1 to NM8 ～1976—～2011 0．58～2．33 ［29］

新米尔斯水库 同上 NM1 /NM4 /NM6 /NM8 ～1980—～2010 1．45 /1．29 /2．33 /0．55 ［30］

布尔诺水库 49°13'56．45″N，16°31'08．53″E BP1 /BP2 /BP3 1940—2008 3．16 /3．23 /0．21 ［30］

普卢姆洛夫水库 49°28'11．79″N，17°02'17．64″E P1 /P2 /P3 1986—2010 0．9 /1．68 /1．04 ［30］

水库平均值 1．44

湖泊 位置 柱芯 计年时段 平均沉积速率 / ( cm /a) 参考文献

滇池 25°02' ～24°40'N，102°36' ～102°47'E DC1 1954—2007 0．28～0．36 ［31］

抚仙湖 24°40' ～24°20'N，102°45' ～103°00'E FX0701 1986—2007 0．19 ［32］

抚仙湖 同上 FB 1986—2003 0．28 ［33］

程海 26°38' ～26°27'N，100°38' ～100°41'E CH970608-1 1964—1997 1．06 ［34］

程海 同上 同上 —
0．409g / ( cm2·a) ( 137Cs)
0. 139g / ( cm2·a) ( 210Pb)

［15］

草海 26°53' ～26°49'N，104°12' ～104°18'E C2 1963—2007 0．28 ［35］

当惹雍错湖 31°22' ～30°45'N，86°23' ～86°49'E DCG09-1 /DCG10-2 ～1860—～2000 0．018～0．049 ［36］

青海湖 — QHH01-QHH04 1963—2005 0. 110 /0．229 /0．019 /0．040 ［37］

纳木错湖 30°44．245'N，90°47．420'E — — 0．043～0．098 ［38］

玛旁雍错湖 30°47' ～30°34'N，81°22' ～81°27'E MPG09-1 1820—2009 0．031 ［39］

拉昂错湖 30°51' ～30°40'N，81°06' ～81°19'E LAG10-1 — 0．065 ［39］

塔若错湖 31°12' ～31°03'N，83°55' ～84°20'E — — 0．049～0．058 ［40－41］

塔若错湖 同上 — — 0．11 ［42］

湖泊平均值 0．22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TN 含量为 0. 16% ～0. 59%。
整体分布表现为: 表层含量高，随质量深度增加而

递减( 图 3) 。表层沉积物的 TN 含量在质量深度 0
～1. 24g /cm2 内比较稳定，含量维持在 0. 53%左右。
质量深度为 1. 24～7. 44g /cm2 区间，TN 含量迅速下

降; 当质量深度达到 7. 44g /cm2 以下，TN 含量则渐

趋稳定，平均为 0. 18±0. 01%。
2. 3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的埋藏过程与埋藏通量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TOC、TN 含量变化符合前人

提出的有机质成岩降解的“沉降-降解-堆积”［19，43］

三阶段模式。图 3 可以看出表层 0 ～ 1. 39g /cm2 深

度范围内，总有机碳 TOC 含量变化不大，属于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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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 TOC( %) 、TIC( %) 、TN( %) 的垂直变化

Fig．3 The vertical profiles of TOC( %) 、TIC( %) and TN( %) in the sediment core of Wujiangdu reservoir

质的沉降阶段，沉降通量为 70. 85g / ( m2·a ) 。向

下，进 入 有 机 质 的 降 解 阶 段，降 解 速 率 常 数 为

0. 022 /a。在 7. 44g /cm2 以下，易降解有机质大部

分已分解，TOC 含量基本保持稳定，有机碳进入堆

积阶段，埋藏通量为 29. 14g / ( m2·a) ( 表 2) 。
有机质矿化分解时，有机碳、有机氮同时被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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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中 C、N 降解的生物地球化学参数以及与其他湖泊、水库的比较

Table 2 Bio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C and N decompositionin sediments of Wujiangdureservoir
and comparisonswith the values from other lakes and reservoirs

地点

水域正常
蓄水面

/km2

沉积速率

/［g / ( cm2·a) ］

沉降阶段 降解阶段 堆积阶段
总沉降

通量
/ ( g /a)

总埋藏
通量
/ ( g /a)

有效
埋藏率
/%

参考
文献沉降通量

/［g / ( m2·a) ］

持续深度 / cm
持续时间

/ a

降解
常数

/ ( a－1 )

寄宿
时间
/ a

持续深度 / cm
持续时间 / a

堆积通量

/［g / ( m2·a) ］

乌
江
渡
水
库

TOC 47．8 0．155 70．85 9 /8．2 0．022 32．03 23 /39．08 29．14 3．39×109 1．39×109 41

本研究TIC 36．89 — — — — 23．56 1．79×109 1．13×109 63

TN 8．22 8 /7．3 0．030 23．10 24 /40．05 2．79 3．93×108 1．33×108 34

洱
海

TOC 249．8 0. 046±0．002 12．7 4 /13 0．017 40．4 10 /34 7．20 3．17×109 * 1．80×109 * 57*
［43］

TN 2．62 4 /13．5 0．024 29．6 10 /35 1．21 6．54×108 * 3．02×108 * 46*

红
枫
湖

TOC 32．2 0. 17±0．01 171．1 — 0．092 7．54 17 /12．86 64．5 5．51×109 * 2．08×109 * 38*
［19］

TN 21．9 — 0．201 3．45 13 /7．32 8．2 7．05×108 * 2．64×108 * 37*

百
花
湖

TOC 10．4 0. 17±0．01 158．1 — 0．097 7．14 12 /10．41 68．4 1．64×109 * 7．11×108 * 43*
［19］

TN 14．8 — 0．147 4．72 10 /8．03 6．1 1．54×108 * 6．34×107 * 41%*

注: * 表示根据参考文献数据计算得出。

化，使得沉积物有机碳与有机氮具有相同的埋藏过

程，致使沉积物中 TOC 与 TN 的垂向变化一致。表

层( 图 3) 反映出 TN 沉降通量约为 8. 22g / ( m2·a) ;

向下 进 入 降 解 阶 段，TN 的 降 解 速 率 常 数 为

0. 030 /a。TN 的降解速率常数略大于 TOC，表明 TN
的降解快于 TOC。在更深的沉积物中，TN 浓度基本

稳定，进入堆积阶段，埋藏通量为 2. 79g / ( m2·a )

( 表 2) 。
依据表层沉积物 IC 浓度估算的水库无机碳沉

降通量高达 89. 3g / ( m2·a) 。有机质降解释放的

CO2 溶解碳酸盐，使得沉积物无机碳含量迅速降低。
底部的无机碳含量稳定在 1. 52%左右，无机碳的埋

藏通量约为 23. 6g / ( m2·a) 。
沉积物中 TOC 在表层的平均含量是 4. 57%，而

在底部的平均含量是 1. 88%，说明在早期成岩作用

过程中，59%的有机碳被分解。表层 TN 平均含量

为 0. 53%，底部的 TN 平均含量为 0. 18%，有机质降

解过程中 66%的有机氮被分解，同时有机质降解使

得表层沉积物 74%的无机碳被溶解。
在乌江渡水库，沉降到沉积物表层的有机碳最

终仅 41%能够保存在沉积物中( 表 2) ，这一保存率

与百花湖的 43%和红枫湖的 38%很接近。相比较

而言，天然湖泊洱海的有机碳保存率高达 57%。推

测有机碳的保存率可能与沉积速率有关。洱海的

沉积速率较低，输入到沉积物的易降解有机碳比例

较低，而难降解有机碳比例较高，因而，洱海有机碳

具有较高的保存率。相对而言，红枫湖、百花湖、以
及乌江渡水库沉积速率较快，有机质尚未分解，因

而易降解组分较多，导致沉积后有机碳的保存率较

低。有机氮也存在相似的变化特征。
2. 4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碳、氮的总埋藏量

乌 江 渡 水 库 沉 积 物 TOC 总 埋 藏 量 1. 39 ×
109g /a; TIC 总埋藏量 1. 13×109g /a; TN 总埋藏量

1. 33×108g /a ( 表 2) 。以上关于埋藏通量和埋藏总

量的估算都是基于沉积速率为 0. 155g / ( cm2·a) 计

算出来的，考虑到这一沉积速率可能处于变化范围

的低值端，因此上述估算是比较保守的。比较起

来，乌江渡水库有机碳的埋藏量小于红枫湖水库而

大于百花湖水库。与天然湖泊洱海相比，虽然乌江

渡水库的面积只有洱海的 1 /5，但有机质的埋藏量

已经接近洱海。
乌江渡水库中保存的有机质主要有两部分来

源，一是外部流域输入的，二是水库内部光合形成

产生的。这两部分来源的有机碳对全球碳循环的

意义是不同的，内部产生的有机碳是一个碳汇，而

外部来源的有机碳属于流域初级生产力的一部分，

不具有碳汇效应。两部分来源的有机质的 C /N 是

不同的，外部来源的有机质含有较多的木质素，C /N
较高，水库内部形成的有机质的 C /N 较低。乌江渡

水库的 C /N 变化在 10. 42～14. 95 之间，据推算沉积

物中的有机碳 18%来自外部输入，其余的 82%是由

水库内部光合作用产生的( 未发表资料) ，属于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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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因 此 乌 江 渡 水 库 净 的 碳 汇 通 量 为 23. 9 
g / ( m2·a) ，保守地估算其净碳汇量为 1. 1×109g /a，

实际的结果可能更高。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水库沉积物是一个重要的净碳汇。

3 结 论

1) 利用 210Pbex核素计年法计算出乌江渡水库沉

积物平均沉积速率为 0. 155g / ( cm2·a) ，几何沉积

速率为0. 46cm /a。考虑到 210Pb 核素计年结果普遍

较137Cs低，乌江渡水库沉积物速率最可能的范围为

0. 155～0. 336g / ( cm2·a) ，这一结果与本地区其它

水库的沉积速率基本一致。未来需要开展更准确

的沉积物计年工作。
2) 结合沉积物 TOC 和 TN 浓度变化，估算出乌

江渡水库 TOC 沉降通量为 70. 85g / ( m2·a) ，堆积通

量为 29. 14g / ( m2·a) ，有效埋藏率为 41%。沉积物

中的 TN 沉降通量为 8. 22g / ( m2·a) ，堆积通量为

2. 79g / ( m2·a) ，有效埋藏率为 34%。
3) 乌江渡水库沉积物年均 TOC 总埋藏通量

1. 39×109g /a，其中 82%来自水库内部光合作用形

成的有机质，因此，可保守地估算乌江渡水库沉积

物的净碳汇通量为 23. 9g / ( m2·a) ，保存的净碳汇

量为 1. 1×109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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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dimentation Ｒate and Burial Fluxe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 Wujiangdu Ｒeservoir，Guizhou，China

YANG Yuxue1，2，XIANG Peng1，2，LU Weiqi1，2，WANG Shilu1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81;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burial of carbon in reservoir sedimen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as a car-
bon sink．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carbon sink，the contents of TOC，IC and TN in sediments of Wujiangdu reservoir in
Wujiang Ｒiver basin were determined，and the sedimentation rate was estimated on basis of activity of 210Pbex in this paper．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edimentation rate was 0. 155g / ( cm2·a ) ，and deposition and accumulation fluxes of organic carbon were
70. 85g / ( m2·a) and 29. 14g / ( m2·a) ，respectively． TN shared a similar vertical distribution with TOC，with deposition and accumu-
lation fluxes of 8. 22g / ( m2·a) and 2. 79g / ( m2·a) ，respectively． The annualtotal burial flux of TOC was 1. 39×109g /a，while 82%
comes from organic matter formed by photosynthesis in the reservoir． Therefore，the net flux of carbon sink was 23. 9g / ( m2·a) ，and
the net carbon sink in Wujiangdu reservoir is 1. 1×109g /a，conservatively． Ｒesult here suggests that sediments in reservoirs in south-
western China are a significant carbon sink．
Key words: 210Pbex radionuclide; sedimentation rate; carbon-nitrogen burial flux; Wujiangdu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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