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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厦门同安湾养殖海域沉积物柱样$柱深 "&( MF%中 % 种不同形态有机锡化合物$丁基锡和苯基锡%的 Z6D=W_定

量分析测定&并结合
’"(WR同位素定年&追溯了该地区近几十年来有机锡污染的沉积历史$"#*" h’(($ 年%B研究表明&该海域

从 ’( 世纪 )( 年代$( h&( MF段%开始出现有机锡化合物污染&总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干重%在 *‘E* h%#‘% 8V-Vj"之间&平

均值为 ")‘( 8V-Vj"&其中丁基锡化合物含量分布范围为 ’‘)" h%&‘& 8V-Vj" $平均值 "E‘% 8V-Vj" %&约占总有机锡含量的

#$‘Eq&降解产物以一丁基锡为主要形态’苯基锡仅占 ’‘)&qB与世界其他港口海湾沉积物中有机锡的污染相比&厦门同安湾

丁基锡化合物的污染处于较低水平B该养殖区域以丁基锡污染为主&推测来源于早期的船舶防污漆&苯基锡的少量检出可能

来源于船舶防护漆使用时的副产品B同时&该海域沉积物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和组成分布特征&表明其可能受到水动力条

件和海上建筑(船舶防污漆泄漏的双重影响&而海水养殖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B有机锡化合物的沉积历史分析表明&柱样中

有机锡化合物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较好重现了该地域有机锡化合物的使用历史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安湾海域功能区

划的改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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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7LVG879A8 M7FO7>8?N&02N%是海

洋环境中备受关注的有机污染物&具有高毒性和相

对持久性&尤其是三丁基锡$2LAR>9<;9A8&2U2%和三苯

基锡$2LAO:@8<;9A8&2W:2%在水和沉积物中低浓度时

就可以对水生生物产生高毒性&导致海洋腹足类生

物的性畸变
)"&’*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由人为因素大

量进入海洋环境的最毒的物质之一
)**B许多国家已

将2U2(2W:2及其降解产物列于优先污染控制的黑

名单中
)E&)*B据最新文献报道&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

环境中02N的污染依然十分严重’目前国内外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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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域有机锡污染的相关研究仍有很多&这些研究

大多比较关注近岸港口(码头(河口(造船厂附近

水体( 沉 积 物 和 海 洋 生 物 体 中 有 机 锡 污 染 水

平
)% h"$*B

水体沉积物是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最终受体&
也是研究环境污染和变迁的自然档案

)"&*B有机锡化

合物具有疏水性&易通过吸附在悬浮颗粒物上而进

入沉积环境&这是海洋环境中有机锡化合物的一个

重要归趋
)"#*B02N在沉积物中比较稳定&降解极为

缓慢&并且在河口(港湾等特殊地方当疏浚河道时会

使沉积物剧烈扰动&造成污染物质的再迁移&严重威

胁水生生物
)’(*B沉积物中2U2半衰期可以长达几年

甚至几十年’沉积物中存在于防污漆碎片上的 2U2
比吸附在沉积物颗粒上的 2U2更难降解&使得 02N
的污染信息很好的记录(保存于沉积物中&因此柱状

沉积物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的污染状况
)’"*B研究

沉积环境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垂直含量(存在形态和

分布规律等特征&并结合同位素定年&可以有效地追

溯有机锡化合物污染的来源和输入途径(重建其沉

积污染历史’也能很好地反映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

发展变化&揭示人类活动与水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

关系&提 示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环 境 保 护 的 相 对 滞

后
)’’ h’E*B

有研究表明养殖业会带来较严重的有机锡化合

物污染
)’)&’%* &而我国对近海环境中 02N污染的研究

相对滞后且较少&更没有长期的控制(监测与研究计

划&港湾水域有机锡污染调查的报告也很有限
)"%* &

而关于养殖海域 02N污染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则更

为少见&因此目前对海水养殖所造成的有机锡污染

情况尚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B厦门同安湾位于厦门

岛东海域&因其滩涂广阔&浅水面大&以往水产养殖

业发达&其在 #( 年代中期规模最大&近年来该海域

的养殖业则逐渐被取缔&而之前的大规模的海水养

殖已给该海域带来了极大的污染
)’$* ’赵冬梅等

)’&*

研究发现同安湾附近海域水体中的有机锡浓度远高

于厦门岛周边其他海域& 推测这与厦门海域船舶活

动和网箱养殖密切相关B同时厦门是也我国东南沿

海重要的枢纽港口& 大型船只来往频繁& 船舶防污

涂料中添加的有机锡释放对港口水环境的影响不容

忽视B本研究对厦门同安湾养殖海域沉积物柱样中

有机锡化合物进行了分析&以了解该海域有机锡的

污染历史&判别养殖业是否给该海域带来严重污染&
以期为该地区有机锡化合物的污染防治提供可靠的

科学依据B

LM材料与方法

LNL!样品采集

沉积物柱样采集地点在厦门同安湾海水养殖区

域 内& 采 集 时 间 为 ’(($ 年 "( 月& 地 理 位 置 为

+""&‘"$"Em&,’E‘))’’m$如图 " 所示%B所采沉积物

柱样长度为 "&( MF&按沉积物颜色分层共分成 ")
个样&分别为#( h"(( "( h’(( ’( h’E( ’E h*(( *(
hE(( E( hE%( E% h)(( )( h%(( %( h%%( %% h&((
&( h"((( "(( h"’(( "’( h"E(( "E( h"%(( "%( h
"&( MFB样品切割分样后带回实验室&并于 j’(n冷

冻保存至分析B

图 LM厦门同安湾沉积物柱样采样点

=AVB"!5GFO;A8VNA9@7S9:@N@?AF@89M7L@SL7F

278VeG8 UG<& ÂGF@8& 6:A8G

LNO!沉积物柱样定年

柱样沉积物 ) h"( MF为黑色泥质&中间夹杂生

物颗粒如贝壳等&"( h*( MF为青色泥质&*( h*)
MF为泥质过渡层&E( hE% MF为黄泥层&E% h)( MF
为泥质过渡层&)( MF以下为青色泥质B其中黑泥层

为该海域养殖阶段的沉积物&黄泥层则为外来填海

的泥质B经资料查证该段黄泥层与 "#)) 年集美海堤

填海有关&说明 E( MF以上沉积物为 "#)) 年后的沉

积物BE) h"&( MF柱样经放射性同位素
’"( WR 的测

定&平均沉积速率为 )‘$ MF-Gj"B因此&该柱样对应

的沉积年龄为 "#*’ h’(($ 年B
LNP!仪器(化学药品

冷冻干燥仪#=L@@c78@E‘)&4GRM78M7B67B$德

国%’低速大容量离心机#2_4DE(U型$上海安亭科

学仪器厂制造%’恒温水浴锅#a’D"((5W型$上海申

生科技有限公司%’气相色谱D火焰光度检测器 Z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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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_#3;AV@89%&#( W;>N$\W公司%B
试剂#正己烷(二氯甲烷(苯(丙酮(甲醇为色谱

纯$\W46&2+_.3&X53%’草 酚 酮 $2L7O7;78@&纯 度

##q&3;?LAM:%’甲苯(冰醋酸(盐酸(吡咯烷二硫代氨

基甲酸铵$3W_6%(无水硫酸钠(格式试剂$正戊烷

溴化镁乙醚溶液%(硫酸为分析纯’无水硫酸钠(弗

罗里硅藻土$=;7LANA;&%( h"(( 目&36/05&X53%为

层析用&马弗炉 E)(n灼烧 E: 后使用B
有机锡标准物质#一丁基锡$1U2%(二丁基锡

$_U2%(三丁基锡$2U2%(一苯基锡$1W:2%(二苯基

锡$_W:2%(三苯基锡 $2W:2% 以 及 内 标 三 丙 基 锡

$2WL2%均购自3MM>59G8?GL? .8MB&X53$标样色谱图

见图 ’%B标 准 参 考 认 证 物 质#6/1E%’ $,7B’))&
+X/%B

图 OM有机锡化合物混标及内标的 @-\825谱图

=AVB’!5O@M9L7VLGF7SO@89<;G9@? 7LVG879A8 M7FO7>8?N

LNQ!样品的提取与净化

沉积物的前处理方法参照文献)’#*所描述的

基础上作适当修改B沉积物样品经冷冻干燥&研磨过

筛$&( 目%&称取 ’ h) V沉积物&加入 2WL2&在加入

约 * F4丙酮( " V左右活化铜粉&摇匀后静置过夜B
次日再加入 "( F4甲苯和 E F4冰醋酸&超声萃取 )
FA8 并离心&取上清液&重复超声萃取(离心操作 ’
次&合并萃取液至分液漏斗中&加入 ’( F4(‘)q 的

3W_6水溶液&振荡萃取(保留上层有机相B下层水

相再以 ") F4的 (‘*q 9L7O7;78@D甲醇溶液&然后用

"( F4甲苯萃取 ’ 次&分别取上层有机相&合并有机

相并用无水硫酸钠除去水分B有机萃取液旋转蒸发

至 " F4左 右& 转 移 至 反 应 瓶 中& 加 入 ’ F4*
F7;-4j"正戊烷溴化镁乙醚溶液&E(n下反应 E( FA8
后加入 "( F4" F7;-4j" \’50E 以除去过量的格式

试剂&再以 ’( F41A;;Ab水洗涤有机相B有机相中加

入 ’( F4"(q苯D正己烷溶液萃取 ’ 次&合并有机

相&无水硫酸钠除水后浓缩至 " F4B将浓缩溶液转

移至弗罗里土层析柱内&分别用 E( F4"(q苯D正己

烷溶液和 "( F4)(q苯D正己烷淋洗&洗脱液浓缩(
氮吹至 "(( ’4&用Z6P=W_检测分析B
LNS!仪器分析条件和质量控制

沉积物样品中的有机锡化合物采用 Z6D=W_进

行检测分析&=W_检测器配 %"(8F波长的滤片B\WD
) 弹性毛细管色谱柱$*( Fg’)( ’F g(‘’) ’F%’
以氦气作载气(氮气作辅助气&点火用气为氢气和空

气&氦气(氢气和空气流速分别为 ’‘(( "’( 和 "((
F4-FA8j"’进样口和检测器温度均为 ’)(n’Z6升

温程 序# &(n保 持 " FA8& 以 ) n-FA8j" 升 温 至

"#(n&再以 "( n-FA8j"升温至 ’&(n&恒温 ) FA8’
\W$%&* 自动进样器无分流进样&进样量 " ’4B利用

有机 锡 混 合 标 准 $1U2(_U2(2U2(1W:2(_W:2(
2W:2%保留时间定性&利用 2WL2作为内标&内标法

定量B
通过全程空白(样品加标以及标准参考认证物

质$6/1E%’&海岸带沉积物%实验进行了分析质量

控制&详细步骤见文献)*(*B实验结果发现&空白样

品中 % 种有机锡化合物均未检测出&表明在整个实

验室分析过程中没有受到沾污B% 种有机锡化合物

的 加 标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1U2 "("‘"q&& _U2
"(#‘)q& 2U2 &$‘*q& 1W:2 ""E‘)q& _W:2
"(%‘)q&2W:2#’‘’qB6/1E%’ 中_U2及2U2浓度

$以化合物的阳离子计&干重%的实测值分别为 %"
8V-Vj"( E’ 8V-Vj"&均在参考值)$%& o"’% 8V-Vj"(
$)E o")% 8V-Vj"*范围之内&表明该分析方法可信B

OM结果与讨论

ONL!沉积物柱样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和组成

特征

本研究分析了沉积物柱样中 % 种不同存在形态

的有 机 锡 化 合 物 $1U2(_U2(2U2(1W:2(_W:2(
2W:2%&测定结果$含量以各化合物中锡元素净重

计&干重%详见表 "‘所分析的 % 种有机锡化合物中&
一苯基锡在整个沉积剖面都未被检出’而在 &( h
"&( MF之后&基本未检出有机锡的存在’除 "%( h
"&( MF外&可能是因为 "%( h"&( MF位于末梢&受到

了水体的沾污B因此&在中上层沉积剖面 $( h&(

MF% 有 机 锡 总 含 量 $!02N% 为 *‘E* h%#‘%

8V-Vj"&平 均 值 为 ")‘( 8V-Vj"&表 层 含 量 为 ’*‘’
8V-Vj"’丁基锡$U2N%的含量为 ’‘)" h%&‘& 8V-Vj"&
平均 值 为 "E‘% 8V-Vj"&占 02N总 含 量 平 均 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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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苯基锡$W:2N%的含量为#8? h’‘($ 8V-Vj"&
平均 值 为 (‘*# 8V-Vj"&占 02N总 含 量 平 均 值 的

’‘)&qB说明同安湾养殖海域以丁基锡污染为主B而

1U2(_U2(2U2的含量分别 8? h*)‘)( 8? h’$‘#(
8? h$‘E( 8V-Vj"&平 均 含 量 分 别 为 %‘&#( )‘(((

’‘$E 8V-Vj"&在 U2N平均值中所占百分比的平均值

为#E$‘"q( *E‘’q( "&‘$q&这说明同安湾养殖海

域沉积物中以丁基锡的降解产物 1U2为主’同时&
苯基锡化合物的少量检出可能主要来源丁基锡化合

物作为船舶防护漆使用时的副产品B

表 LM厦门同安湾养殖海域沉积柱样中有机锡含量"% P8V-Vj"

2GR;@"!-@L9AMG;M78M@89LG9A78 ?AN9LAR>9A78 7S02NA8 N@?AF@89M7L@P8V-Vj"

深度PMF 年份 1U2 _U2 2U2 U2N 1W:2 _W:2 2W:W W:2N 02N

!( h"( ’(($ "(‘E #‘$( *‘($ ’*‘’ 8? 8? 8? , ’*‘’
"( h’( %‘#’ E‘#% "‘’) "*‘" 8? 8? 8? , "*‘"
’( h’E #‘#E $‘E$ 8? "$‘E 8? 8? 8? , "$‘E
’E h*( *‘(% 8? (‘%( *‘%% 8? 8? 8? , *‘%%
*( hE( 8? 8? *‘E* *‘E* 8? 8? 8? , *‘E*
E( hE% "#)) *‘*E 8? *‘"% %‘)( 8? 8? 8? , %‘)(
E% h)( "#)* "‘$" 8? "‘#’ *‘%* 8? "‘(# (‘#& ’‘($ )‘%#
)( h%( 8? 8? E‘(& E‘(& 8? 8? 8? , E‘(&
%( h%% "#E# 8? 8? ’‘)" ’‘)" 8? 8? "‘(( "‘(( *‘)"
%% h&( **‘) ’$‘# $‘E( %&‘& 8? 8? (‘&" (‘&" %#‘%
&( h"(( "#E) 8? 8? 8? , 8? 8? 8? , ,
"(( h"’( "#E’ 8? 8? 8? , 8? 8? 8? , ,
"’( h"E( "#*# 8? 8? 8? , 8? 8? 8? , ,
"E( h"%( "#*) 8? 8? 8? , 8? 8? 8? , ,
"%( h"&( "#*’ $‘&% #‘(( (‘&) "$‘$ 8? 8? 8? , "$‘$

"%U2N为 2U2(_U2(1U2之和&W2N为 W2W(_W2(1W2之和’02N为 U2N(W2N之和’8?#表示未检出

ONO!沉积物中有机锡化合物的污染比较

袁东星等
)*"*

于 "### 年仅对厦门西港表层沉积

物中丁基锡化合物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2U2(_U2
和 1U2在所有表层沉积物样品中均被检出&含量分

别 为 (‘"% h’E‘(*( (‘(% h%‘##( (‘(’ h"‘$%
8V-Vj"&较高检测出的是 2U2B黄长江等

)*’*
于 ’(("

也研究了厦门港沉积物中丁基锡化合物&发现以

2U2和 1U2为主&含量分别为 ’‘)’ h%*‘$ 8V-Vj"(
’‘(’ h"E‘* 8V-Vj"&而 _U2未检测出’本研究则处

于厦门岛的东面&与厦门港沉积环境迥 异BaG8V
等

)’E*
于 ’((% 年对厦门岛周边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的

有机锡化合物进行了分析&% 种有机锡化合物均有

检出&!02N的变化范围在 "$‘’ h""$‘& 8V-Vj"&

平均含量为 $"‘# 8V-Vj"&其中同安湾海域 * 个点沉

积物中有机锡的含量为 "$‘’ h$E‘( 8V-Vj"$平均含

量为 E"‘’ 8V-Vj"%&2U2(_U2和 1U2含量分别为#
8? h’%( (‘#) h’‘’( "% h*# 8V-Vj"&结果发现绝大

多数站位所检出的有机锡化合物以丁基锡为主&丁

基锡中又以 1U2为主&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且污

染程度相当BaG8V等
)’E*

的研究指出&同安湾表层沉

积物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主要受到水动力条件和

海上建筑防污漆泄漏影响&海水交换快的海域有机

锡化合物的浓度较低&而进行海底隧道施工的海域

有机锡化合物的浓度明显高于其他站点B本研究中

有机锡化合物含量介于 aG8V等
)’E*

分析的同安湾

有机锡化合物含量的高低值之间&说明本沉积物中

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可能受到水动力条件和海上建

筑(船舶防污漆泄漏的双重影响&同时厦门岛同安湾

有机锡化合物的污染较厦门港的低B从表 ’ 可以看

出$以所有采样点表层沉积物的平均值表示%&中国

东南沿海海域沉积物中 2U2的污染相对较轻&2U2
的含量均低于 "(( 8V-Vj"&最严重的地区是香港的

游艇港$E E&& 8V-Vj"%及德国北部的游艇港$* $##
8V-Vj"%&其他各大型港口的沉积物中 2U2含量也

均高于本研究的厦门同安湾B
ONP!沉积物柱样中有机锡化合物的沉积记录及来

源探讨

从图 * 的沉积物柱样中 2U2(_U2和 1U2含量

随深度(沉积年代变化的曲线可以看出&2U2(_U2
和 1U2三者有相近的变化趋势&而 _U2和 1U2不

论是在有机锡的含量上&还是在其变化趋势上&都更

趋于一致B而 1U2相对于 2U2(_U2&在结构上更稳

定&浓度也就相对较大B不同的污染源会引起沉积物

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分布和浓度的变化&’( 世纪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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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OM国内外港湾(河口沉积物中有机锡化合物含量对比P8V-Vj"

2GR;@’!67FOGLAN78 7S02NA8 N>LSGM@N@?AF@89NSL7F79:@LFGLA8@@8TAL78F@89NA8 9:@Q7L;?P8V-Vj"

研究区域 采样时间
化合物

2U2 _U2 1U2
文献

3>MI;G8?&新西兰 "##( " ’(* , , )***
6:@NGO@GI@UG<&美国 "##" )’)‘( $&‘"E &‘E"E )*E*
U779:RG<:GLR7>L&美国 "##( h"##’ ’ $*" %*’‘# , )*)*
,7L9: G8? UG;9A@N@GFGLA8G&德国 "##$ h"##& * $## " #)$ **%‘% )*%*
3LMGM:7> :GLR7>L&法国 "##% h"##$ ’#$" " ))) " $(E )*$*
UGLM@;788G&西班牙 "##) h’((( " %*$ %##‘E "&#‘* )*&*
09N>M:AUG<&日本 "##% " &%$ , , )*#*
3LMGM:78 G8? 6:>FO7L8&泰国 "##$ " %%’ E#’‘* "’%‘’ )E(*
\GLR7>LG8? M7GN9G;QG9@LN&香港 "#&& h"#&# E E&& , , )E"*
台湾高雄港 ’((E ’ %&( " ’*) $(’‘% )E’*
广东惠阳港 ’(() ’‘*( (‘(E *"‘%& )*’*
珠江三角洲 ’((( *"‘)( ’’‘)E "%‘)E )E**
厦门同安湾 ’(($ *‘($ #‘$( "(‘E 本研究

图 PM沉积物柱样中 DID(5ID和‘ID垂直变化曲线

=AVB*!-@L9AMG;TGLAG9A78N7S2U2&_U2G8? 1U2M78M@89LG9A78NA8 N@?AF@89M7L@

年代末以前&基本没有检测出有机锡化合物的存在&
说明没有有机锡化合物输入’’( 世纪 )( 年代以后

$( h&( MF段%&沉积物中开始出现丁基锡化合物的

污染&这与有机锡化合物作为防污涂料而大规模使

用的时间正好相符’且这段沉积物基本上都检测出

2U2&表明该区域在近几十年来都存在不间断的有

机锡化合物输入B同时&’( 世纪 )( 年代以来&丁基

锡化合物的含量呈现波动变化且波动幅度较大&这

可能一方面受本区水动力条件的影响&受到扰动有

关’另一方面该海域还存在清淤的可能B在 %% h&(

MF段 出 现 丁 基 锡 化 合 物 峰 值& !02N为 %&‘&

8V-Vj"&其中 2U2(_U2(1U2在柱样中含量的最大

值均 出 现 在 这 一 时 期&分 别 为 **‘)( ’$‘#( $‘E(

8V-Vj"&定年显示这一时期大约是在 "#E# h"#)’
年&这与上世纪中期大规模使用有机锡化合物作为

塑料稳定剂(杀虫剂(杀菌剂相吻合B峰值之后&在

’E h"%% MF段&未检测出 _U2&很少检测 1U2&但

2U2均有检测出且波动幅度小&这进一步说明了该

海域存在 2U2的持续输入B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为填海而改变了同安湾的沉积环境&有研究表明&
沉积物中 2U2的降解还与沉积物中微生物的种类

及2U2的输入量有关&在沉积物中 2U2的降解过程

主要是微生物降解
)EE&E)*B在 ( h’( MF&又检测出较

高含量的 1U2和 _U2&而 2U2的含量则相对较低&
但是 1U2(_U2(2U2的含量均有上升趋势B根据上

文的沉积物的性状描述&这一段为黑色泥质&中间夹

杂生物颗粒如贝壳等&为海水养殖阶段所产生B厦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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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鱼类网箱养殖的历史不长&从 ’( 世纪 &( 年代

后期开始推广&在 ’( 世纪 #( 年代到 ’((( 年得到迅

速的发展&厦门岛整个周边海域都有分布B’((’ 年

以后厦门市政府则指定同安湾是厦门市唯一的网箱

养殖区B据 ’((E 年修编后的!厦门市海洋功能区

划"&其主要功能定位为海水增养殖
)E%*B这一功能区

划也就使得近年来有机锡化合物的输入开始增加&
并伴有了上升的趋势B另外&在上层沉积物中 1U2(
_U2的含量明显大于 2U2&1U2和 _U2除由 2U2
的降解得到&还可能来自于城市污水处理厂或家庭

污水&因为本研究点位置特殊&不仅是同安湾的出

口(也是厦门岛五缘湾口&而五缘湾周边有密集的居

民区’另外&沉积物中 2U2的降解速率要大于其降

解产物_U2及1U2)E$*B
沉积物柱中污染物的垂直分布提供了来自不同

污染源的污染物历史记录&污染物分层的程度取决

于生物扰动作用(人的干扰作用(沉降速度和沉积物

粒径等B"##’ 年波特兰南部港口沉积物柱中 2U2的

百分 含 量 与 沉 积 物 柱 的 深 度 没 有 梯 度 关 系& 而

U779:QG<港口从表层到 ’( MF深的沉积物柱中 2U2
的百分含量呈下降趋势

)E&* ’而在厦门西海域
)’%* (韩

国6:A8:G@UG<)E#* 的柱状沉积物中 2U2在总丁基锡

化合物所占比例随深度变化也有降低的趋势B本研

究中并没有发现厦门同安湾海域沉积物柱中 2U2
的百分含量与沉积物柱的深度呈现梯度关系&这可

能是同安湾地区功能区划的改变&在不同地方(不同

时间内2U2输入情况不同&同时不同的污染源也会

引起沉积物中有机锡的分布和浓度存在差异B总的

来说&沉积物中有机锡的降解速度很慢&在较长一段

时间内有机锡化合物会持续存在于沉积物柱中&疏

浚涡流或由于生物活动造成的解析作用均会导致沉

积物重新悬浮和迁移&悬浮颗粒物和沉积物上的有

机 锡 会 进 入 水 生 生 物 体 中 使 水 生 生 物 受 到 毒

害
))(&)"*B因此&虽然厦门同安湾养殖海域沉积物柱

样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含量并不高但呈波动变化&丁

基锡来源于早期的船舶防污漆B尽管沉积物柱样不

能全面的评价海水养殖对该海域的影响&但是从柱

样 ( h’( MF的含量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海

水养殖造成的有机锡污染也不容忽视’另外&近期厦

门岛五缘湾南岸工程项目的实施&也势必带来本研

究区域有机锡化合物的增加B所以对同安湾养殖海

域持续的关注是有必要的&也需要进一步了解沉积

物中有机锡的迁移转化过程&加强该海域沉积物中

有机锡污染的监控B

PM结论

$"%通过分析厦门同安湾养殖海域沉积物中有

机锡化合物的垂直组成和含量分布特征&反演了该

海域有机锡化合物的污染历史&有机锡化合物可能

来源于过往船只和海上建筑物等使用的防污漆的泄

漏以及海水养殖B
$’%分析了沉积物柱样中 % 种不同存在形态的

有机锡化合物&同安湾养殖海域有机锡污染以一丁

基锡为主’中上层沉积剖面$( h&( MF%有机锡总含

量$02N% 为 *‘E* h%#‘% 8V-Vj"& 平 均 值 为 ")‘(
8V-Vj"&其含量相对发达国家港口海湾沉积物中有

机锡化合物的含量较低B
$*%有机锡化合物的沉积历史分析表明&柱样

中有机锡化合物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

反映了同安湾地区功能区划的改变B虽然同安湾海

域的有机锡浓度并不高&但是鉴于有机锡化合物对

水体生物的危害性&以及近期的增长趋势&其污染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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