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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湖的生物相及理化环境与近代

沉积的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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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悼田 王光适
(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研)

大通湖是原洞庭湖区中部翘围垦而成的湖泊
,

跨湖南省南县和沉江两县
,

面积豹 1 8 5

平方公里(28 万亩)
。

湖水较浅
,

雨 (夏 )季平均深度 2 米左右
,

最大深度可达 3
.

5 米 ;枯水

(冬 )季节
,

水深在 1
.

5 米左右
,

最大深度仅为 2 米
。

湖东至西北湖岸
,

有数条小河流入
。

湖

的南岸有两条小河道流出
,

湖中有由北而南的援慢径流 ;南部水浅
,

水草丛生
,

北部较深
,

水草稀少
。

湖滨周围开呱
,

每篷大雨
,

就有大量泥沙流 入湖中
,

加之风力较大
,

湖水机械对流容易

发生
,

故湖水常较潭浊
。

在洞庭湖南部
,

有湘
、

查
、

沉
、

澄 4 条河流注入
,

这些常年补始径流挟带有大量泥沙
,

使

整个洞庭湖淤积严重
,

大通湖也简接地受到影响
。

本文是根据 1 9 6 0 年 n 一 12 月周稠查所得的初步查料整理而成
。

铡查期简
,

得到大

通湖农锡的支持
,

以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地厦古生物研究所有关同志的协助
,

工

作得以顺利开展
,

插 图是狄克同志所擒
,

均此一并致新
。

一
、

工 作 方 法

根据大通湖的湖盆形态
,

选定了生物和化学采样点的位置
,

如图 1 所示
。

采浮游生物和水化学所用水样
,

都是用改良北原式采水器以取各敲采样点中简深度

的湖水
。

透明度用窿氏盘测定 ; 电导率用国产雷磁 26 型电导仪 ; pH 和 E h 用雷磁 21 型

自动电位滴定针侧定
,

其中 E h 值最后换算为标准氢电极的相对值
。

化学分析用的水样
,

在采集后 8一7 2 小时内测定完毕
。

其中溶解氧用温克勒尔法 ;有

机物耗氧量用高锰酸押法 ;碱度用的是酚酞和混合指示剂 (澳甲酚栋加甲基杠 )作指示剂

的盐酸滴定法 ;钙和总硬度是用 E D T A 格合滴定法 ; 按盐是用值接钠氏法 ; 稍酸盐是用

二苯胺 (DI Ph en yla m in e
)法 ;硫酸盐用碘量法 ; 磷酸盐和硅酸盐分别用胡蓝法和胡黄法 ; 钾

和纳是用针算法求得
。

湖底沉积物是用手摇钻机采集圆柱形岩心样后
,

先用长 1 0) 嚷米的玻璃管插入样 品

中
,

待玻璃管充满泥样后
,

却用具有小孔的橡皮塞紧塞两端
,

置于暗处
,

供 E h 值侧定用 ; 同

时根据样品层理
,

分层各取 卯。一 l
,

0 00 克置于玻璃瓶中密封保存
,

供化学分析用
。

另取

泥样用蒸馏水按 1 : 5 稀释
,

以侧定其 p H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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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化学分析用 的泥样
,

先称取 10 一 l , 克在 1 0 弓℃ 烘至恒重
,

求得水分百分合量后
,

再

在 6 00 一7 0 0℃中灼烧至
J

匠重
,

以侧定灼烧失重和灰分
。

}

} _

图 l 湖南大通湖采样点分布图

A g e n e r a liz e (t
In a p o f I a k

e ’

f a tu n g ,

H u ll a n

. 浮游生物
、

底栖动物
、

高等水生植物
、

化学采样点
。 。浮游生物

、

底栖动物
、

高等水生植物

采样点
。

O 底栖动物
、

高等水生植物采样点
。

。1
、
。2 和 03 站是钻探孔

。

一 二 C o lle e t io n st a tio n w h e r e s a xn p le s o f p la n k t o n , z o o b e n th o s , a q u a tie hig h e r p la n ts a s

w e ll a s h yd r o c h e m ie a l s am p le s w e r e ta k e n
.

0 = C o llc e tio n s t a t io n w h e r e s a m p le s o f

p la n k t o n , z o o b o n th o s & a q u a tie hig h e r p la n t s w o r e ta k e n
.

o = C o lle e t io n s ta tio : i

w h e r e sa m p le s o f z o o b e xi th o s & a q u a tie h ig h e r p la n ts w e r e ta k e n
.

0 1
,

0 2 a n d 0 3 a r e

s ta t io n s w h e r e c o r e一s a m p le s o f r e e e n t s e d im e n t w e r e ta k e n
.

从化学分析用的表层 (0一 3
.

0 米 )淤泥样品中取一定量盛于囿雄瓶内
,

注入 5 多 盐酸

溶液
,

加热
,

沸膀 1 小时后
,

根据重量法以侧定可溶性部分和不溶性部分的百分比
。

再从

盐酸可溶部分的溶液中
,

按草酸盐法侧定碳酸钙 ; 用二氮菲法测定低跌(F
e 十十

)和总数 ;用

重量法测定硅酸盐
。

3一 18
.

5 米深的沉积
,

依重铬酸钾法和克氏法分别测定有机碳和有机氮(再乘 以 系数

6. 25 郎得蛋白厦的重量 ) ;用乙醇
一
苯溶剂以提取其中的油

、

脂及蜡和澳青等物质
,

最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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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

百分舍量表示
。

浮游植物定量标本
,

都是用 1 升水样加入 15 毫升鲁哥氏液固定
,

倾入柱形分液漏斗

中
,

静置 2 4 小时
,

最后浓缩成 30 毫升
,

豁数时
,

把水样摇淇均匀后
,

从中吸取 0
.

1 毫升置

于舒数框内
,

在显微睿艺下爵数
,

最后换算成为每升水中浮游植物的平均数量
,

用个 /升表

示
。

原生动物和翰虫的爵数与上述相同
。

至于大型浮游动物 (甲壳类动物 ) BlJ 用 25 号肺

捐过滤浓缩 多升水样至 30 毫升
,

从中吸取 , 毫升置于爵数框内
,

进行全量豁数
,

最后换算

成为每升水中个数
。

底栖动物样品
,

是用改良的彼得生氏采泥器(面积为 l / 1 6 平方米)采集泥样
,

然后拣

出标本
,

其中寡毛类管入 10 外福尔焉林溶液中固定保存 ; 水生昆虫和软体动物置入 80 多

酒精溶液中固定保存
。

最后都用滤抵吸干
,

用分析天平称量
,

换算为每平方米的生物量
,

并逐个爵算
,

换算为每平方米中的个数(密度 )
。

水生高等植物是用 1/ 4 平方米的水草夹
,

夹取水草后
,

用水洗滁
,

分拣后称重
,

最后换

算为每平方米的生物最 (湿重 )
。

二
、

稠 查 精 果

1
.

湖水的理化环境

由于湖水较浅
,

风力的影响较大
,

碉查时透明度介于 26 一40 厘米简
。

水温为 1斗.6 一

上7
.

2 oC
。 p H 值为 7

.

0一 7
.

, 。 E h 为正 5 9 2 至正 55 9 毫伏特
。

电导率为 0
.

2 , o一 o
.

2 7 4 m s

(毫

西阴 )
。

其他的桔果
,

根据 多个采样点分析所得
,

如下所列
:

1
.

水中主要离子的合量
:

c a+ + 3 0. 0一 3久4 毫克 /升 L 匆一 1. 77 毫克
一当量 /升

M g 十 + 6 .8 一 8. 2 毫克 /升 0. %一0. 68 毫克
一当量 /升

N a+ + K 十

—
0

.

3 4一0
.

4多毫克
一当量 /升

H c o 于 1 3 3. 3一 1 3 7 .8 毫克 /升 2 .0 2一2 .2 9 毫克
一当量 /升

5 0 犷 i 弓一 16 .8 毫克 /升 0
.

1 2一0
.

3 5 毫克
一当量 /升

cl 一 9 .1 一10 .3 毫克 /升 。
.

2 6一 0. 29 毫克
一当量 /升

c o 犷 。 毫克 /升 。 毫克
一当量 /升

2
.

水生植物所需的主要营养物质的合量
Po 箭 0

.

0 3 1一0
.

0 3 5 毫克 /升

N H才
- N 0. 17 一 0

.

2 0 毫克 /升

N O 子- N 1. 50 一 2
.

0 0 毫克 /升

5 10 2 3
‘

1 一斗
.

1 毫克 /升

3. 其他因
一

」巴
-

有机物耗氧量 。
.

4一 5
.

5 毫克 /升

溶解氧 9
.

, 一 9. 7 毫克 /升(鲍和率 妊一好 多)

11
.

近代沉积的特征
大通湖表层淤泥(o一3

.

。米 )中
,

软体动物斡多
,

除有大量活体外
,

在不同深度及洽岸

彼冲刷的淤泥中
,

还可见到不少遣壳
。

个别地方的淤泥有机杂物较多
,

主要是水草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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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
,

也有少量浮游动物
。

这些表层涯泥呈黄褐色
,

滴加盐酸
,

郎有气泡冒出
。

屯的 p H 值介于 7. 5一 8. 5 简 ; E h

介于正 3 5 0一5 2 5 毫伏特
‘)简

,

其中 0一 1 0 厘米为正 多0 0 , 10一2 0 厘米只U介于正 3 9 9一斗6 3 ,

20 一60 厘米Bl] 变动在正 3 50 一40 0 毫伏特简
。

合水量为 52 一卯 拓 ; 灼烧度渣达 93
.

3界
,

灼烧失重仅占 6. 7 %
。

沸盐酸溶液可溶物占16
.

3 5 %
,

其中碳酸钙占 5
.

1 2 多
,

低跌占0. 08 4 %
,

高族占 0. 05 %
, si q 占 0. 2 %

,

硫酸盐占 0. 7 1 多
。

深度在 3一弓米的沉积中
,

也有浮游动物的残体
,

超过 , 米的则没有发现
,

但在各个深

层中都有硅藻壳
。

软休动物的破壳分布很广
,

其中以 9一 n 米深度为最多
。

这些沉积
,

趣

过化学分析
,

拮果如表 l 。

表 1 大通湖近代沉积中全要物理化学特征 (l 9 60
.

11 一12 月)

采采样样 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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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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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888 8
.

1;;; 日
.

0 7夕夕 8 ;
.

5 333 14
.

4 777

2222222 4
.

0一 8
.

666 十4 7 444 0 2 0 555 6
.

7 000 0 U666 ()
.

〔)4 222 8
.

8 ;;; 0
.

〔J1 333 9 1
.

5多多 8
.

4 555

3333333 8
.

6一 9
.

444 十 4 4 444 ()
.

2 022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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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 0
.

f)7 888 5
.

5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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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99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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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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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 1 1
.

000 十4 3 999 0
.

1 0 99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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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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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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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
.

0 4 222 9 4
.

9 000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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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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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66 0
.

0 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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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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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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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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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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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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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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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斗斗 日
.

1 1 000 L1
.

3 111 1 0
·

0 9 222 勺2
.

9 666 7
.

0 444

9999999 18
,

0一 18
.

55555 0
.

1 4 111 7
.

6 ())) 0 2 1111111

j
。,

.

15 :::
‘)1

.

4 888 8
.

5 222

OOO222 lll 3
.

0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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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88 O ()2 999 1丁
.

1333 ()
.

16 444 s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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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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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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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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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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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6 3 999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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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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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8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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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00 0
.

〔}1000 QZ
.

1666 7
.

8于于

3333333 12
.

0一 12
.

三三 + 5 5 666 0
.

1 0 222 7
.

3 000 0
.

0多多 0
.

02 666 1 1
.

9 888 0
.

0 0 777 9 3
.

斗555 6
.

5 ;;;

4444444 13
.

0一1 5
.

000 + 5 6 999 〔)
.

0 7222 7
.

3 000 0
。

0 333 0
.

03 777 斗
,

6 999 0
.

0 1 333 9 4
.

3 777 5
.

6 333

5555555 1 5
.

0一 16
.

000 十 3 0 555 0 0 9222 7
.

2 000 0
.

()555 0
.

0 5 888 5
.

3 111 0
.

0 1 222 9 4
.

6 777 5
.

3 333

* E h 是在采样后 4一6 天内测定完毕
,

所得桔果可能偏高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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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勺从州

n l
.

水生生物

1
.

浮游植物

从 7 个采样点的标本检查补算
,

平均每升水中浮游植物的栩胞数为 2
,

1 80
,

00 0 个
。

一

各

1) E h 值是在采集后 6一8 小时内测定完毕
,

桔果可能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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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的数量和类草粗成兑表 2 。

我 2 大翻湖浮游植物总欲且及各大类所占总且的百分此

Tab le 2
.

Q o .
吐能了

a n d p e r c e n ta g e e o m 钾
s ition of p卜yt

o p la n kt
o n of L a k e D at u n g

采样点劝 02 1 0 3 } 0 4 乎 均
, )

总氢个/升)
. ,
} 2 ,

160
,

0 0 0 3 0 0 ,
0 0 0 {2

,

3 8 0
,

0 0 0 2 ,

1斗5
,

0 0 0

1 9
.

5

8 斗5
,

0 0 0 呼0 0
, 0 D 0 0 3 5

, 0 0 0

1 0
.

1

2
,

18 0
,
0 0 0

%%%%%
,l归了门了nlJ口乡月竹

9
,j,�
0

11买U. 1

:
I
L

8门08

02
‘

任,‘,�
..

⋯
nnZ曰,‘01

8
J.l

一2

6
,乙若n 月

呀0
1.1一了

洲
8 1

.

9

1 1
.

8

6 5
.

0

1 4
.

6

0
.

7

澎澎澎萦梦硅甲裸释金

l ) C o lle c ti o n s ta ti o n ; 2 ) A v e r a g 。 ; 3 ) T o t a l n u m b e r p e r I it e r ; 弓) B a e illa r i o p hy t a ; 乡) p y r r o p h y ta ;

6 ) c hl
o r o p h y ta : 7 ) C h r y so p hyt a ; 8) E u g l

e n o p hy ta ·

从大类粗成来看
,

甲藻占显著优势
,

平均达 69
.

7多
,

硅藻和椽藻次之
,

裸藻最少
。

2
.

浮游动物

在 7 个采样点的样品中
,

每升水的浮游动物平均为 37 1 个
,

最高可达 64 1 个
,

最低也

有 “ 个
。

从种类来看
,

其中大都是甲壳类动物
,

尤以缥水蚤 ( C al an ‘d a
) 为主

,

占总数的

84 %
,

翰虫和原生动物却很少
。

3
.

水生高等植物

水生高等植物的主要种类有焉来眼子菜 (Po t助
,

叮
。 to o m al 滋nu

,

Mi q
.

)
、

聚草 (材yr io
-

琳夕22“ m 了户公e a t “m L in n
.

)
、

苦草( V a lli , n e r ia
, ir a li , L i n n

.

)
、

翰叶黑藻 (H y d r ilza o e r t i e i zza t a

R oy le )
,

此外
,

则为金焦藻
、

小茨藻
、

黄栋草
、

菱
、

菩菜
。

在浅水沼译区域内
,

ll[l 有谨
、

满江

耗
、

槐叶苹
、

芦及李氏禾等生长
。

从整个湖中水草分布的地区来看
,

北部湖区水草的生物量极少
,

南部湖区多
,

湖心区

及西北部儿乎为零
。

在东北部离湖岸 , o一 1 00 米内
,

有少数聚草和思来眼子菜稀疏生长 ;

在湖的东南部及老河 口以南沿岸 10 0一 20 0 米内
,

生物量稍高
,

每平方米的湿重量豹 10

克
。

只有在湖的西部
—

建新洲以西的湖区以及建新洲的东岸
,

才有大量水草生长
,

这些

区域水清及底
,

水草种类丰富
,

湿重豹达 1
,

40 0一 1
.

7 60 克 /平方米
。

根据全湖 1 5 个采样点的定量侧定和流动观察的桔果
,

全湖生长水草的面积估豁还不

到总面积的 1 / 1 0 。

从粗略的估豁
,

全湖水草总重量豹为 1 7
,

2 50 吨(湿重 )
,

若以全湖总面

积为 28 万亩豁算
,

平均每亩水草的重量为 62 公斤( 9 4 克 / 平方米 )
。

4
.

底栖动物

大通湖的底栖动物
,

根据 巧 个采样点所侧定的拮果
,

无渝在密度或生物量方面
,

均以

软体动物占第一位
,

特别是以瓣鳃类为最多
。

湖中各个采样点的密度和生物量也不完全相同
,

其中以 4 、

9 和 13 等采样点为高
。

根据稠查拮果
,

湖中底栖动物如下
:

属于软体动物中的腹足类的有方格短沟蜷 [s ~ i. o lc o Pi ra ca o ce llat 以Be ns on ) 〕
、

萝葡

螺( R a

dix
sp

.

)
、

铜锈环棱螺 [B
e lla m 夕a 召 e r

嘟
。 o , 二

( R e e v e
) ]

、

梨形环棱螺 [B
e lla m , a 户“ ri fi

-

c a ta

( H e u d e
) ]

、

矮拟河栖螺 [尸把u 侈a m , i c o za

触
, sc u za

( M
a rta n s

) ]
、

中国沼螺 [Pa , af o
a r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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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in e , s众 (H
e u d e

)]
、

尊主窄 口螺 (so
n o t汤, ra d i o a

lis )
、

枚沼螺 [尸ar
a

f附
a r , 爪了 , tri a to lu ,

(B
e n so n

)]
、

光亮隔扁螺 (& 窟。 e o tin 二 。it id a
)

、

白旋螺 [G yo u l“ , a lb “ ,
(M Olle r ) ] 及长萝葡螺

(天
a

疏 户己犷‘g 己 r

)等
。

属于瓣鳃类的有三角帆蚌 [H , r l. o 户s is e “m i。梦 (L
e a

) ]
、

扭蚌 [注, e o n a 萝a ‘o n to r t 。 (L
o a

) ]
、

短褶矛蚌 [L
a , 。 o la r

t’a g r

叮 a o a (L
e a

)]
、

湖沼股蛤 [乙io n o 夕e r n a zac “, tri ,
(v

.

M a r te n s

) ]
、

圆

顶珠蚌 [乙ym , iu m 斌。“g la s ia 己 (G 五ffi th 。t Pid g eo n
) ]

、

河蜕 [ c o r 云z.c o z“ f翻。in e a
(Mo lle r

) ]
、

球

蜕 (S 户人
a e , ‘u m sP

.

) 橄澄嫂蚌 fs o z。, a ia o le i, a r 。

(H e u d e
) ]

、

湖球蜕 [s户人韶八“ m lac “c tr e

(Mo lle r
) 1及背角无齿蚌 [才, o d o o t召 。 o o d!’奋。a

(L
e a

) ]等
。

属于节肢动物的有毛翅目原名石蛾属的幼虫 ; 蚌蟒属的蚌蟒幼虫 ; 双翅目的摇蚊幼

虫 ;蛇科的幼虫等
。

它俩所在各个采样点的密度(个 /平方米)及生物量 (克/平方米 )
,

如表 3 所列
。

表 3

T a卜le 3
。

N u m be r

大通湖每平方米中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 (密度/生物量)

of in d i杭d ual .

朋d b i
~

a 。。
of

二

oo b e
nt 卜0. Pe

r
m

,
in L a k e D at u

呀
(N

u m b e r o f in d iv id u a ls / b i
o , n a , s

)

采样点劝
寡毛劣日 端足类助 十足类幻 水生昆虫

. )
软 体 动 物

7 )

腹足类8) 瓣鳃类的
合 甜

“

1 0 / 0
.

0 1

1 2 0 / 0
.

1 4

1 0 0 / 0
.

12

1 6 0 / 2
.

9 4

1 80 / 3
.

0 0

8 0 / 2
.

2 0

8 0 / 1
.

6 6

2 0 / 1
.

7 4

2 0 / 0
.

14 10 0 / 0
.

2 5 }2 4 0 / 1 1 8
.

0 9

3 6 0 / 5
.

2 8

3 7 0 / 斗
.

7 9

2 0 / 1
.

7 4

3 6 0 八18
.

4 8

2 0 / 0
‘

1 3 8 0 11 2 4

9

4
八八内,n甲内j

-

6 0 / 12
.

4 0】10 0 / 12

1 0 / 0
.

1 8 6 0 / 9 6
.

0 9 8 0 / 9 6
.

6 0 / 0
.

5 2

2 0 / 0
.

0 0

4 0 / 0
.

0 3

6 0 / 1
.

1 1

? O/ 0
.

54

10 / 0
.

1 1

2 00 / 1
.

94 4 2 0 / 7 2 7
.

9 17 2 0 / 7 3 0

4 0 / 0
.

0 8

斗0 / 0
.

7 4

一/ 0
.

7 0

斗0 / 0
.

4 2

斗0 / 0
.

1 3

8 0 / 0
.

0 3

6 0 / 0
.

12

1斗0 / 2
.

2 3

12 0 / 1
.

3 5

10 0/ 56
.

2 1

2 8 0 / 2 9 8
.

2

2 0 / 0
.

5斗 2 0 / 0
.

0 6

4 0 / 3
.

多2 }1 4 0 / 3 2
.

4 9

4 0 / 0
.

0 8

14 0 / 1
.

2 8

> 2 8 0 / 5 9
·

27

4 8 0 / 2 9 9
.

5 8

斗0 / 0
,

6 0

18 0 / 3 6
.

0 1

1五2
,、通份�今
�

6栩了O口02012
,jd 月曰,八曰nUCIJnUn曰o

n曰nll
o
,二1111111,1

平 均坳 2 3 2 / 9 7
.

7 1

l) e o lle c ti o n st a tio n ; 2 ) o li g o e h a e t a ; 3 ) A m p h ip o d a ; 4 ) D e e a p o d a ; 5 ) H i r u d i n o a ; ‘) A q u a ti c

i n s e c t s ; 7 ) M o llu se a ; 8 ) G a s tr o p o d a ; 9 ) L a m e lli b r a n e h i a ta ; 10 ) T o t a ]; 1 1) A v e r a g e
.

三
、

甜 箭

1
.

根据 5 个采样点的水化学分析的平均拮果
,

按照阿列金的天然水分类法
,

是属于重

碳酸盐类钙粗第二型( H C呀 < Ca ++ 十M g ++ < H c O ; + 5 0 犷
,

其中 H c 呀 为 2
.

19
,

ca ++ +

Mg ++ ~ 2. 2斗 毫克
一当量 /升

。

)
,

但在 01 和 02 采样点中
,

lllJ 属于重碳酸盐类钙祖第一型

( H C叮 > ca ++ + M g ++
,

其中前者为 2
.

26
,

后者之和为 2
.

23 毫克
一当量 /升 )

。

从上述桔

果来看
,

不萧是第二型或第一型
,

H c 呀 与 ca ++ + M g ++ 合量之简的差别是不显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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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从湖水中氧化
一
还原电势 (E h)为正 卯 2一 8匆 毫伏特

,

溶解氧合量较高 (9
.

5一9. 7 毫

克 /升)
,

稍酸盐氮
—

是舍氮化合物受到氧化后的最胳产物
—

合量达无机 氮总量 的

90 外 等情况来看
,

可以款为大通湖的水体环境是属于氧化类型
。

在这样较浅的水体中
,

有机物厦被氧化分解较快
,

加速了营养物质在湖泊中的循环过程
。

3
.

湖水中糠色植物辍以为生的主要营养物厦的含量较高
,

其中按盐氮 为 0
.

18 毫克/

升
,

稍酸盐氮达 L 78 毫克 /升
,

硅酸盐为 3
.

6 毫克 /升 ;浮游植物平均为 2
.

1 80
.

00 0 个 /升
,

浮

游动物平均为 1 32 个 /升(以甲壳类动物中的镖水蚤为主
,

达总数的 弘
.

夕多)
。

据此
,

大通

湖可列为富营养型湖泊
。

4
.

从大通湖近代沉积中的主要物理
、

化学特征(表 l) 来看
,

其中 E h 值较高 ;灼烧失重

百分率比较低(6一 8 %) ; 有机碳平均豹为 0
.

1 %
,

表明了它的合量很低 [21
。

这些现象的出

现
,

是由于近代沉积是处在氧化类型的环境条件下
,

有机物盾翘常受到氧化分解的影响
。

其分解的剧烈程度
,

从表层淤泥的热盐酸提取液中的 F e

++ 合量(0. 0 84 形)大于 F e
什

十
含量

(0
.

叮 多)的关系得到敲明
。

这种还原性敛舍量高于氧化跌的现象的出现
,

是由于有机物

质分解时
,

一方面将高铁还原
,

而另一方面
,

碳 (有机物厦) 本身就随之而氧化为 c o Z

所

致 t, ,4] 。

可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
:

ZF e

(O H )
3
+ 3 e + 3 0

一4 F e
(o H )

3 + e

一

ZF e CO ; + 3H
Zo 或

F e CO 3
+ 3 Fe

(O H )
:
+ 3 H

ZO

沉积中有机碳和橙青 (乙醇
一
苯提取物 ) 等合量低以及它佣在垂直分布方面没有 明显

的差别
,

更靓明了沉积介厦长期处在氧化环境
,

从来就没有被还原环境所更替
,

甚至当这

些沉积被新的沉积所复盖后
,

有机物厦的氧化分解作用仍批擅进行
。

至于沉积物中的电

导率高
,

更进一步征明了沉积介厦中矿化强度大
,

这和 C / N 的比值小 (0
.

06 一 0
.

1) 是相互

一致的
。

5
.

近代沉积中灼烧晓渣 (灰分 ) 达 93 .3 多
,

灼烧失重 (有机物及可挥发部分 ) 仅 占

6 .7 多
,

这种情况与一个富营养型湖泊中有机物厦的含量显然是不相称的
,

我们欲为
,

出现

这种现象的原 因
,

除了上述由于有机物质在液相和固相介质 中部分或者大部分被氧化分

解外
,

还由于大通湖具有援慢径流
,

且水浅而易受到人为和 自然的影响 (捕捞和风浪引起

的动力作用等 )
,

因此
,

湖水和表层淤泥中的有机物厦易于随径流而流失
,

另一方面
,

湖区

雨水充沛
,

地表补拾水所挟带的泥沙常注入湖中
,

这些矿物盾固形物较之有机物质易于沉

淀而难以流失
,

故而出现上述两者相差较悬殊的现象
。

6
.

湖水中钙含量平均为 32 .7 毫克 / 升
,

较武昌东湖水中钙平均含量(1 3
.

3 毫克/ 升)为

高 [ ‘1 ,

这是由于沉积中有机物厦氧化分解时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

溶解了其中的碳酸钙

〔ca C场 十 C q 十 玩0

一
Ca (H C仇)zJ

,

导致湖水中 Ca ++ 和 H CO歹含量升高
。

因而对大

通湖的水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

至于沉积中 p H 值垂值分布的差别较小
,

常呈微碱性
,

是和

c a c q 被 C q 趣常所溶解有关
,

反映出氧化型沉积介盾中有机物厦氧化分解的必然拮果
。

7
.

湖水中钙合量较高
,

有利于甲壳类浮游动物的繁殖 [3]
,

因而后者的数量较多
。

沉积

中 c a c O3 合量达 5
.

儿 多
,

也是比较高的
,

软体动物的生物量和密度都较高
,

可能与此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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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桔 输

大通湖湖水是重碳酸盐类钙祖第二型
。

水中植物所需的营养物厦含量较丰富
,

水生

生物的数量也较高
,

是浅水富营养型湖泊
。

湖水和近代沉积(o一 1 8
.

弓米)介质均系氧化型

环境
,

有利于有机物厦的矿化分解
,

加速物质的循环过程
。

湖水和表层淤泥易受人为和 自

然的干扰
,

有机物质易于随湖泊径流流失 ;加之
,

湖区雨水充沛
,

地表径流所挟带的泥沙大

量地注入湖中等
,

是沉积中有机物厦含量很低的重要原因
。

沉积中有机物厦趣常氧化分

解所释放出的 C q
,

趣常溶解其中的碳酸钙
,

是导致水中 ca ++ 和 H C断 含量都较高的主

要因素
,

对大通湖的水型具有重要意义
。

湖中甲壳类浮游动物及软体动物数量或生物量

也较高
,

可能与 c a
++ 含量有密切关系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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