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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和长江口氮的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 ) ) 关于长江口无机

氮含量控制机制的研
究

∞ 在中美长江口联合

调查中惊呼 长江口硝酸盐含量高

达 并把此归因于水稻田

里一种蓝细菌的固氮作用 ∞

等 认为其 来 源 于 农 业

∞ 等 ∀顾宏堪等

年指出这一数值比 年高约

倍 认为这与长江流域小化肥厂迅

速增长相一致 ∀长江口高含量氮的

问题已经引起国内 !外海洋学家的

重视 ∀有关长江和长江口氮的来源

至今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 认为无

机氮的高含量是由于人口稠密的

影响和精耕水稻的影响

以及化肥利用 !污水排放和

土壤侵蚀等影响 等

∀作者于 年通过

对长江无机氮主要来源的初步估

算 首次提出氮的降水输入是长江

口无机氮含量高的主要控制因素

这是长江口无机氮含量高的直接

原因 ∀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有关长江

口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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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中被引

用 ∀现在作者正在启动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号 ! 中国科

学院重点资助项目 2≥ 2 号

/ 长江口无机氮含量控制机制的研

究0 就是为了通过对长江流 域进

行比较系统的 调 查 研究和定量估

算 进一步探讨长江口无机氮含量

高的主要控制因素 验证上述初步

分析结果 回答 年代以来长江口

无机氮含量数倍增加的主要原

因 ∀本项工作开创了长江流域氮循

环的定量研究 为长江生态系氮循

环及氮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提供

重要依据 对长江及长江口的环境

保护 !水域富营养化研究等均具有

重要意义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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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浮游植物

生产过程及营养盐

的调控机制的研究

营养盐 ° ≥ ƒ 是浮游植物

生长和繁殖必不可少的元素 ∀ °

≥ ƒ 营养盐对浮游植物生长的限

制的研究在不断加深 在南大洋 !

太平洋近北极的水域 ! 印度洋 ! 太

平洋的赤道海域 ! 秘鲁海域 ! 切萨

皮克 ≤ 湾等许多海域在

进行研究 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结果

使人们目前逐渐了解了营养盐对

浮游植物的生长影响的机理和过

程 同时 也了解了营养盐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 ∀因此 在国际上有关

这方面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 ∀

作者以胶州湾为研究海区 利

用多年的监测资料 比较分析了该

水域的主要理化因子与浮游植物 !

初级生产力的关系 探讨了环境因

子对浮游植物和初级生产力的影

响 已初步发现硅酸盐是胶州湾浮

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子 ∀这

是通过初级生产力 2硅酸盐的动态

模型和模拟曲线 硅酸盐成因和生

物地球化学的沉积过程 浮游植物

硅藻对营养盐氮 ! 磷 ! 硅吸收的比

值分析以及浮游植物的优势种和

浮游植物的结构分析得到的结

论 ∀又计算出胶州湾的浮游植物吸

收营养盐硅的量 定量化地阐明营

养盐硅限制浮游植物生长的阈值

和阈值的时间以及初级生产力受

硅限制的阈值等 进一步证实了这

个发现 ∀

目前作者参加 课题/东 !黄

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

持续利用 0 主要研究

营养盐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输

运过程 建立相应的动态模型进行

定量分析 阐明生态系统浮游植物

生产过程及营养盐的调控机制 ∀给

浮游植物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系统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

作者同意高抒和李安春 5海

洋科学6 第 期 的 /今后海洋

生态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最终将与

沉积动力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等研

究相结合0 的看法 ∀并认为 用海洋

生态系统动力学 !沉积动力学和生

物地球化学相结合的定量化研究

来展示全球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这

是近代研究的趋势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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