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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评价上海市第二水源长江两个取水 口的环境质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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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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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受自邻近河道排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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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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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季节变化和平面分布 由表 1看出不论在

浏河或浪港站
,

枯水期或丰水期
、

高
、

低潮时的细胞数

差别不大
,

丰水期低潮时
,

s m 水深站浏河 (22
·

l
x

l o

4

I
n v

/

L

)
和浪港 (2一 0

x 10礴I n v

/
L
) 细胞数为各

站之冠
.
枯水期高潮时

,

因受涨潮水影响
,

浪港和浏

河
,

10
m 样站细胞数大于 sm ,

低潮时
,

s m 样站

细胞数大于 10m
,

但浏河站枯
、

丰水期的高
、

低潮平

均细胞数 (11
.
0
一
3.3x 一0 ‘I n v

/
L
) 均大于浪港站

(,
.
8一9

·

3
X

l o

4

I
n v

/

L
)

.

(

3

)
垂直分布 浪港站 10 m 水深上下层细胞

总数相近
,

无显著差别
.
表明垂直分布变化不明显

.
浏

河站下层细胞数略高于上层(丰水期低潮时例外)
.

(二) 浮游动物

1
.
种类组成

浪港和浏河的浮游动物隶属于 5 门
,
共 69 属

、

种
.
其中原生动物 5 种

,
占总种类数的 7

.
25 肠; 轮

虫类 28 种
,
占总种类数的 和

.
58 肠

,

尊花臂尾轮虫

(B
rac五10 , 。 , c o

l y c ￡fl
o r “s

)

、

角突臂尾轮虫 (B
fach·

‘o o u : a o g “ l a
,

1
5

)

、

卜氏晶囊轮虫(才
s户la , c 无招 a

)

、

迈

氏三肢轮虫 (夕‘lio ia , a ‘o r
)
、

螺形龟甲轮虫 (K
ora·

‘。
l l
a c o c

h l
o a r

i
,

)

、

裂足轮虫 (s
chi.oe, r o a

d i
“。尸t

i
-

co
, 成 ,

) 出现频率较高;枝角类 17 种
,

占总种类数的

24
,

6 4 肠
,

长额象鼻番 (B os。‘。a 1
0 。: ‘ro :‘r ‘,

) 和

简弧象鼻搔 (B
o, 。in a e o r o g o o i) 出现频率也较高;

挠足类 12 种
,
占总种类数的 17

.
3 9 % ;其它 7属种

,

占总种类数的 10
.
“肠

.
从种类数看

,

轮虫类最多
,

其种数接近枝角类和挠足类的种数之和
.
采集所得

标本几乎全为淡水种
,

其中仅中华哲水蚤和火腿许

镖蚤为近海种和河 口种
【吕’

( 中华哲水蚤是我国近海

的一种主要浮游挠足类
,
分布广

,

数量多
,

火腿许镶

蚤为半咸水性河 口种类)
.
总之

、

浏河 (57 属种) 和

浪港 (55 属种)两站的种类数基本接近
,

其主要种类

数均依次为轮虫类> 枝角类> 浇足类 > 原生动物
.

从季节上
,

丰水期 60 属种(占总种类数89
.
96 帕);枯

水期为 3, 属种(占总种类数 SQ
.
27 % )

.
从潮汐上

,
浪

港 sm 水深在低潮时的种类数比高潮时多; 10 。水

深则相反
.
浏河不论何种情况均以高潮时的种类为

多
.
从水平分布上

,
5 。 水深种类数多于 10m .

2.浮游动物的密度粕生物量

浪港和浏河浮游动物种群密度和生物量仅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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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角类和挠足类
,
原生动物和轮虫因数量少

,

在定量

标本中没有见到
.
枝角类和挠足类的密度和生物量

均值在浏河分别为
”

~ 3
·

7 6 1
” v

/
L

, 。 ‘ 0
.
o 35m g /L ;

浪港为
,

= 2

.

0 9 I
n v

/
L

, 留 。 o
.
o 26 2m g/ L

,

浏河

站大于浪港站
.
从表 2 可概括为: ¹ 种类组成

、

在

不同地点和时间
,

侥足类都大于枝角类
.
º 季节变

化
,

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均存在季节性差异
,
种群密度

在丰水期约大于枯水期 5
.8倍

.
同一时间

,

潮汐相

比
,
在枯水期浪港大于浏河; 丰水期则反之

.
¼ 水

平分布
,

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上
,
总的来看近岸 sm 水

深高于远岸 10 m 4
.
3倍
.
¼ 垂直分布

,

上层平均

密度大于下层 3
.
6倍
.
在同一汛期中

,

枯水期高潮

时大于低潮时
,

丰水期则反之 (见表 2).

(三) 水质的生物学评价

该水域的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都是以淡水种类

为主
,
其次为少量半咸水或咸水种或广盐性种

,

与河

口海潮影响和生物本身特性(如广盐性
、

耐污性 )等

有关
.

从环境生物评价来看
,

水质尚清洁
,
沿海水域尚

未受到严重污染
.

1.取水口的环境生物与水质的关系

从浮游植物来看
,

在枯水期定性定量样品中
,
以

硅藻门直链藻属出现频率较高; 在丰水期主要是绿

藻门团藻目和绿球藻目的实 球 藻 属 (Pa
od。 ,

i
, 。

)
,

空球藻属(E
udor￡”a

)

、

网球藻属 (D i
cr, o 了户几a , r

i
。二

)
、

蓝藻门的微囊藻属和项圈藻属 (A “ b
。 , , 。

)
,

硅藻

门的脆杆藻 (F
, a : i l

a r ‘a )
.
以上种类均属 月m种

【4 ’,

但在丰水期亦出现长江来水的少数寡污清水种
,

如

裂鼓藻属 (E
, 0 5 ,

邝‘ )
,

多污性种如 裸 藻 属 (E
“
g

·

l
e ”a

)

、

冠盘藻属 (s
t
峥h
a , o

d i
s e “ ,

)

、

四棘藻属(A
:,

h
e -

ya ) 等r’
’.

多来自低潮时邻近的河道水排 人 的 种

类
.
从细胞数来看

,

浏河站大于浪港
.
丰水期 , 二

水深多于 IOm ; 枯水期低潮时 , m 水深多于 l。二
,

高潮时 sm 和 10m 水深差别不大
.
以上说明在水

平分布和时间上看
,

以浪港 口丰水期以及枯水期的

低潮时的 10 rn 水质较好
.

浮游动物以轮虫和枝角类种类居多
,

从表 3 以

轮虫种类作为指示生物可以看出
〔, ’,

寡污性种类占
21.4% , 月中污性(包括 0 5一m s

,

尹m一0 5
、

月m ) 占

6斗
,

2 7

%

, 月中污性一“ 中污性和多污性占 14
.
28 汤

.

从污水生物体系组成来看
,
以 口中污性种类为主

.
同

样枝角类包括寡污性种
,

如薄皮潘
、

平突船卵澄
,

颈

沟基合潘等寡污水种
,

以及 “中污性~ 寡污性种的

长额象鼻搔种类; 而大多数种类如搔属
,

点滴尖额

洛
,

短尾秀体搔等为口中污性种
.

从密度和生物量来看
,

浏河站大于浪港站
,
但在

丰水期浏河站大于浪港
,

枯水期则反之
.

, rn 水深大

于 lom ;上层大于下层
.
在潮汐上

,

枯水期高潮时大

于低潮时
,

丰水期则相反
.
可推测

,
浪港站水质比浏

河好
.
同站位

,

丰水期优于枯水期
,

高潮时比低潮时

好
.
10 m 水深优于 sm.

表 3 浏河和浪港站的轮虫类指示生物百分组成

污水生物体系

21 。

4 5

2
5

。

0 0

代 表 种 类

唇形叶轮虫 剪形臂尾轮虫

须足轮虫

镰状臂尾轮虫

壶状臂尾轮虫

粤花臂尾轮虫
、

角突臂尾轮虫

长足轮虫 针簇多脸轮屯

,矛八U,几,
声�,�才

‘
�了山、矛

.

…
几j曰j�Ufj

凡j1
1

寡污性 (0 5)

寡污性~ 中污性 (0 5~ m s)

月中污性~ 寡污性 (召m ~ 0 5)

月中污性 (月m )

月中污性 ~ 。 中污性 (月m ~ 。m )

多污性 (0 5)

2
.
关于水流问题的探讨

该水域受径流和潮流的双重影响
.
径流携带淡

水种
,
同时潮流也带来了广温广盐性海产沿岸种如

硅藻的圆筛藻属
、

蛛网藻属
、

辐桐藻属
、

骨条藻属
、

冠

盖藻属
、

双尾藻属和挠足类中华哲水蚤和火腿许镖

蚤等广盐性种类
.
骨条藻和有棘圆筛藻细胞具有色

素体
,

其他属细胞均为空壳
,

说明该水域水质适于广

湿广盐性浮游植物的生长
.
从枯水期浏河站高低潮

样本中可以看出
,

淡水种类盘星藻属(绿球藻 目
、

海

洋中完全没有绿球藻目的种类)
〔‘, ,

水绵色 素 体 坏

死
,
仅剩细胞空壁

,

不能生活
.
在丰水期

,

长江径流

和内陆河沟来水增加
,

淡水藻类(主要是绿球藻目种

类 )种类多
,

且生长良好
,

由于受潮汐的影响
,

在定

性标本中仍能出现双尾藻和骨条藻等海产沿岸性种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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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壤中稀土元素背景值特征

魏复盛 刘廷良 滕恩江 苗葵生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

摘耍 本文报道了中国土壤15 个稀上元素的背景含量
、

共生组合关系及稀土元素的分异系数和分布模式
.
讨

论了4 1种土类
,
35 个省市行政区域上壤稀上元素背景含量的差异及其原因

.

关镇词 土壤;稀上元素;背景值
.

石而勺;罗

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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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六0
2汉21拍

l68l44

120

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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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824

我国是稀土资源丰富的国家
.
近年来

,

随着稀

土资源的开发及稀土微肥在农业上的应用
,

有必要

搞清我国土壤中稀土元素的背景值
.
美国在大陆连

片地区土壤背景值研究中测定了五个稀土元 素
t” ,

在阿拉斯加州土壤背景值研究中测定了 6个稀土元

素
‘. ’

.

我国在过去土壤背景值研究中测定了 8个稀

土元素
〔”
.

英国
、

罗马尼亚及 日本等国的土壤背景

值研究均未涉及稀土元素“ ’.

本项研究从全国 41 个土类采集 8“ 个样点的

土壤样品
.
样品经碱融

,
P

, 。,

萃淋树脂 (或阳离子

交换树脂)分离富集后
,

用 Ic P
一 人E s 测定

,

检出率

在 90 % 以上
,

接着讨论了稀土元素背景值的分布特

征
.

4,

2
8

4

,

6
3 4 刀8 5

.3之5
.
6 7 6

一

0
2

In
(
T

R )

图 l 中国上壤中稀土总量对数频数分 布 (
n
= 863)

盛T
罗

。

了丫
n’
L ,

0.5070.60.80.91.0

粼喊要状

一
、

我国土壤中稀土元素背景值特征

(一) 稀土元素的分布类型

全国 “3个上壤样品中
,

巧 个稀土元素含量的

频数分布均接近对数正态
,
符合微量元素分布的一

般特征
.

图 1为全国稀土总量 (T R 二 z L
a 一 L u ,

+ Y
)

的频数分布图
,

其余各稀土元素频数分布与总稀土

类似
.

(二) 稀上元素共生组合关系

我国土壤化学元素的相关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

明
,

稀土元素是一组共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元素
,

八百

La_ Pr Sm Eu
‘e N d G d

元瀚

图 2 土壤中稀土元素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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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ight of the fuzzy eh arae‘e r i st i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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