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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烷基酚具有环境生物体雌激素效应 澳门南湾人工湖钻孔沉积物中壬基酚的浓度垂直分布在河口沉积环境时期

∗ 为 1 ∗ 1Λ平均 1Λ 在湖泊沉积环境时期为 1 ∗ 1Λ平均 1Λ 辛基酚浓度

分布范围在湖泊沉积环境初期早期与河口环境类似 浓度范围为 1 ∗ 1平均 1 随后浓度大幅

度降低 浓度范围为 1 ∗ 1平均 1 河口环境中的烷基酚来源包括珠江三角洲上游水系来源和澳门本地来

源 而湖泊环境中则只有澳门本地来源 导致河口沉积环境中烷基酚的污染程度明显重于湖泊沉积环境 烷基酚在钻孔沉积

物剖面中的分布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废水处理的进程都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 沉积过程中上覆泥层中烷基酚具有向填

海砂层迁移的特征 

关键词 壬基酚 辛基酚 钻孔沉积物 珠江三角洲 澳门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收稿日期 22 修订日期 22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2≥ • 2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郝永梅 ∗  汉族 女 硕士生 主要从事沉积物中有
机污染物和分子标志物方面的研究 

 

Πριµ αριλψ Στυδψ οφ Αλκψλπηενολσιν Σεδιµεντ Χορεφροµ Ναµ ς αν Αρτιφιχιαλ Λακε

οφ Μαχαο

 ≠2    2¬   ≤∏2 ≥∞ ∏2 ƒ  2   •  2  × 

 • 

 ≥    ∏   ≤   ≥ ∏∏ 

≤  ∏    ∞√°   ∏  ∏    ≤

  ≥ ∏∏ ≤ ƒ∏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11 Λ  √∏1 Λ∏2
∏ √ ∗  11 Λ  √∏1 Λ∏2
 √ × ° ∏ √ 2
∏√ 1  1≥∏∏   ° 

 1  1 ≥∏ °∏∏∏∏ ∏ 

° √⁄  ∏∏   ≤∏   ° ∏ 2
   ×√  ° 

 √  ×∏

 √ 

Κεψ ωορδσ:° √⁄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ν∞ ν 代表氧乙烯链

的数目 下同是一种重要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

工农业生产以及家庭生活中都有广泛的使用 其使

用历史可追朔到 世纪 年代中期≈ 其中主要

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ν∞ 其次为辛基酚聚氧

乙烯醚° ν∞ 在自然环境及废水处理过程中 

高聚的 ° ν∞ ∴被需氧降解成低聚的

° ν∞  ν     然后再经过微生物的作用 经

厌氧消化转化成壬基酚°和辛基

酚 °≈  最后随污水排放及地表

径流进入水体环境 因此 烷基酚已经被用作陆源废

水污染的一种标志性化合物 研究表明 烷基酚具有

环境生物体雌激素效应≈  在沉积物中具有持久

性如在沿海沉积物中半衰期为 年≈ 

目前 欧美和日本的研究者对各种环境介质大

气 !水体 !土壤和沉积物以及生物中低聚的烷基酚

聚氧乙烯醚 !壬基酚和辛基酚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而

且针对沉积物中壬基酚和辛基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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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沉积物上 对于钻孔沉积物的研究相对还较

少≈   在我国 邵兵等≈ !段菁春等≈对国内几条

主要河流中溶解态的烷基酚进行了研究 目前为止 

尚没有关于沉积物中烷基酚的相关报道 本文对澳

门南湾湖钻孔样品中壬基酚和辛基酚的垂直分布特

征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分析了烷基酚的来源及其迁

移 同时 初步探讨了烷基酚在沉积剖面中的分布与

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研究壬基酚和

辛基酚等环境雌激素在沉积物中的环境生物地球

化学行为奠定基础 

1  实验部分

111  采样点区域背景及样品采集

图 1  采样点区域位置及采样点(Μ02)位置

ƒ     

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 !珠海 !深圳 !香港和澳门

几个重要城市 它是一个多河流汇集 !多口门出海的

河网型三角洲 包括西江 !北江 !东江和流溪河2珠江

正干等 多条大 !中 !小河流 构成世界上最为复杂

的水网系统≈ 珠江三角洲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 夏季炎热多雨 以东南季风为主 冬季气候干燥 

以东北季风为主 

澳门位于珠江口西边 澳门沿海接受来自三角

洲北部 !东部和西部水系水体的注入 同时也接受来

自本地的城市废水和地表径流 因此 澳门沿海沉积

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来自上游和本地的各种疏水性

污染物的聚集地 南环湾位于澳门半岛的南部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澳门市政府在南环湾实施

/南湾填海工程0 使得南环湾圈闭成湖又称南湾

湖 并且分成了南湾和西湾两个部分 

本次样品于  年  月采自于南环湾的西

湾 采样点经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为 βχ

δ ∞βχδ图  采用无扰动沉积物的压力

采样器钻取水下沉积物的柱芯样品 每 迅速切

割后冷冻   ε 保存至分析 

112  试剂 !标样及实验材料

壬基酚°技术纯 各种不同支链的同分异

构体混合物 !辛基酚° !2Α2异丙基酚 !2叔丁基

辛基酚购自东京化成 正己烷 !二氯甲烷 !甲醇等有

机溶剂均为色谱纯购自 ×公司 硅胶 ∗

目 先经二氯甲烷甲醇 ς/ ς Β索氏抽提

后用二氯甲烷索氏抽提 

113  样品前处理

称取经冷冻干燥后的样品 用滤纸经二氯

甲烷索氏抽提 包好 加 2叔丁基辛基酚作为回

收率指示物 加入铜片脱硫 用二氯甲烷甲醇

 ς/ ς Β混合溶剂 经索氏抽提 抽

提液经旋转蒸发至 左右 滤去铜片 置换溶剂

并旋转蒸发至 将浓缩液加入  的去活化硅

胶柱 用 的二氯甲烷正己烷 ς/ ς Β混

合溶剂淋洗第  组分 的二氯甲烷正己烷

 ς/ ς Β混合溶剂淋洗第 组分 淋洗液经旋

转蒸发并转换溶剂为正己烷 再用柔和的高纯氮气

浓缩并定容为 Λ第 组分加 2Α2异丙基酚作

为内标作 °和 °分析 

114  实验仪器及样品测试

样品在 °≤  ≥⁄上进行分析 毛

细管色谱柱为 ⁄2  ≅ 1 ≅ 1 

≤2  ≥⁄条件 进样口温度  ε 电子能量 ∂ 

离子源为电子轰击源 电子倍增电压 ∂ 载气

为高纯氦气 柱头压 Λ无分流方式进样 程

序升温  ε 起温保留  以  ε 的速率

升至  ε 然后以  ε 的速率升至  ε 保

留  最后以  ε 的速率升至  ε 保

留  以 ≥ 模式特征离子为  ! ! !

 ! !扫描并进行样品定性 

115  样品的定量

由于壬基酚的壬基取代基有多种分支结构 所

以壬基酚的色谱图出现 个峰 以质核比 为特

征离子 其积分面积用所有同分异构体的积分面积

之和来计算 辛基酚的色谱峰只有一个 以质核比

为特征离子 采用内标法和五点校正曲线法对

°!°进行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本次所采的沉积柱样品显示出明显的 类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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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澳门南环湾钻孔沉积物剖面中壬基酚

( ≅ 102)和辛基酚的垂直分布特征

ƒ  ∂∏  ° ≅   ° 

   ∂  

环境 中间 ∗ 为全砂质层图 的阴影部

分 其上 !下均为泥质或泥质夹薄层砂 全砂层为

/南湾填海工程0中的填砂层 以其为界 向下 ∗

的沉积柱代表填海前的河口沉积环境 运用
°法的稳恒初始放射性模式≤ 模式测定所得

柱样的沉积年龄 平均沉积速率为 1年 因此

指示了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末的沉积输入

过程 向上 ∗ 的沉积柱代表填海后相对稳

定的人工湖泊沉积环境 指示了  年代的沉积过

程 

211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 ≤

在分析过程中 增加 ± ± ≤ 控制样品分析 方

法空白 !加标空白 !基质加标 !基质加标平行样和样

品平行样 ± ± ≤ 样品的整个分析流程与实际样

品的分析流程相同 回收率指示物 2叔丁基辛基酚

的回收率为 1  ∗ 1  相对标准偏差为

1 ° 和 °的回收率为 1  ∗ 1  和

1  ∗ 1  相对标准偏差为 1和 1 方

法检测限分别为 1 和 1 

212  钻孔剖面中壬基酚和辛基酚浓度的垂直分布

以填海砂层中 °的浓度为界 °在钻孔沉

积物中的浓度分布从下到上呈现出高2低2高的 阶

段变化模式图  其中 反映河口沉积环境的沉积

物中的浓度分布范围为 1 ∗ 1Λ干重 下

同 平均 1Λ在  ∗  ! ∗ 和 

∗  处出现峰值 填海砂层中的浓度范围为

1 ∗ 1Λ平均 1Λ 湖泊沉积环境中

浓度范围为 1 ∗ 1Λ平均为 1Λ 

°在沉积剖面中的垂直分布从下到上的总体

表现为高2低的两阶段变化模式图  从表层到第

层 ∗  浓度范围为 1 ∗ 1平均

为 1 从  向下 浓度范围为 1 ∗

1平均浓度 1 在  ∗ 和

 ∗ 处出现峰值 与 °相比 °在填海砂

层中的浓度非但没有降低 反而在整个剖面中呈现

出较高的浓度表  

表 1  澳门南环湾钻孔沉积物样品描述及烷基酚分析结果

×  ∏ ° 

  ∂  

样品名 深度 样品描述
°浓度

# 

°浓度

Λ#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砂    

 2ƒ  ∗  砂    

 2ƒ  ∗  砂    

 2ƒ  ∗  泥含砂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    

 2ƒ  ∗  泥夹薄层砂    

 2ƒ  ∗  泥夹薄层砂    

 2ƒ  ∗  泥夹薄层砂    

  与国外其它研究结果相对比 南湾河口沉积物

中 °浓度要低于美国 !英国和瑞典的某些河口区

沉积物中的浓度 但是比日本东京湾的浓度要高表

 同时 段菁春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珠江口水

体中近岸 °浓度明显低于美国 ∏ √∞2

∏ !纽约  和英国主要河口湾中 °

的浓度 而且 °浓度也低于美国纽约  

河口湾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壬基酚聚

氧乙烯醚的使用量高于我国 而日本如此低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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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早在 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5水污染控制

法6 对工业污水的排放实行强制性治理≈ 

表 2  与其它研究中河口沉积物的烷基酚含量比较

×  ≤  °

 ∏√

地点
°干重

Λ# 

° 干重

# 
文献

  ≥   ≈

⁄√∏ ≥   ∗   ≈

×∏     ∗   ≈

×        ≈

√≥   ∗   ≈

澳门南环湾   ∗     ∗   本研究

213  沉积物中烷基酚的来源及其迁移

来源  珠江三角洲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 人

类活动对三角洲河网区 !河口的沉积环境和沉积作

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城乡

经济的崛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每年各有

 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大量的农业退水

排入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和水系≈ 在填海前 澳门

南环湾中的污染物既有珠江三角洲上游河网水系中

悬浮颗粒物携带而来的 又有当地大气干湿沉降和

地表径流的来源 因此 这期间南环湾沉积物中的烷

基酚的分布特征主要反映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包括澳门的陆源污染情况 如从 年代开始到末

期的剖面中 ∗ 壬基酚和辛基酚的浓度

不断增加 而这一时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

速发展时期 年代的沉积剖面中 ∗ 

壬基酚和辛基酚的浓度也不断增加 与这一时期的

澳门实现经济飞跃是一致的从  ∗ 年的

年间 澳门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1  是世界

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南环湾在填海以

后的湖泊沉积环境则主要接受了当地的地表径流和

大气干湿沉降来源 主要反映了澳门地区的相对有

限的陆源污染 如在表层和近表层沉积物中 °和

°的浓度均向上迅速降低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从

年代中期开始澳门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运行提

高了污水中烷基酚的去除效率 所以在整个沉积剖

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映湖泊沉积环境填海后的

沉积物中烷基酚的浓度要低于反映河口沉积环境

填海前的沉积物中的浓度 

珠江每年携带大量的有机污染物入海 并主要

沉积于各河口和海湾地区 以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澳

门港表层和沉积柱样品中 ⁄⁄×!°≤和 ° 的

含量极高≈  段菁春等≈对洪季珠江三角洲水系

烷基酚的污染状况研究表明 珠江三角洲各地区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烷基酚污染 而且在珠江口和澳门

内港的样品中均检测到较高浓度的烷基酚 反映了

烷基酚污染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分布的广泛性和不均

一性 ⁄≈在河口地区的城市和沿海大气中均检

测到 °⁄ 2≈的研究结果表明陆地土壤

中能够吸附较高浓度的 °因此 珠三角地区包括

澳门本地夏季频繁强烈的降雨冲刷作用也为南环湾

沉积物中高浓度的烷基酚污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迁移  从指示湖泊沉积环境的沉积柱中污

染物浓度分布的特征来看 °浓度在填海后的沉

积初期呈现低值 随后出现一个浓度明显升高的阶

段 填海砂层中则有低浓度的 °存在 °在湖泊

沉积初期和填海砂层中均呈现出较高浓度 随后浓

度则明显下降 对这种分布特征的解释可能是由于

浓度梯度和烷基酚本身性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填海

砂层中烷基酚的初始浓度可以认为几乎为  且与

上层泥质沉积物中的烷基酚存在巨大的浓度差 这

导致上层的烷基酚迅速向下迁移进入砂层 在随后

的沉积过程中 °在浓度梯度的作用下均存在向

下迁移的可能 但由于浓度差逐渐减小 致使迁移量

逐渐降低 迁移速率逐渐减慢 这使得随后沉积的

°在各沉积层中发生了累积 从而导致浓度有所

增加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澳门本地在各个时

期 °∞的使用量不同造成的 相对于 °而言 

°只有单一结构且分子量较小 同时 °的疏水

性较弱°和 °的辛醇2水分配系数 Κ分别

为 1和 1 而亲水性则相对较强 在向下迁

移的过程中 °更容易在不同层位中发生浓度的

均一化 随后 °浓度的大幅度降低 可能是由于澳

门 °∞的使用量减少 

3  结论

澳门南环湾钻孔沉积物样品反映了 种沉积环

境河口沉积环境和湖泊沉积环境下陆源烷基酚的

污染情况 结果表明 河口沉积环境受烷基酚的污染

程度明显重于湖泊沉积环境 其原因是前者烷基酚

的来源较为广泛 包括整个珠三角地区上游水系和

澳门本地等多种来源 而后者则只有澳门本地的来

源 同时烷基酚在沉积剖面中的分布也与珠江三角

洲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澳门废水处理的进程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填海砂层的存在导致其上层沉积物中的烷基酚

向下运移 从而影响了湖泊环境中烷基酚的分布特

 环   境   科   学 卷



征 由于化合物自身理化性质的差异 使得 ° 比

°的迁移能力更强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消费量在逐年上升 而

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限制它们的

使用 目前国内对环境中烷基酚的研究还相当

少≈  而沉积物是它们的主要载体 因此开展沉积

物中烷基酚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必将有助于全面了

解这类环境雌激素在环境中的迁移 !转化 !归宿等行

为 为它们的生产 !使用和相应环境法规的建立提供

必要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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