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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黄河流域溶解无机碳同位素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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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气一个重要的碳汇
，

全球水循环过程中

的溶解无机碳 ������������电��������
�� ，

����

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

河流溶解无机碳同位素的

研究始于 ��世纪 �� 年代
。

全球河流溶解无机碳占

河流入海总碳量的 ���
。

作为世界最大的黄土区
，

黄河流域内的黄土高原物理风化作用强烈
，

水土流

失严重
。

黄土中含有 ���左右的碳酸盐
。

因此
，

黄河水体 以含沙量高
、

总 可溶性 固形物������

������� �����
，
����含量高为特点

。

有研究指出
，

即使流域中有很少量的碳酸盐 的存在
，

水体中

���含量比 ��
�一���体系中的理论值高几十甚至

上百倍
。

研究黄河流域内 ��� 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

的空间变化
，

有助于判别无机碳的来源和流域风化

特征
，

反映黄河中无机碳的地球化学行为和生物地

球化学特征
。

黄河河 口的 ��� 浓度枯水期高于丰水期
，

然而

黄河 ��� 月通量在丰水期为 �
�

��� �叭�
，

高于枯水

期一个数量级
。

因此
，

黄河 ��� 输出主要集中在丰

水期
。

����年 �月份中旬
，

选取黄河流域干流和支

流共 �� 个采样点进行采样
。

现场测定了水温和 ��
，

水样经 ���� 娜 的醋酸纤维滤膜过滤
，

用于碱度滴

定和阴阳离子测定
。

水样溶解无机碳碳同位素组成

用气体质谱仪 ���������测定
。

夕����
�的分析误

差为 �
�

����
。

对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

初步研究

结果如下
�

��� 黄河的阳离子以 �扩
十 、

��
、

���为主
，

阴

离子以 ����
一

为主
。
�� 变化范围 ���一�

�

�平均 �
�

�
，

呈弱碱性
。

黄河干流 ��� 含量为 ���一�
�

�
�

。
比

，

平均 ���
�

�

比
，

支流 ��� 含量变化范围较大
，

在

�
�

�一�
�

�
���

�

比 之间
。

黄河干流 ��� 中 占‘��值为
一

�
�

�喻一��
�

����
。

平均值
一

�
�

�喻
。

支流 �‘���、�值变

化范围比较大
，

在
一

�
�

����一�������之间
。

���在黄河水体弱碱环境下
，
����

一

是 ��� 的

主体组成部分
�
黄河干流 ��� 平均值高于长江 ��

�

�

����。
比�

，

远高于世界河流 ��� 的平均值 ����

����
比�

，

与萨瓦河 ���妊�
�

�
�

�

比�和水牛河

���壮�
�

�
�

�
比�相近

。
��� 含量最高值出现在

黄河最大的支流
，

也是 ���负荷最大的支流—渭

河
，

其对黄河干流的 ��� 含量有明显的影响
。

另外
，

黄河 ��� 含量在内蒙古段也有较大值
�
黄河干流

占，����� �匕长江 �平均值
一

�
�

�愉�更加偏负
。

表明黄

河 ��� 的主要来源可能为碳酸盐矿物化学风化和

土壤 ���
。

黄河干流 澎
�����具有从上游到河 口变负

的趋势
，

与长江和布拉索斯河相一致
。

黄河下游流

域内 夕
����� 与含量为负相关关系

，

与长江明显不

同
。

黄河下游部分河段 子����。 达到 了
一

�
�

���一
一

����输的范围
，

其结果表明城镇化和农业活动是影

响黄河 ��� 同位素组成特征的重要因素
。

��� 一般认为
，

黄河水体中有机物含量低且

难于降解
，

高含量的 ���抑制光合作用和微生物活

动
。

黄河水温分布范围为 ���一����℃
，

从上游到下

游逐渐增高
。

与 子’����相关性较好
。

由水温变化导

致有机物的氧化分解和河水生物呼吸作用的增加

有可能是造成黄河下游 夕�����变负的原因
�
在水库

库区 ���数据比较中
，
�，�� 小。

户占
，�� 二门峡 ，

其原因

有可能是在水库的演化进程中
，

库龄越长
，

营养水

平越高
，

生物活动对 ��� 影响就越大
，

所以水库表

层的 子�����越负
。

实测值与理论值相符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