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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风沙危害*

董治宝　陈广庭　韩致文　颜长珍　李振山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兰州　730000)

摘要　为了给沙漠石油公路防沙工程设计和未来公路养护提供科学依据,综合野外观测及风洞模拟实验资料,分

析了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风沙危害的形成,建立了风沙危害程度的评判模式,从而得出公路沿线的风沙危害具有

如下时空分布规律: ( 1)在时间上,风沙危害主要集中于春、夏季节( 4- 9月) ,其中 4月份最强; ( 2) 在空间上,愈向

沙漠深入,风沙危害愈烈 . 风沙危害程度指数的理论估算值与风沙现象观测记录相吻合 .

关键词　风沙危害,时空分布规律,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

* 　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85-101-97-92) ,并获
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收稿日期: 1996-05-08

　　素有“死亡之海”之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

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其 85%的面积为流动沙

丘所覆盖,流动性堪称世界之冠 . 千百年来,塔

克拉玛干沙漠以其独特严酷的自然环境及神奇

色彩成为国内外探险家的圣地
[ 1]

. 90年代以

后,大规模开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油气资源被

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议事日程 . 为了

保证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 修筑一条横贯沙漠

的石油公路势在必行 . 相应的研究工作相继展

开 . 摸清风沙危害的形成、危害程度的时空分

布等一系列风沙危害问题是采取合理、有效防

沙措施的关键, 因而是防沙治沙研究中首要解

决的问题 . 以往关于本区风沙问题的研究都局

限于对整个沙漠的宏观论述[ 2]和沙漠周边地区

的探讨[ 3] ,无一涉及沙漠内部或对公路沿线进

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 本文根据“八五”期间,“塔

里木沙漠石油公路防沙治沙研究”专题组的野

外实地观测和实验结果,试图就塔里木沙漠石

油公路风沙危害的形成条件进行分析, 总结出

沿线风沙危害程度的时空分布规律, 以期为沙

漠石油公路防沙工程设计及未来公路养护提供

依据 .

1　沙漠公路沿线环境背景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干线北起塔河北约

35km 的轮南小区, 南抵 315 国道, 全长约

519km ,依次穿越现代塔里河冲积平原区、塔里

河古河道泛滥区,简单新月形沙丘与沙丘链区,

复合穹状沙山区以及高大复合型纵向沙山区等

地貌单元 (图 1) . 石油公路于塔河南 40. 8km

的肖塘始进入真正的流沙地带 . 公路沿线地势

南高北低, 海拔高度由塔河的 940m 左右向南

依次上升至 315国道的 1400m 多, 相对高差约

360m. 沿线沙物质主要源于昆仑山前洪积、冲

积物,塔里木河流域冲积、洪积物等 . 上述物质

经风力吹蚀、搬运、再堆积等一系列改造过程形

成了组建现代风沙地貌的风成沙 . 公路沿线气

候为典型的暖温带内陆荒漠气候 . 年降水量

少,一般为40mm 左右,但变率大 . 年蒸发量在

3000mm 以上,为降水量的 70多倍 . 年平均气

温 11- 13℃. 沙漠公路沿线植物资源缺乏,可

见植物仅 19种,集中分布于古河道、地下水埋

藏较浅的沙山间洼地和覆盖薄层风沙的盐化沙

土平地上 . 土壤类型以非地带性的流动风沙土

为主,局部古河道地区有胡杨林土分布 .

2　风沙危害的形成

风沙危害是风力作用下地面物质被侵蚀、

搬运及再堆积过程的产物 . 因此,足以产生风

沙运动的风力作用和承受风力作用的地面物质

基础是风沙危害形成的 2个必要条件 . 除此之



图 1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位置

外,风沙危害的形成及其程度尚受许多外在因

素的影响 . 若将风沙危害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

系统——沙害系统, 则又可将其划分为动力子

系统、响应子系统及干扰子系统 . 各个子系统

又由相对独立的若干要素组成(图 2) . 任何类

型和程度的风沙危害都是上述 3个子系统相互

作用而显示出的整体系统效应 .

由图 2知,风沙危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

然-社会复合系统过程 . 应当指出,形成和影响

风沙危害诸因素的作用因时因地而异 . 塔里木

沙漠石油公路沿线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其风沙危

害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其作用比较简单 . 如人类

经济活动极其微弱以至于在研究公路沙害的形

成时完全可以忽略;生物资源极其有限,只在局

沙害系统

响应子系统 地面物质(岩石圈、土壤圈)

动力子系统 风力作用(大气圈)

干扰子系统(生物圈、社会圈)
人类经济活动

动物

植物

土壤水分

土壤有机质

土壤化学成分

图 2　风沙危害系统框图

部地域起作用,在公路沙害的宏观研究中亦可

不计 . 经过对公路沿线风沙危害系统分析综合

后,笔者认为,公路沙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风力

作用、地面物质粒度组成及沙体中的水分(受大

气降水的影响)等 .

2. 1　风沙危害形成的动力条件

2. 1. 1　描述风沙危害及风力作用物理量的选

取

风沙危害程度与风沙活动强度有关,风沙

活动愈烈,危害愈大 . 因此,风沙活动强度可以

反映风沙危害程度 . 而可以表示风沙活动的物

理量是很多的 . 如前文所述, 风沙活动过程是

地表风蚀、风沙搬运及再堆积 3个相互依赖过

程的统一,因而这 3 个过程中的任何之一均可

反映风沙活动强度 . 即地表风蚀量、输沙量及

积沙量均可作为描述风沙活动强度的物理量 .

在本研究中,选取输沙量来描述风沙危害 .

关于风力作用强度, 许多风沙科学研究前

辈用摩阻风速来表示[ 4] . 有的学者认为是欠妥

的 . 因为摩阻风速是由测速并非测力得来的 .

因而不是精确的力学概念 . 而且摩阻风速本身

又是定床试验得现的概念 . 对于动床应当别

论.尽管 Bagnold R. A.提出了动床摩阻风速的

概念
[ 4]

,并将其与风沙运动阻力联系起来, 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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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运动阻力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如沙面阻力、

沙面渗透压力、颗粒形状阻力和颗粒摩擦阻力

等,还可能有颗粒的减阻作用,因而通过风速梯

度测量推算出的摩阻风速亦难以作为表征风力

作用的物理量 . 实际上,尤其是在野外风沙活

动的观测与研究中,一般很难进行力学观测,在

应用中人们最关心的也只是多大的风速可以产

生何等程度的风沙危害 . 有鉴与此, 在目前有

关风沙运动的力学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

下,在本研究中试图避开复杂的力学概念, 将风

速作为描述风力作用的物理量,直接建立风沙

危害程度——输沙强度与风速之间的关系 .

2. 1. 2　输沙强度与风速的关系

本项研究中输沙强度与风速关系的建立是

通过野外实地风沙观测来实现的 . 因为,到目

前为止由于野外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尚没有一个

理论模式能精确地计算输沙强度 . 但是,作为

表征风沙危害程度的输沙强度又是制定合理防

沙工程措施的主要依据 . 所以必须通过野外实

地测定,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求出现场条件下输

沙强度——输沙率, 即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宽

度的输沙量与风速的关系, 进而计算实际输沙

量 .

笔者先后在肖塘附近和满参选择各种地形

条件观测输沙率与 2m 高度 1min. 平均风速,

经计算处理, 求出其相互关系,作为计算输沙总

量的依据 .

观测结果表明,不同地表类型对风流场、从

而也对输沙率有很大影响 . 如表 1所示,在风

速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性质的近地表输沙

率仍有较大差别 . 总体说来, 流动沙丘上较平

地上输沙率大 . 同为沙丘, 若敷设了草方格等

则输沙率大为降低 . 在新月形沙丘纵断面上,

由于风速往沙丘顶部渐次增大,相应地输沙率

也往丘顶去增高 . 但是输沙率从迎风坡脚往沙

丘顶部去增大的规律只在一定高度上成立,当

沙丘高度超过一定限度后, 这种规律即发生变

化 .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待

于进一步观测分析研究 .

虽然,在一定高度内,不同地表类型的输沙

率不同,但对同一类型的地表而言,风速就成为

决定输沙率大小的关键因素 . 大量的观测与统

计分析表明,在 0- 20cm 高度内, 输沙率同 2m

高处 1min平均风速的关系为幂函数 .

q = 0. 07v 2 - 1. 29　r = 0. 83 ( 1)

式中 q 为输沙率( g·cm
- 1·min

- 1) , v 为风速

( m / s) .

表 1　不同地面类型的输沙率比较( 1992 年观测)

观测日期

月-日
地面性质

风速

/ m·s- 1

输沙率/ g·

cm- 1·min- 1

04-27 流动沙丘顶部 6. 1 0. 14

04-28 流动沙丘顶部 6. 7 2. 38

04-28 流动沙丘顶部 7. 6 3. 37

04-28 流动沙丘顶部 8. 1 3. 48

05-16 高大复合沙垅顶部 7. 4 5. 15

05-16 高大复合沙垅顶部 7. 8 6. 46

06-16 高大复合沙垅顶部 6. 0 1. 16

06-17 高大复合沙垅顶部 6. 0 1. 83

06-28 平坦流沙地 5. 4 0. 13

07-01 平坦流沙地 6. 8 0. 73

05-03 草方格沙垅顶 6. 2 0. 07

05-01 草方格小沙丘顶 7. 4 0. 0057

05-01 草方格平沙地 4. 7 0. 057

2. 1. 3　形成风沙危害的风力临界值——启动

风速

大气边界层气流运动过程中施力于地面物

质,当风力逐渐增大到一定临界值时,沙粒便获

得足够的动量而摆脱静止状态开始运动 . 这个

使沙粒开始运动的最小风速称作启动风速,是

形成风沙危害的必要临界条件,只有在大于启

动风速的风力作用下才会有风沙危害形成 .

虽然学者们提出了若干计算启动风速的理

论公式, 但由于他们研究时所采用的边界条件

互不相同,各地沙漠条件又彼此各异 . 因此,各

地启动风速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实地观测的基础

上 .

( 1)启动风速的观测　沙粒启动风速的观

测在肖塘气象站西北侧平坦的冲淤粘土质平地

上进行 . 各粒级沙粒的流体启动风速观测结果

见表 2. 可以看出,公路沿线各粒级沙粒的启动

风速大致相同, 其瞬时启动风速都在 6. 0m/ s

左右( 2m 高度) , 天然混合沙粒的瞬时流体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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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风速亦为 6. 0m/ s.

表 2　沙粒瞬时流体启动风速测定值/ m·s- 1

沙粒粒径/ mm
风速仪风杯高度/ cm

200 50

0. 063- 0. 125 6. 0 5. 6

0. 125- 0. 25 6. 0 5. 5

0. 25- 0. 5 6. 1 5. 3

混合沙 6. 0 5. 3

冲击启动风速是在上风向有沙源供应的条

件下测定的 . 结果表明, 2m 高度上的瞬时冲击

启动风速为 4. 8- 5. 3m/ s,平均为 5. 0m / s.

( 2)启动风速的换算　测定启动风速的目

的是根据测定结果利用气象站资料来估算风沙

危害程度 . 气象站风速观测的是 11. 4m 高度

上的 10m in平均风速,而启动风速的测定值为

2. 0m 高度上的瞬时风速, 二者存在时距与高

度上的差异,需经过一定的换算统一高度与时

距 . 笔者在没有可利用的时距与高度换算公式

为条件下,通过野外现场观测、统计相关分析建

立了不同时距与高度风速的换算关系(表 3) .

表 3　启动风速的时距与高度换算关系

　　　换算高度或时距 　　换算关系 相关系数

2m 高度 1min平均风速与瞬时风速 v 1min= 0. 023+ 0. 86v瞬时 0. 97

2m 高度 10min平均风速与瞬时风速 v 10min = 1. 03v瞬时- 0. 45 0. 99

11. 4m 高度 10min平均风速与瞬时风速 v 10min = 7. 51v瞬时- 6. 72 0. 95

11. 4m 高度与 2m 高度瞬时风速 v 11. 4= 0. 63+ 1. 2v 2 0. 99

11. 4m 与 2m 高度 10min平均风速 v 11. 4= 1. 87+ 1. 35v 2
2 0. 98

　　根据实测结果及表 3 中的换算关系得出,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风沙危害形成的动力临界

值相当于 11. 4m 高度 10min 平均风速 7. 8m / s

(流动启动风速)或 6. 0m / s(冲击启动风速) .

2. 2　风沙危害形成的物质基础——地面物质

的粒度特征

以从肖塘附近采集的原状沙丘沙在风洞进

行的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诸粒度参数中, 沙粒

的粒径对风沙危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不

同粒径范围的沙粒形成风沙危害的难易程度各

异,其中 0. 063- 0. 40m m 间的沙粒最易形成

风沙危害 .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沿线的沙粒粒径几乎

全部集中在粒径 0. 5- 0. 063m m, 且 85%以上

为细沙和极细沙( 0. 25- 0. 063mm ) (表 4) . 由

表 4 可知,公路沿线原沙粒基本上都属于极易

形成风沙危害的粒径范围, 而且在各地貌单元

之间粒径的差异较小 .

2. 3　沙层含水率对风沙活动的影响

当沙层中有水分存在的条件下, 沙粒外层

被一层水膜包围, 水离子链相互牵引增大了沙

粒间的内聚力 . 因此,沙层中的水分可以减弱

风沙危害 .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沿线含水率<

1%的干沙层的厚度经常达 20- 60cm , 成为形

成风沙危害的有利条件 . 但沙层含水率受降水

的影响十分明显, 少量降水引起沙层含水率的

增加可以迅速减弱风沙危害, 虽然沙层水分的

存在只是暂时性的 .

对不同含水率之风沙土风沙运动强度的风

洞模拟实验研究表明,输沙强度与沙层含水率

的平方成反比,有关系式( 2)存在 .

q∝ ( v / M 2) ( 2)

其中 q为输沙率, v 为实际作用风速, M 为沙层

含水率 .

3　风沙危害的时空分布

3. 1　风沙危害程度评价模型

风沙危害时空分布规律的探讨是建立在风

沙危害程度的定量评价基础上,因而评价模型

的建立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 针对塔里木沙漠石

油公路沿线的风沙危害系统特征,选取了风速

( v )及沙层含水率( M )来评价风沙危害 . 根据

笔者的实验研究, 野外观测及总结前人的一些

研究成果,上述 3个变量具有如下特征: 风沙

危害程度与风速的平方成正比; 风沙危害程

度与沙层含水率的平方成反比 . 但实际上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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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沿线沙粒颗粒组成

地貌

单元

地质地

貌部位

序

号

粒度参数 颗粒级配/ mm

M d SK KG SO > 2 2- 1
1-

0. 5

0. 5-

0. 25

0. 25-

0. 125

0. 125-

0. 063
< 0. 63

峰

型

塔里

木河

故道

平原

横向

复合

型沙

垅区

流动

沙丘

01 3. 08 0. 6533 - 0. 066 0. 6664 1. 4897 0. 20 46. 80 53. 00

02 3. 09 0. 6639 - 0. 112 0. 6455 1. 5064 0. 004 0. 076 50. 11 46. 61 3. 20 2

03 3. 10 0. 6458 - 0. 157 0. 7459 1. 4098 0. 10 46. 45 53. 45 2

淤　积

平　原

淤积层

04 3. 88 0. 6654 0. 1617 0. 6489 1. 5226 3. 97 67. 17 28. 86 1

05 4. 45 0. 4625 - 0. 309 1. 0404 1. 2520 0. 15 12. 25 87. 30 1

06 3. 99 0. 6669 - 0. 035 0. 6523 1. 5222 0. 03 2. 03 56. 38 41. 56 1

下伏

沙层

07 3. 27 0. 5471 - 0. 027 1. 0427 1. 2649 0. 13 24. 23 75. 63 2

08 3. 10 0. 6605 - 0. 034 0. 7957 1. 4271 0. 20 43. 28 50. 75 5. 77 2

09 3. 47 0. 6181 - 0. 028 1. 3788 1. 2782 0. 08 16. 77 69. 38 13. 77 2

复合

型弯

状沙

山区

流动

沙丘

10 3. 06 0. 6127 - 0. 114 0. 7377 1. 4142 0. 30 45. 19 54. 53 2

11 2. 69 0. 5136 0. 2296 1. 0994 1. 2451 0. 07 79. 17 20. 76 1

12 3. 40 0. 4414 - 0. 171 1. 0997 1. 2247 0. 07 15. 66 84. 26 1

沙山间

平沙地
13 2. 64 1. 2146 - 0. 207 1. 3968 1. 6110 6. 80 9. 57 0. 50 6. 04 68. 07 0. 02 3

复合

型纵

向沙

垅沙

山区

沙山间

淤积层
14 3. 78 0. 7070 0. 0730 0. 9402 1. 4280 9. 70 55. 15 35. 15 1

流动沙丘

15 3. 41 0. 4430 - 0. 185 1. 1253 1. 2195 0. 13 15. 60 84. 27 1

16 3. 21 0. 6250 0. 2592 0. 9221 1. 3540 0. 17 2. 58 27. 11 65. 46 4. 68 1

17 3. 45 0. 4509 - 0. 184 1. 0510 1. 2412 0. 01 14. 55 80. 36 5. 08 1

粗砂平地

(取地面 0

- 10cm )

18 2. 36 1. 4191 - 0. 344 1. 2675 1. 8769 0. 01 6. 28 19. 04 3. 23 10. 36 50. 58 10. 50 3

19 2. 57 1. 4571 - 0. 370 1. 5270 1. 6015 0. 51 11. 89 3. 61 1. 99 31. 57 41. 67 8. 76 3

20 2. 49 1. 7571 - 0. 551 0. 9551 2. 2048 0. 13 13. 95 10. 65 0. 57 9. 58 50. 99 14. 13 3

淤积层
21 3. 92 0. 6414 0. 0626 0. 7448 1. 4371 0. 005 0. 355 3. 29 53. 08 43. 27 2

22 4. 45 0. 4123 - 0. 221 1. 1384 1. 2031 0. 30 0. 45 10. 05 89. 20 1

淤积层下

埋藏沙
23 3. 29 0. 5702 - 0. 299 1. 0539 1. 2773 0. 10 0. 17 23. 86 70. 86 5. 01 3

含水率长期观测资料是不易获得的 . 因此在建

立风沙危害评价模型时,用可以反映沙层表层

含水率的空气相对湿度 . 因为, 从理论上讲,大

气中的水分来自于地表的水分蒸发, 因而空气

相对湿度的大小可以反映沙层含水率的相对多

寡 . 野外实测表明, 沙层含水率与空气相对湿

度的 4次方成正比 . 由此可以推论, 风沙危害

与空气相对湿度的- 8次方成正比 .

综上所述,笔者建立了如下风沙危害评价

模型:

S =
v

2

H
8 ( 3)

其中, S 为风沙危害程度; v 为平均风速, H 为

空气相对湿度 .

模型( 3)中各变量的值均来自长期定位气

象观测和野外实地调查(表 5) . 以肖塘和满参

分别作为沙漠边缘和腹地的 2个代表点进行评

价 .

表 5　肖塘、满参的模型变量值

地点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肖

塘

平均风速/ m·s 1. 4 1. 9 2. 2 3. 1 3. 3 3. 4 3. 6 3. 2 3. 0 2. 2 1. 9 1. 6 2. 6

空气相对湿度/% 74 55 47 24 33 39 36 36 36 47 50 58 45

满

参

平均风速/ m·s 1. 1 1. 6 2. 7 2. 8 2. 8 3. 6 3. 7 3. 2 2. 5 1. 9 1. 6 1. 4 2. 4

空气相对湿度/% 68 49 35 22 30 33 32 32 29 36 45 55 39

8 环　　境　　科　　学 18 卷



3. 2　时空分布规律

图 3 为肖塘、满参 2地的风沙危害程度指

数 . 可知, 2地风沙危害的年内分布规律是一

致的,都表现出,春夏季风沙危害较强,尤以 4、

5月份最强 . 秋冬季风沙危害较弱,尤以 12、1

月份最弱 . 年内各月的风沙危害指数均表现出

满参较肖塘高的规律 . 若考虑植被的影响,肖

塘附近古河道中胡杨林及一些灌丛的存在则会

使风沙危害更有所减弱 .

图 3　肖塘、满参的风沙危害程度指数

若将扬沙、沙尘暴和浮尘视为风沙危害的

直观现象,则上述风沙危害程度指数的理论计

算值与风沙灾害现象的观测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图 4) .

从风沙危害程度指数的上述分布特征可以

看出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的风沙危害具有如下

区域分异规律 .

( 1)愈深入沙漠腹地风沙危害愈烈 .

( 2)沙漠公路风沙危害可划分出 3大程度

图 4　风沙危害程度指数与扬沙、沙尘暴及

浮尘日数的关系

类型区: 现代塔河冲积平原区 . 约在肖塘以

北,总长 70km 多,胡杨林及灌丛分布较密集,

这一段为轻度沙害区 . 塔里木河古泛滥平原

埋藏区为中度沙害区,肖塘至满参北即穹状复

合型沙山区的分界,长约 75km 多,地貌类型为

新月形丘或沙丘链,间有古河道及胡杨、灌木林

分布带 . 其余的高大复合型沙山及穹状沙山

区均属强度风沙危害区 . 这意谓着愈向沙漠腹

地防沙任务愈艰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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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 fect of 2-Nitrof luorene Exposure on Gill Struc-

ture of the Grass Carp. Y u G ang and Xu Xiao ba i( Re-

sea rch Center fo r Eco-Env ir 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 ca 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 Chin. J . E nvi -

r on. S ci . , 18( 1) , 1997, pp. 1- 3

N itr ated po ly cyclic ar om atic hydro carbons ar e a class

of impor tant po llutants with dir ect -acting mutag enici-

ties and carcino genicit ies. 2-nitr ofluor ene is a repr esen-

tative compound o f nitro -P AHs. T his paper r epor ted

the effect o f 2-nitro fluo rene ex posure o n gill structur e

of t he g r ass car p. A fter 2, 4, 10 days o f ex po sur e, g ill

of fish w as ex amined under electr on micro sco pe . T he

most sev ere g ill lisio ns included t he hy per tr ophy and

increased number of chlo ride cells. T his t ype of str uc-

ture damage show s a clo se similar it y to t ho se caused

by o ther pollut ant s, such as lindan.

Key words: 2-nitr ofluor ene, g rass car p, gill, tox ical ef-

fect .

The Blown Sand Disaster Along Tarim Desert Oil-

Transportation Highway. Dong Zhibao, Chen G uang -

ting et al. ( Inst itute o f Deser t R esear ch, Chinese A -

ca demy of Sciences, L anzhou 730000) : Chin. J . E nvi-

ron. S ci. , 18( 1) , 1997, pp. 4- 9

By means of field observ atio n and labor ato ry ex per i-

ment, t he g enerat ion o f the blo wn sand disaster along

T ar im desert oil-transpor tation hig hw ay was analy sed,

the ex tent assessment model w as established. F inally

the conclusions r eached are: ( 1) I n the t empo ral dis-

tr ibut ion, the disaster is mainly co ncentr ated o n spr ing

and summer ( A pr il- Sept ember ) , the mo st sever e is

in A pr il. ( 2) In the spatial dist ribution, the disaster is

mor e intensive into the desert . ( 3) Extent zones ar e

outlined acco rting to the theor etically est imated values

of blow n sand disaster ex tent, w hich fit w ell in t he

blo wn sand disast er pheno mena obser v ed and r ecor d-

ed.

Key words: blow n sand disaster , tempo-spatial distru-

bution, T ar im deser t oil-tr anspor tation hig hway .

Study on Degradation of Phenolic Compounds by Can-

dida maltosa. Y in P ing , Y ang Y anx i and Y ang

Huifang ( Institute o f M icro biolog y ,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 Chin. J . Env ir on. Sci. , 18

( 1) , 1997, pp. 10- 13

Deg radatio n of 15 kinds o f pheno lic compounds by

Candida maltosa 10-4 w as st udied. T his y east can uti-

lize dihydric phenol and t rihy dr ic pheno l as so le car bo n

source fo r gr ow th. T hree kinds of dihy dr ic pheno l
( 300 mg / L ) can be deg raded 97% - 99% in 48 ho urs.

N itr ophenol, amino phenol and cr esol can not be used

as sole car bo n sour ce, but nitr ophenol and amino phe-

no l can be used as nitro gen sour ce fo r g ro wth . Wit h

glucose as car bo n so urce and ( NH3 ) 2SO 4 as nitr og en

source, the gr ow th and degr adatio n activity can be

pro moted obv iously. Remov al of mo no nitr opheno l

( 300 mg/ L ) can reach 93% - 100% , 2-o r 4-cr eso l

86% and mo noamino pheno l 68% - 84% . With substi-

tuting gr oups incr ease, degr adatio n of phenolic com-

po unds beco me slow er . Cells adapted by 1200 mg/ L o f

pheno l can ox idate hig h co ncentr atio n ( 2800 mg / L ) o f

pheno l and 15 kinds of phenolic co mpounds ( 300 m g/

L ) to different degr ee.

Key words: pheno lic compo und, Cand id a maltosa,

degr adat ion.

Nitrogen Content Dynamic Variation Analysis in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L iu Jing shuang , Y u Junbao et

al. ( Changchun I nstitute of Geo gr aphy , Chinese A -

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1) : Chin. J . En-

vir on. Sci. , 18( 1) , 1997, pp. 14- 16

Space -time var iation law of nitr og en content in differ-

ent r iver sectio ns, w ater per io ds and year s in t he sec-

ond So nghua Riv er w ere descr ibed in detail. T he re-

sults show ed that there ar e dir ect relatio n bet ween ni-

tr og en co nt ent v ariatio n in wat er and nitr og en in w ast e

w ater to come fro m cities and r uno ff w ater o f bo th

banks o f the r iver . Nitra te and nitrite contents in wa-

ter in flo od per io d ar e hig her than that o f mid a nd lo w

w ater per io ds. In floo d per io d, nitr ate co nt ent in wa-

ter incr eases g r adually with ext ensio n of r iver sect ion,

ammo nia content in polluted r iver sect 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unpollut ed river section. N itr ate and ni-

tr ite contents in wat er in thr ee wat er periods fr om

1985 to 1989 are slightly hig her than that fro m 1980 to

1984 and fro m 1990 to 1994, ammo nia co nt ent in w ater

increased annually .

Key words: nitr og en co nt ent , spa ce-time v ariatio n

law , the Second So nghua Riv er .

A Research on Technology for Recovery Resource

f rom High Concentration J-Acid Waste Liquors. L i

Zho ng he, Zhu W anpeng et al. ( D ept . of Envir on.

Eng. , T sing hua U niver sity , Beijing 100084) : Chin. J .

Envir on. S ci. , 18( 1) , 1997, pp. 17- 19

J-acid waste liquor s is a high concent rat ion or g anic

w aste wat er. In this r esear ch N235 w as used as ex-

tr atant to ex tr act useful subst ance fro m the J-acid

w aste liquor s. T he tests indicated t ha t mo r e than 95%

of CO Dcr in J-acid w aste liquor can be remo ved and

COD cr in the remained liquor s can be dr opped to 500-

2000 mg / L . 95% of colo ur ity ca n be remo ved fro m the

w aste liqour s. By back-ex tr actio n tests, ex tr acted o r-

ganic fr om w ast e liquo r s can be concentrat ed 5 to 10

times. In t he pr ocess the ex tr actant co uld be recy cled

for that its pro per ties don't v ary and it's lo st is litt le.

By recov ery t est s, t he concentrat ed solutio n could be

back to t he appro pr iat e sectio n o f the pr oducing pr o-

cess directly to reco ver y useful subst ance, w hich w ill

have no detr imental effect s o n the co mprehensive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