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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江口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在不同

粒级中的含最分配

张士三 黄衍宽 曾碳石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本文报道采 用颗粒分组而后进行元素含

量的测定
,

对九龙江河 口 湾表 层 沉 积 物 中
、 、 、 、 、

等元素在各颗粒组

中的含量分配作了一些研究 在颗 粒 分 组

中
,

我们进行了矿物碎屑和生物残体的分离
,

其目的在于对本区沉积物中上述元素的生物

作用及矿物碎屑转人量方面有个初步了解

之间
,

距九龙江 口较远
,

沉积物为中粗砂 底

层水平均盐度 瓜
,

比
、 、

三个站都

高 分析 号站沉积物是为了和九龙江 口 沉

积物进行对比

嗯
‘

纳

·

沉积物取样点

。悬浮物取样点

,

丸
厦门岛

翼
一

、

研究区概况

‘一 自然状况

研究区主要是九龙江河 口 湾 九龙江 由

北溪
、

西溪
、

南溪组成
,

三溪汇集于河 口 湾

九龙江河 口湾的水文条件除受该水系影

响之外
,

主要受潮汐流影响 本区潮汐为正

规半 日潮 河 口 湾是九龙江的淡水和海水主

要混合区 湾内水深除鸡屿北面可达 米

外
,

余皆小于 米 落潮时露出滩涂面积较

大
,

且滩涂上和部分浅水区多养殖牡砺
,

蛙
、

紫菜等海产

湾内物质除九龙江水系输送之外
,

由于

厦门西港区与河 口 湾相连通
,

西港区的物质

向外运移对河 口 湾内的物质成分也有较大影

响 每年夏秋季有丰富的台风雨
,

也是陆上

物质向湾内输送的营力因素之一
二 站位

本文测定的采样点在
、 、 、

四 站 见

图
、

两站的沉积物为泥质砂
,

号站

附近有紫菜养殖场 号站的沉积物为泥质

粉砂 号站位于同安县沃头与厦门岛五涌

毛 衍

自

〔之夕 互

介
,

嫦熟彭
南匆

站位图

图 站位图

三 沉积物及悬浮物中诸元素的含量

各站沉积物中元素含量

各站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情况如表

所示

悬浮物中诸元素含量

年 月 一 日分别于
、 、

三

站连续 小时取悬浮物样 就悬浮物在水

体中含量来看
,

表层低于中
、

下层
,

但表层

悬浮物的烧失量最高 表层悬浮物多呈灰黑

本工作曾得到许昆灿
、

张维林
、

沈若慧等同志的帮

助
,

谨此致谢
。

今 龙海县水产局 ,  ! , 九龙江口 滩涂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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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碳石
, , 厦门港及九龙江口沉积物中

化学元素光谱半定最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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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站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紊的含盘

卷 期

 曰八日一、了,一,‘,,一

⋯
八曰甘 

巧 又 一,

又 一

只 一,

又 一

只 一 ,

火 一 ,

又 一 ,

火
一

一

一

又 一 ,

义 一

义
一 宕

又
一

巧 又
一 宝

又
一

一

只
一

又 一

又
一 ,

,,

表 悬浮物中诸元素的平均含且

元 素 含
站 号 层 次

量

。

又
一 火 一 ,

又 一 ,

只 一

只 一 ,

帐
一 ,

。

 
一,

魂 又 一 一

父 一 只 一、 。
。

,

又 一 火
一

火
一 。

。

火 一

一 丫 一 ,

只 一

一 。 。

又
一

父 一盆
火 一

父 一

色
,

含有较多的植物碎屑 底层悬浮物多呈

灰黄色 表层悬浮物中
、

含量普遍比

底层高
,

有的高达数十倍
,

一般为几倍到十几

倍 悬浮物中诸元素平均含量如表 所示
。

表中数据系用光谱测定

二
、

方 法

称取 克湿样 同时称取 一钓 克样

作湿度分析
,

用 自来水过筛
,

将样品分成
、

一
、

三

组
,

分别记为
、 、

组 将三组样烘干

称重
,

然后分别把
、

两组分成矿物碎屑

和生物残体两个亚组 分离方法是用酒精淘

洗法和显微镜下分离相结合
,

并对各亚组进

行烘千称重

上述各组样品中的元素含量系用发射光

谱测定 半定量法

三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各颗粒组的机械成分特征

号站和 号站 由于沉积物类型相同
,

所

以除 组中 号站的生物残体占总样重的百

分数高于 号站外
,

余皆较为接近 见表

但 号站生物残体的成分几
、

乎全 是 植 物 碎

屑
,

仅在 组生物残体中含有极少量的硅藻

残体 号站的生物残体亚组中虽然也几乎

全是植物碎屑
,

但硅藻残体比 号站要多得

多
,

且含有极少量的有孔虫壳体

号站的
、

组
,

生物残体以植物碎屑

为主
,

含有相当数量的硅藻和有孔虫壳体及

贝壳碎片
,

尤其是 组中
,

硅藻和有孔虫壳

体的数量比 组还要多

号站 组
,

生物残体亚组主要成分为

贝壳和有孔虫壳体 组主要为有孔虫和硅

藻壳体 但两组的生物残体中都未见植物碎

屑
。

以上四站的
、

两组的矿物碎屑成分

主要为石英
、

长石和云母类 云母颗粒在

组中多为集合体
,

在 组中多为薄碎片 此

外
,

组中暗色矿物颗粒比 组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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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经过分离后
,

1 一3 三个站的回收率

分别为 ,9 6
.
56外

,
9 7

.

0 3 并
,

9 7

.

5 2 多; 6 号站为

99
.
14 拓

.
四站中以 6 号站样品回收率最高

.

样品损失部分主要是显微镜下分离和淘洗时

损失的
.

(二) 各组的光谱分析结果

1
.
生物残体中诸元素的含量

由表 3 可以看到 1、

2

、

3 三个站的 I、

n

组
—

生物残体亚组中 c u 、

Pb

、

M
n 的含量

都较同组的矿物碎屑亚组为高
,

尤其是 1 号

站最为明显
.

而 6 号站则无此种现象
.

前面

已经述及
,

l 号站的生物残体成分几乎全是植

物碎屑
,

只有 n 组中含极少量的硅藻壳体
,

6

号站则不含植物碎屑
.

由此可见植物碎屑对

c u 、

P b

、

Mn
在本区沉积物中富集有明显的

影响
.
植物碎屑中 c u 、

P b
、

M
n 的来源不外

乎两个
,

其一是植物在原产地富集了这些元

素
,

从而保留在植物碎屑里又被带到沉积物

中;其二是植物碎屑在搬运和沉积过程中
,

吸

附了水体中的 c u 、

P b

、

M

n 等元素
. 1 号站

附近是紫菜养殖场
,

可能对这些元素的富集

起着重要作用
.

在南澳大利亚 spen ce r
湾也

有类似现象[21 ,

即在海草床及其附近的 有机

碎屑中出现重金属的高浓度
.

此外
,

在陆源

植物中
,

根据美国大陆某些岩石
、

土壤
、

植物

及蔬菜的地球化学背景值资料[31 ,

这 三个元

素在野生植物中的含量也比岩石和土壤要高

得多
.

cr
、

T i

、

v 三个元素在 I、

n 两组生物

残体中的含量和同组矿物碎屑中的含量差不

多
,

表明生物残体的含量对这三个元素在沉

积物中含量的变化影响不大
.

2
.
矿物碎屑中诸元素含量

矿物碎屑中诸元素的含量在同组中四个

站相差不太大
,

说明四个站沉积物的矿物组

成相近
.

只有 n 组的矿物碎屑亚组中
,

1 号

站的 C u 、

Pb 含量比其它各站高
.

这一情况

具有两种可能性
,

一是该站含 c u 、

Pb 的矿物

较为富集; 另一个是非含 c u 、

Pb 的矿物碎

屑受到 c u 、

P b 含量高的物质污染
,

或者可

以说是由于矿物碎屑表面吸附作用所致
.

因

为该站的生物残体中 c u 、

Pb 含量 特 别高
,

而且 m 组中该站的 c u 、

Pb 含量也相当高
.

加之颗粒分组时
,

难以将矿物颗粒表面完全

冲洗干净
.

因此
,

矿物碎屑受到 cu 、

P b 含

量高的物质污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3
.
各组中诸元素的含量分配及分配比

由表 3 可见
,

诸元素在各颗粒组中的含

量分配有三个影响因素 :
( l) 沉积物类型的

影响 :由于沉积物类型不同
,

各颗粒组的重量

占总样重的百分数也不相同
.

这样诸元素在

各颗粒组的含量分配值也就随着沉积物类型

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
.
如 1、

2 两站为泥质砂
,

6 号站为中粗砂
,

这三站的 I 组矿物碎屑亚组

的重量占总样重的百分数大
,

因此元素含量

分配值也相应的大
.

(2) 元素化学性质的影

响: 由于元素的地球化学特性不同
,

决定了

它们的迁移形式的不同
,

进而在各颗粒组中

分配量也就不同
.

如 cr
、

Ti 在 m 组中含

量分配值为 57
.
2一97

.
4并

,

表现出在细颗粒

中富集的特征
.

(3) 各颗粒组物质成分的影

响 : 物质成分是含量分配的直接影响因素
.

如 n 组的矿物碎屑部分
,

由于粒径相对 I 组

要小很多
,

故单矿物相对要多一些
,

加之暗色

矿物比 I 组多
,

所以有的站 n 组矿物碎屑的

重量占总样重的百分数不大
,

但元素含量分

配值比其重量百分数要高 1一2 倍
.

此外
,

c
u

、

P b

、

M

n 在生物残体中比较富集
,

这样就

使生物残体亚组中 c u 、

Pb

、

M
n 的含量分配

值提高
.

为了更好地反映各组中诸元素的富集和

分配情况
,

表 3 中给出了含量分配比
,

即 表中

的 丛
、

鱼
、 ·

⋯⋯ 所谓含量分配比
,

就
A A

是元素在一个组 (或亚组) 中含量分配值与

该组重量占总样重的百分数之比
.

根据含量

分配比
,

就可以从表中清楚看出生物残体对

e u 、

P b
、

M
n 的富集作用比 e r、

T i

、

v 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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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

可得出下面几点粗浅的看法
.

(一) 元素的地球化学特性
、

沉积物类型

及各颗粒组的物质成分是诸元素在本区沉积

物各颗粒组中含量分配的主要影响因素
.

其

中沉积物类型的影响较为显著
,

反映上述元

素以自然源为主的特征
.

(二) 沉积物中植物碎屑作 为 C u 、

Pb

、

M
n 的富集体和搬运载体 对 本 区 沉 积 物 中

C u 、

Pb

、

M
。 的富集和含量分布有明显的影

响
.

(三) 本区沉积物中的生物 残 休对 Cr
、

Ti

、

V 三个元素富集不明显
.

而 Cr
、

Ti 在

科 学
。

35

。

粒径< o
.
o4m m 的 In 组中相对较为富集

.

(四 ) 根据上述元素在沉积物 中的 含量

分布
、

悬浮物中的含量情况以及各颗拉组中

含量分配特征
,

目前九龙江 口 沉积物中重金

属以自然来源为主
,

还看不出人为污染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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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级农药六六六对固氮微生物的影响

陆娟子 罗清修 成放晴
*

叶汉迟
*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

六六六的施用对土壤固 氮 微生 物 的 影

响
,

在我国报道较少
.

国外有人曾研究过有

机氯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Fl et ch er 和

Bo llen〔‘, 用 200 和 1000 P脚 的艾氏剂处理土

壤后
,

土壤细菌增加 ; H or n[2J 用艾氏剂以 25 0

PP m 处理土壤
,

细菌数量无变化
.

他还发现
,

用 soppm 的氯丹处理土壤
,

细菌的数量增加;

Eno 和 Eo re tt[ 31把包括氯丹的十种有机氯农

药以 12
·

5

、

50

、

1
00

p p m 浓度处理土壤
,

细菌

数量无变化; w ilson 和 C hough
ri[‘, 以 2多 的

D D T 处理土壤
,

发现它对豆科植物根瘤的形

成无影响
.

在涂有农药的琼脂斜面上根瘤长

势良好
,

但据 Pay ne 和 Fult s[” 研究
,

每放施

103 磅 D D T ,

豆科植物根瘤减少
,

有些作者

将六六六加到琼脂培养基里
,

结果有的细菌

被抑制而有的反而刺激生长
.

本试验旨在探讨农药对固氮微生物及土

壤肥力的影响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菌种和培养基

试验所用菌种来源及培养基见表 1.

二
、

.

六六六农药及处理

六六六的 。 、

产
、

了 及 占四个异 构 体采

用含量为 90 一99 并的纯标准品
.

工业品原

粉为各种异构体的混合物
,

含六六六约7。拓
,

以无水酒精作溶剂
,

配成一定浓度的六六六

酒精液
,

对培养基进行处理
.

1.苹果酸钠半固体和液体培养基的处理

把 3 毫升的半固体培养基和 9 毫升的液

体培养基分别装人 8 毫升的血清瓶和 18 X 18

毫米的试管中
,

以 15 磅灭菌
,

然后用 50 微升

* 华中农学院实习生
。

本实验得到王子芳
、

周亿闺等同志协助
,

特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