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环!!境!!科!!学
+,-./0,1+,23456.+,6+

-7;B*’$,7B""
,7CB$’(""

巢湖表层沉积物中磷赋存形态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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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巢湖表层沉积物为对象$采用欧洲标准测试委员会框架下发展的 512分离方法分析总磷"979G;O:7NO:7L>N$ 2V#( 有机

磷"7LUG8AMO:7NO:7L>N$ 0V#( 无机磷 "A87LUG8AMO:7NO:7L>N$ .V#( 铁铝磷 ",G0[DV#( 钙磷 "[6;DV#等磷形态的含量$利用
3LMY.5 #‘’ 和地统计学软件 Y5 b)‘* 进行空间数据和插值处理$探讨了巢湖表层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布特征及来源B结果表

明! "沉积物中 2,( 2V和有机质含量的季节变化较小$在空间上均表现出西半湖含量高于东半湖的分布特点’ 6P,比率在
’"‘*) a’&‘"# 之间"平均值为 ’E‘#E#$表明巢湖的入湖污染物主要以面源污染为主B#巢湖表层沉积物中 2V含量的变化范

围为 )’&‘#( a" *&)‘$" FU2IUk" $.V为主要赋存形态"占 2V的质量分数为 ))‘$&h a$#‘&%h#B$巢湖表层沉积物中$0V含

量为 "%#‘() a&E"‘’E FU2IUk" $东( 西半湖 0V含量分别为 *$%‘(’ FU2IUk"和 E(%‘)* FU2IUk" "占 2V的质量分数为 E$‘E#h和
*%‘’&h#’ ,G0[DV含量为 **‘$$ aE""‘*$ FU2IUk" $东( 西半湖含量分别为 "(&‘*$ FU2IUk"和 ’$%‘*( FU2IUk" "占 .V的质量

分数为 ’"‘$*h和 **‘"’h#’ [6;DV含量为 "#E‘#) aE$$‘E) FU2IUk" $东( 西半湖 [6;DV含量分别为 *’"‘$" FU2IUk"和 **&‘(&

FU2IUk" "占 .V的质量分数为 %E‘)(h和 E(‘)*h#$是 .V的主要组成部分B%冬春季节 0V含量高于夏秋季节$而夏秋季节
[6;DV和 ,G0[DV含量高于冬春季节B

关键词!巢湖’ 沉积物’ 磷’ 形态分布’ 标准测试程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D**(""’(""#""D*’))D(#

收稿日期#’("(D"’D($’修订日期#’(""D(ED""
基金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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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是湖泊生态系统中初级生产力的主要影响因
子之一$而过剩的磷又会导致湖泊的富营养化 ,"$’- $
因此人们对其在湖泊生态系统中的循环非常关注B
湖泊沉积物作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生源要素的重要
源与汇 ,*- $在促进湖泊富营养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B已有的研究表明$环境中的磷进入沉
积物后并不只是简单地累积富集$而是随着氧化还
原等环境条件的改变$磷的各种形态也相应地发生

一系列转化 ,E$)- $通过研究湖泊沉积物中磷的形态
及分布特征$有助于阐明磷输送( 积累和再生等过
程 ,% a&- $对湖泊内源治理及富营养化发生机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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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治理蓝藻水华具有重要意义B
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磷的分级分离步骤源于土壤

学中相应的化学方法$6:G8U等 ,#-首次采用磷分级
提取法来区分磷的不同组分B近几十年来$该方法不
断被修正和改进 ,"( a"E- $欧洲标准测试委员会框架下
发展的 512"N9G8?GL? F@GN>L@F@89G8? 9@N9#分离方
法 ,")-具有操作简单$各形态磷的测定相对独立$准
确性好的特点$而且测定值之间可以相互检验$为许
多学者所采用$如金相灿 ,"%- ( 姚扬 ,"$- ( 王晓丽 ,"&-

等利用 512法检测太湖及黄河中上游表层沉积物
磷的赋存形态变化B

巢湖是一个富营养化严重的浅水型湖泊$为我
国重点治理的*三湖+之一B已有的研究表明$西湖
区的 2V含量明显高于东湖区 ,"#$ ’(- $外源磷的输入
是导致西湖区磷含量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V为
2V的主要赋存形态B本研究采用欧洲标准测试委员
会框架下发展的 512分离方法检测巢湖表层沉积
物中总磷( 有机磷( 无机磷( 钙磷以及铁铝结合态
磷含量水平$利用3LMY.5 #‘’ 和地统计学软件 Y5 b
)‘* 进行空间数据和插值处理$探讨了巢湖表层沉
积物中磷形态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来源$以期为巢湖
沉积物中磷的生态风险评价和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数
据和理论依据B

IJ材料与方法

IKI!研究区域
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oE*p

a*"o’)p$东经 ""$o"$pa""$o)’p$湖区面积 $%(
IF’$流域面积 "* E&% IF’$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
湖之一$也是巢湖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 ,’’-B流域属
副热带季风区气候$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 FF$季
节分布不均$局部地区 ) a# 月降水量可占全年降水
%)h左右B巢湖流域地处江淮丘陵区$低山及丘陵岗
地分布面积较大$水土流失严重 ,’*- $流域内由地貌
特征形成的 ** 条河流呈放射状汇入巢湖B巢湖流域
是安徽省的重要产粮区$农业用地约占 %(h ,’E- $农
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B巢湖的主要污染物为总磷和
总氮$巢湖流域由面源污染排放的总磷占排放总量
的 E*‘Eh ,’)-B
IKL!样品采集和处理

利用 YV5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于 ’((& 年 ’ 月(
$ 月( "( 月和 "’ 月对巢湖 "& 个点位利用面积为
"P"% F’ 的改良彼得生采泥器采集表层 ( a"( MF沉
积物样品$每个样点样品由 E 个平行样混合而成B采

图 IJ巢湖表层沉积物采样点分布示意

=AUB"!5GFO;A8UNA9@N7SN@?AF@89NA8 6:G7:> 4GI@

样点布置如图 " 所示B泥样采集后立即放入约Er保
温箱中保存带回实验室B样品经真空冻干后$研磨(
过 "(( 目筛备用B
IKM!样品分析方法

磷形态分析方法采用在欧洲标准测试委员会框
架下发展的 512分离方法 ,")-B该方法将磷分为 )
种形态$即 ,G0[DV"=@P3;结合态磷#([6;DV"6G结
合态磷#(.V"无机磷#(0V"有机磷#和 2V"总磷#B
其他理化指标的测定$均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规
定$O[( 电导率采用电极法测定"3沉积物yZ水 m" Uy
’‘) F4#$总有机质含量采用灼烧法"))( q)#r测
定$总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B
IKR!数据处理与制图表达

沉积物不同形态磷含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5V55 "’‘( 完成B空间数据处理和插值主要是在
3LMY.5 #‘’ 和地统计学软件 Y5 b)‘* 下进行的B以
采样点经纬度坐标为基础$运用 3LMY.5 #‘’ 进行投
影转换$生成以 F为单位的平面 IF网坐标’ 在此
基础上以不同形态磷含量作为变量$运用 Y5 b)‘*
对其进行 ]LAUA8U插值$插值结果再经 3LMY.5 #‘’ 进
行制图表达B

LJ结果与讨论

LKI!基本理化性质
表层沉积物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沉积物的

O[在 )‘#) a$‘%" 之间$春( 夏( 秋 * 季的 O[平均
值分别为 $‘"’( $‘’)( $‘(E$大于冬季的 O[平均值
%‘*%‘电导率在 ""% a" "%" (52MFk"之间$西半湖
电导率大于东半湖’ 春( 夏( 秋 * 季的电导率平均
值为 *")‘’’ aE*(‘E& (52MFk"$不到冬季电导率
&&"‘"E (52MFk"的一半B总氮( 总磷和有机质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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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 )%$‘(( a" #&%‘%( FU2IUk"( )’&‘#( a
" *&)‘$" FU2IUk" 和 ’‘"’h a&‘$’h$不同季节的
总氮( 总磷和有机质含量相差较小$但西半湖的含
量均比东半湖高出 E(h a)(hB可能的原因是东(
西半湖在污染物来源或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别!一方
面$西半湖接纳合肥市及周边城镇的工业( 生活污
水$大量营养物质进入湖泊’ 另一方面$杭埠河携带
入湖的面源营养物质量远大于其他入湖河流 ,’’- ’
再者$ ’( 世纪 %( 年代建坝造闸后$巢湖成了半封闭
性水域$水流减缓$因风向和较高的营养水平导致西
半湖蓝藻频发$死亡藻类的长期累积也导致沉积物

中营养物质含量增高 ,’(-B
沉积物中 6P,比值对物质来源具有指示意义$

高的比值"如 n’(#常表示有机质来源于地表径流
携带的陆源植物残体 ,’$- $巢湖表层沉积物中 6P,
比在 ’"‘*) a’&‘"# 之间$平均值为 ’E‘#E$表明了巢
湖的有机质主要源自流域的地表径流所携带的有机
质B相关分析表明$沉积物中总氮( 总磷( 有机质含
量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2,D01 m(‘&& 和 ?2VD01 m
(‘#"$说明沉积物中总氮( 总磷与有机质具有同源
性$这一结果也表明了目前巢湖水体污染主要来自
于流域内的农业及农村的面源污染B

表 IJ巢湖表层沉积物的理化性质"#

2GR;@"!V:<NAM7M:@FAMG;OL7O@L9<A8 N>LSGM@N@?AF@89N"1@G8 q5B_B#

季节 湖区 O[
电导率
P(52MFk"

总氮
PFU2IUk"

总磷
PFU2IUk"

有机质
Ph

春季
东半湖 $‘"# q(‘"% *’"‘%# q)#‘’E #)%‘*" q"##‘#" $#)‘)* q""$‘E$ E‘(’ q"‘’%

西半湖 $‘(% q(‘"* E$’‘(( q"(’‘#( "%)’‘(( q"E#‘E& ""$"‘"E q#"‘** %‘(# q(‘*$

夏季
东半湖 $‘"$ q(‘"* *&’‘$( q&’‘"$ "(*’‘&& q*("‘(’ &E%‘() q#&‘*E E‘)* q"‘*’

西半湖 $‘** q(‘"& E$&‘’( q#%‘#’ "E)*‘E& qEE’‘"’ "(%$‘E" q"&#‘E( $‘(% q’‘"$

秋季
东半湖 $‘($ q(‘’) ’**‘&) q)&‘(E #E#‘&) q’$%‘)# $)*‘%’ q&%‘)$ E‘E( q"‘"%

西半湖 $‘(( q(‘*’ *#%‘%( q*E‘*% ")’*‘’( q’’#‘$( "(&"‘"& q#$‘(% )‘#’ q(‘&&

冬季
东半湖 %‘*" q(‘*% $%$‘(& q"#$‘"( ##’‘#’ q’(*‘(& $$"‘$( q#(‘(E E‘(% q(‘&&

西半湖 %‘E’ q(‘’E ##)‘’( q"E"‘#’ "E"%‘&( q"#&‘)& ""%’‘$E q"%$‘%( %‘)$ q(‘))

"#西半湖为 $ 个采样点平均值$东半湖为 "" 个采样点平均值

LKL!沉积物中的 2V含量分布
由图 ’ 可以看出$巢湖表层沉积物2V含量在各

个季节波动较小$春季"#&*‘** FU2IUk"#含量最高$

夏季"#)%‘$* FU2IUk"#和秋季"#"$‘E( FU2IUk"#含
量依次降低$冬季"#%$‘’’ FU2IUk"#含量略有上升B

沉积物中 2V含量在空间上表现出东( 西湖区含量
较高$而湖中部"& a"" 和 "$( "& 号点#含量较低的
分布特点$这与张敏 ,’"-和屠清瑛 ,’’-等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B西半湖 2V含量较高一方面与接纳合肥市
及周边城镇的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有关$另一方面
与杭埠河( 丰乐河( 南淝河等入湖河流带来的大量
非点源污染有关 ,’*$’&$’#-B东半湖 2V含量较高可能
有 ’ 个原因$一方面巢湖北部震旦系与寒武纪砂页
岩中含有磷矿床$不断地被各种形式开采 ,’’- $导致
这一湖区沉积物中磷含量较高’ 另一方面$巢湖东
半湖靠近巢湖市$人口的递增和城市的发展导致污
染加重$排放大量的污染磷B

从图 ’ 可以看出$靠近 "( "E 和 ") 号点的双桥
河( 杭埠河和南淝河入湖河口处 2V含量相对于附
近区域较高B来自巢湖市的污水通过双桥河进入巢
湖$来自合肥市的污水经南淝河注入巢湖$而杭埠河

流域林木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B*

条河流携带的大量磷在入湖河口处的堆积是导致河
流入湖口区域总磷含量较高的主要原因B
LKM!沉积物中 0V的含量分布

在本研究中$不同季节 0V含量依次表现为!春
季")%#‘EE FU2IUk" # n冬季 "*#$‘(% FU2IUk" # n

夏季"*EE‘)* FU2IUk"# n秋季"’)E‘(& FU2IUk" #B

巢湖 ’( 世纪 $( 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富营养化刺激
了藻类生产力的提高$这段时间内藻类和细菌是湖
泊沉积物中有机质的主要来源 ,*"-B在夏秋季节容易
暴发蓝藻$水华优势蓝藻铜绿微囊藻能够显著增加
沉积物磷的释放量 ,*’- ’ 冬春季节由于蓝藻的死亡
分解$使得沉积物磷含量增加B东( 西半湖的 0V含
量分别为 *$%‘(’ FU2IUk"和 E(%‘)* FU2IUk"$其所
占 2V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E$‘E#h和 *%‘’&h$富营
养化严重的西半湖 0V含量只是略高于富营养化相
对较轻的东半湖$甚至很多点还低于东半湖B原因可
能是 0V在湖泊沉积物中活跃程度较低 ,**- $其主要
来源于沉积物中各种有机物$只有在有机物矿化以
后才能被释放出来$也相对较难被生物利用 ,*E- $因
此东( 西湖区 0V含量相差不大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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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J表层沉积物中总磷的季节性变化

=AUB’!5@GN78G;CGLAG9A78N7S979G;O:7NO:7L>NA8 N>LSGM@N@?AF@89N

!!图 * 表明$无论是东半湖还是西半湖$ E 个季节
基本上表现为从湖滨自湖心 0V含量呈增加趋势B
沉积物中 0V含量的这种变化可能与有机质的分解
有关 ,*E- $在风浪较大( 溶氧量较高的浅水区域有机
质分解速率较高$导致 0V降低’ 而在水深较深( 下
层缺氧的湖心区域$有机质分解速率较低$导致 0V
含量相对较高B
LKR!沉积物中 .V的含量分布

.V主要指沉积过程中吸附在沉积物上的溶解
态磷酸盐与水体中部分金属离子结合后以不同形态
存在的磷$0V也可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成 .V,’(-B在
512方法中$.V为 ,G0[DV与 [6;DV之和B从图 E
中可以看出$.V在春( 夏( 秋 * 季含量接近$为
%$)‘)# a%#&‘)) FU2IUk"$冬季则下降为 )#$‘#E
FU2IUk"B与西半湖相比$东半湖不同季节 .V含量变
化较小B在西半湖$春季时 .V含量最高达 #()‘’"
FU2IUk"$冬季时 .V含量最低至 $%)‘*# FU2IUk"’

在东半湖$夏( 秋季节 .V含量较高$为 )E&‘)"
FU2IUk"和 )**‘%E FU2IUk"$春( 冬季节 .V含量较

低$为 E&’‘*) FU2IUk"和 E*(‘E# FU2IUk"B全湖沉积
物中$.V占 2V的质量分数为 ))‘$&h a$#‘&%h$表
明巢湖沉积物中的磷以 .V为主$这与潘成荣 ,’(-和
马雪艳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B

比较图 * 和图 E 可以看出$巢湖表层沉积物中
.V和 0V的含量变化基本上呈相反的变化趋势B在
西半湖的南淝河( 十五里河入湖河口附近$0V的含
量相对低于湖心区域$而 .V含量则高于湖心区域$
杭埠河入湖河口区域在秋冬季节也表现出类似的
现象B
LKS!沉积物中 ,G0[DV的含量分布

512法分离出的 ,G0[DV即 =@P3;结合态磷$
指的是与 =@( 3;等金属氧化物结合$并能与 0[k(

有机配体所交换的 V$可以被碱溶解 ,*%$ *$- $当沉积
物中的氧化还原环境发生改变时$,G0[DV可以转
化成可溶解性磷$通过间隙水进入上覆水体$对湖泊
水质产生重要影响 ,*&-B数据分析表明$巢湖东半湖
,G0[DV含量的均值为 "(&‘*$ FU2IUk"$西半湖
,G0[DV含量的均值为 ’$%‘*( FU2IUk"$分别占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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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MJ表层沉积物中有机磷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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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J表层沉积物中无机磷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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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J表层沉积物中铁铝磷的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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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表层沉积物中钙磷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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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和 **‘"’h$表明巢湖西半湖磷污染的状
况要比东半湖严重’ 在 E 个季节中$秋季 ,G0[DV
含量"’*’‘&" FU2IUk" # n夏季 "’"(‘*$ FU2IUk" #
n 冬 季 " "&%‘"" FU2IUk" # n 春 季 " "E(‘(E
FU2IUk"#B随着沉积物中 2V含量的增加$,G0[DV
含量总体上也在增加$其所占 2V质量分数为
E‘$$h a*E‘&EhB

从图 ) 可以看出$在西半湖从十五里河和南淝
河入湖河口向西南方向 E 个季节基本上呈现出逐渐
降低趋势$靠近十五里河和南淝河的 "E 号点 ,G0[D
V最高B,G0[DV被认为是可为生物所利用的磷$与
人类活动有关$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 ,")-B西半湖"尤其是靠近十五里河和南淝河入湖
区域#较高的 ,G0[DV含量揭示了来自合肥市的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外源磷向巢湖的输入B与西半
湖相比$东半湖不同季节的 ,G0[DV含量在空间上
发生的变化相对较小$这也说明巢湖东半湖受生活
污水和工业废水等影响相对较小B

图 TJ巢湖表层沉积物各形态磷的质量分数

=AUB$!VL7O7L9A78 7SCGLA7>NS7LFN7SO:7NO:7L>NA8 9:@N>LSGM@N@?AF@89N

LK!!沉积物中 [6;DV的含量分布
[6;DV是生物不可利用的磷$不易被释放进入

上覆水 ,*#- $来源于碎屑岩或本地自生 ,")-B在巢湖水
体中$西半湖表层沉积物中 [6;DV含量 " **&‘(&
FU2IUk"#略高于东半湖"*’"‘$" FU2IUk" #’ [6;DV
的季节变化表现为!夏季"E"’‘)" FU2IUk" # n秋季
"*%"‘%E FU2IUk"# n冬季"’&%‘%$ FU2IUk" # n春
季"’)&‘$E FU2IUk" #B东( 西半湖 [6;DV占 .V质量
分数的 %E‘)(h和 E(‘)*h$表明 [6;DV是巢湖表层
沉积物中 .V的主要组成部分B

研究表明$[6;DV在低 O[值下活性较强 ,E(- $在
本研究中$春( 夏( 秋 * 季沉积物处于中性 O[条件
下"表 "#$使得上覆水和沉积物表层中的 6G’ b容易
与 60’ k* 形成 6G60* 沉淀$ 从而促进其与 V0* kE 的

共沉降作用 ,E"- $导致表层沉积物中 [6;DV含量较冬

季时高$而冬季表层沉积物微酸性的 O[导致的
[6;DV低于其他季节"图 %#B

一般认为$沉积物中 ,G0[DV的含量要高于
[6;DV,E’- $但在本研究中$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分
布上$除秋季 "E( "% 点与冬季 "% 点外$其它所有采
样点沉积物 [6;DV的含量都比 ,G0[DV的含量高B
在西半湖 ,G0[DV与 [6;DV的含量分别为 ’$%‘*(
FU2IUk"和 **&‘(& FU2IUk"$东半湖分别为 "(&‘*$
FU2IUk"和 *’"‘$" FU2IUk"B本研究中巢湖表层沉
积物中 [6;DV含量水平较 ,G0[DV含量高的多$其
原因可能与巢湖流域富含磷矿的地层有关B在巢湖
北岸的肥东县和巢湖市交界处桥头集3西山驿一
带$广泛分布着一套古老的含磷变质岩系$主要矿石
类型为磷灰岩 ,E*- $该区域高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
植被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B富含矿物态磷的土
壤颗粒经降雨冲刷至湖体$不仅导致表层沉积物中
[6;DV增加$而且造成巢湖水体磷负荷量的升高B
LKT!各种形态磷的比例及其相关性

各个季节不同形态磷占 2V的质量分数见图 $‘
图 $ 表明$巢湖表层沉积物中的 2V总体上以 .V为
主$.V和 0V分别占磷总量的 ))‘)$h a$#‘&%h与
’"‘E$h a%%‘%’h’ 在无机磷中$[6;DV高于 ,G0[D
VB不同季节 0V( [6;DV和 ,G0[DV表现出一定差
异$冬( 春季节 0V含量高于夏( 秋季节’ 与 0V季
节变化相反$表层沉积物种 [6;DV和 ,G0[DV在夏
秋季节所占的比例上升$而在冬春季节下降B
!!在沉积物中 [6;DV活性较低$而 ,G0[DV的活
性较高 ,EE- $根据 /<?A8 ,*%-的研究$湖泊沉积物中大
约 )(h a%(h的 0V可被降解或水解为生物可利用
磷形态$是湖泊系统中重要的 *磷蓄积库 +B若以
,G0[DV和 %(h的 0V之和估算为生物可利用磷$则
在本研究中$巢湖沉积物中生物可利用磷的含量为
"E(‘’* a$’’‘"" FU2IUk"$平均为 *&)‘$" FU2I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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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V含量的 E*‘($hB可见巢湖沉积物中生物可利
用磷的含量以及在 2V中所占的比例均较大$说明
沉积物中磷的潜在可利用性较大$对于上覆水潜在
释放风险较大B较高的总磷及生物可利用磷的含量$
再加上强烈的水动力作用及环境因子频繁变化$将
会促使沉积物中磷作为内源向上覆水体释放B

相关分析表明$巢湖表层沉积物中 2V与
,G0[DV呈极显著正相关"*m(‘#’$$@s(‘("#’ 2V
与 0V"*m(‘E*&$@s(‘()#以及2V与[6;DV也呈显
著正相关"*m(‘)’"$@s(‘()#$表明巢湖表层沉积
物中 2V含量的增加与 ,G0[DV( 0V和 [6;DV的增
加密切相关B金相灿等 ,E)-在对长江中下游湖泊和
/>RG8 等 ,EE-对 T7L9D;@ND0LU>@N/@N@LC7AL的研究中也
发现$沉积物中 2V含量的增加主要来自 ,G0[DV$
其次是 0V$而 [6;DV的贡献只占很小一部分B

MJ结论

""# 巢湖表层沉积物中 2,( 2V和有机质含量
的季节变化较小$但在空间上均表现出西半湖高于
东半湖’ 表层沉积物中高的 6P,比率表明巢湖的
有机质主要源自流域的地表径流所携带的有机质’
西半湖较高的 ,G0[DV含量表明该湖区沉积物还受
到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外源磷输入的强烈影响B

"’# 表层沉积物中具有较高含量的 0V$但 .V
为表层沉积物中磷的主要赋存形态’ 在无机磷中$
[6;DV含量高于 ,G0[DV$[6;DV是巢湖表层沉积物
中 .V的主要组成部分’ 较高的 [6;DV含量与巢湖
流域特殊的富磷地层及流域内的水土流失有关B

"*# 沉积物中 2V( 0V( .V( [6;DV和 ,G0[DV
含量在空间上均表现为西半湖 n东半湖$其中在十
五里河口和南淝河口区域 2V( .V( [6;DV和 ,G0[D
V均表现出较高的含量$而 0V则表现为从湖滨到湖
心 0V含量呈增加趋势’ 不同形态的磷在季节变化
上表现为$冬春季节 0V含量高于夏秋季节$而夏秋
季节 [6;DV和 ,G0[DV含量高于冬春季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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