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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沉积物中氮的分布特征及其水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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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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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国家环境保护湖泊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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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是湖泊环境中氮重要的源和汇
，

在其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沉积物中能参

与交换的生物可利用氮量
，

取决于沉积物中氮的赋

存形态
。

不同形态氮与沉积物的结合能力不同
，

在

氮循环中的作用也不同
。

滇池是是云贵高原面积最

大的淡水湖泊
，

近年来水质己降至劣�类
，

蓝藻水

华频繁爆发
，

严重影响了城市供水和湖泊生态环

境
。

己有研究表明
，

滇池沉积物中总氮污染负荷相

当高
，

但 目前对其赋存形态及其水环境影响鲜见报

道
。

本研究应用化学连续提取法
，

对滇池 �个典型

区域沉积物中氮的形态分布与生物有效性进行了

研究
，

并探讨了不同形态氮释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对

水环境潜在的风险
。

结 果 表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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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海埂沉积物

中生物有效性氮的含量最高
，

与该区域的富营养化

程度相一致
。

���一 的分布与上覆水体中氮的含量

关系最为密切
，
����

一

� 是水体中氮的重要来源
。

此外
，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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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是 ���
一

�
、

认人��
一

� 及 ����闪 中的

主要组分
，

而蓝藻水华严重的海埂沉积物 ���
一

� 中

的 ��月�

一 含量相对较低
，

表明了富营养化湖泊中

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与沉积物氮循环之间的祸合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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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滇池沉积物中各形态氮的相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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