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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降水中磷酸盐及其他

化学组分的研究
*

刘衡霞 惠加玉 立直墓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提要 根据作者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测定降水中化学组分含量的资料
,

总结了东湖降

水中磷酸盐的含量
、

周年变化和降水的主要离子组成
。

降水中磷酸盐的含量
,

一年中以秋季最

高
,

冬季次之
,

春夏季最低
。

降水主要离子组成
,

阴离子以 5 0 乏
一

占优势
,

阳离子以 K 十 十 N a+

占主要部分
,

属于硫酸盐类钾钠组第 u 型
。

根据降水中磷酸盐的含量及降雨量
,

计算了周年由降水通过湖面输入东湖及流域的磷酸

盐量
。

降水中的磷酸盐含量曾有文献报道
,

R ut tne r川 指 出
,

在 L un
z 的降水中

,

PO聋
一 P 含

量为 0
.

o lm g / l
,

其极小值低于 0
.

00 lm g / l田
。

BO
T
HH H3 HB [7] 测得贝加尔湖降水 中 磷 的 含

量介于 。
.

0 02 一 0
.

o 4 5 m g P / l
,

而 A ra cB [6] 在阿塞拜疆测得磷的含量为零
。

由于磷酸盐 在

降水中的含量很低
,

因而就不如氮那样被人们所重视
,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报告也很少
。

作

者于 19 6 2一 19 6 3 年间
,

曾对武汉东湖降水 中的磷酸盐进行过观测
,

降水的收集及处理已

另文报道 [l1 。

磷酸盐测定采用铂蓝法
。

样品于收集后 0
.

5一2
.

0 小时内测定完毕
,

结果列于

表 1 0

表 1 武汉东湖降水中磷酸盐的含t

(单位 : m g p o 二
一
/ l)

观测年
、

月
个 别 水 样

平 均 值

极 大 值 极 小 值

,‘片2QU4
l
J
任了6C夕,乙,白Q才,‘户,nU

J
,n曰�z

,.二n勺�O曰‘U�11子日nUCU
..1�11一ILCll�八UCUCU六llU

.....

⋯⋯
nUnU11��八曰nUnUCUc曰0n
UnU

,人;护O己�匕连
1
OZ
J任‘n�,立nU孟,连

.,‘�n甘八曰��曰�nUnnU八曰�Un
.

⋯⋯
�UnU�IIU八UnU八曰�nU

19 6 2
.

4
.

6
。

7
。

8
。

9
。

10
。

1 1
。

12
。

1 9 63
。

2
.

3
。

周 年 值

痕量

痕量

,j,‘0产�日。O
‘‘几一J
浦悦,一1111碑n�ZJ月了

J

马O矛了匕一,
nUJ, ,‘乙
几闷三且..工nU,矛�J份

...

⋯⋯
n�nUnllCU八UCUO
八11nU

* 本文蒙丘昌强副教授修改 ;湖北省水文总站
、

东湖燕发实验站热情提供降水资料
, 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

收稿日期 ; 1 9 8斗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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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

1
.

东湖降水中磷酸盐的含量介于痕量一0
.

4 5 2 m g P州
一

八
,

月平均 值变 动 在 0
.

0 07 一

0
.

1 1 6 m g PO录
一
/ l

,

年平均值为 0
.

的Zm g PO了
一

/ l
,

较 B oT 。。HB 所测得的平均值 0
.

0 17 为

局
。

2
.

降水中磷酸盐的含量具有季节变化
。

在一年 中以秋季最高
,

平均含量为 0
.

09 6m g

P叫
一

/比 冬季次之
,

含量为 。
,

0 7 2 ; 春
、

夏季为低
,

含量分别为 0
.

0 65 和 0
.

0 5 3 Q 关于降水中

磷的来源
, R ut tne r

曾指出主要是来自被风携带至大气中的地面尘粒和灰物
。

我们认 为

除了上述来源外
,

通过工业生产过程散发到大气中的含磷物也是降水中磷酸盐的重要来

源
。

至于降水 中磷酸盐含量的季节差异
,

可解释为 : 在秋季
,

天气晴朗干燥
,

气压高
,

地面

上的尘粒
、

灰物和各种工业生产散发物易随风直上
,

当降水时
,

这些含可溶性磷的颗粒随

降水挟带返回地面
,

导致了降水 中磷含量稍高的结果 ; 春季到来时
,

万物丛生
,

地面上的植

被覆盖面积达一年 中的最大值
,

扬尘相对减少
,

因而出现春
、

夏季降水中磷含量的低值
。

3
.

从降水中主要离子组成 (表 2 )来看
,

阴离子以 5 0 尾
一

占优势
,

达主要离子毫克当

表 2 降水中主要离子组成

(1 9 6 2 年 6一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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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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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 N a+ 系用计算法求得
。

量总和的 4 3
.

8 9拓
。

阳离子则以 K 十 + N a+ 占主要部分
,

达主要离子毫克当 量总 和 的

4 2
.

2 2务 ; C a , +
和 Mg , +

都为 3
·

8 9多 ; H C O犷 为 3
·

3 3 多
。

故 H C O子< C a , +
+ Mg

, + <

H CO歹十 5 0 犷
,

属于硫酸盐类钾钠组第 n 型
, S轰+N

a 。 D ris ch el[
2 ,
曾观测过距海岸不同距

离的观测点处降水时所含的 Cl
一

和 5 0 尾
一 ,

得出的结论是前者与海岸距离的远近成负 相

关
,

后者则成正相关
。 Sug aw ar u 指出

,

降水中 5 0 母
一

/ C1 > 0
.

1 39 是降水起源于大陆性的

标志 ; 若为 。
.

1 39
,

则属起源于海洋
。 Con w ay 认为降水中 K 十

和 N a+ 含量高的原因
,

是工

业生产过程中(如化肥工业 )将含 K +

和 N a+ 的灰物排人大气 中所造成的
。

我们的结论

是
: 武汉东湖降水属 S轰+N

,

型
,

主要含 5 0 犷
, K 十 和N a+ ; S。(

一

/ Cl
一

比值为 H .4 8 ,

远

大于 0
.

1 3 9 。 因此
,

降水受到工业污染源严重污染
,

但尚不能如 Sug
a w 盯u

所认为的那样说

它源于大陆
。

4
.

连续降雨时观测到降水中磷的含量在不同时间间隔中有明显的变动 (表 3 )
。

这可

能是降水与迅速交换的含有不同磷含量的气流相接触的结果
。

5
.

降水中 p H 值变动在 6
.

1一 7
.

8 之间
,

平均为 6. 9 9; 总固体为 76 .4 m g / L
。

降水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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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湖上空连续降水时 PO 君
一

含t 的变动

观测日期(月
、

日
、

时
、

分) 鳍 P o 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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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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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川 9 P o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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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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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量达 0

.

4斗7 m g N / I
,

磷酸盐为 o
.

0 7 2 m g p o 聋
一

/ l
,

N / p 值为 6
.

2 : l。

6
.

根据降水中磷的含量及降雨量计算
,

周年由降水通过湖面输人东湖的磷酸盐含量

为 2
.

9 3t
,

以含 几0 ,

为 17 多的过磷酸钙计算
,

从降水中补给东湖的磷量为 4
.

sk g / ha
· 。。

相当于目前从东湖渔获物(高产条件下) 中带出磷含量的 31 多
,

而由降水输人流域的磷酸

盐量为 19
.

6 3t 。

这对东湖富营养化治理途径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表 4 )
。

表 4 由降雨输人东湖和流域的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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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g )

由降雨输人流域
的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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