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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示踪元素的特征
苦

陈立奇 高鹏飞 杨绪林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3 6 1。。, )

提要 1 9 8 6 年 11 月一 19 8 7 年 5 月
,

在中国第三次南极考察和环球科学考察期间
,
收集

了 5 5 个海洋气溶胶样品
,

采用中子活化法分析了 A l , V , M n , I, B r , M g , N a , Cl 等元素
。

应用因子分析
、

回归分析和富集因子分析对气溶胶中元素进行分类
、

定量评估和来源判别
,

讨

论不同来源元素的特征
,
计算各主要来源的贡献分量

。

结果表明
,
海洋气溶胶中Al 的 9 9

.

”呱

是来自陆源地壳风化物
, N a

的 ”
.

2 肠 和 C1 的 9 9
.

”% 是来自海水
, v 的 9 1

.

4 % 来自陆源污

染物
。

因此
, A l可作为海洋气溶胶中陆源地壳风化物的示踪元素

, N ,
和 Cl 可作为海水源示

踪元素
,

非地壳源的 v 则可选择为陆源污染物的示踪元素
。

关键词 气溶胶 海洋大气 示踪元素

天然或污染气溶胶在风系作用下可进行几百乃至几千公里的长距离传 输 (D uc e , e t

a l
. ,

1 9 7 5 ; sh a w
,

1 9 7 9 ; R ah n ,

1 9 5 1 )
,

因而在元素地球化学循环中起重要作用
。

化 学

示踪研究由于在物质来源研究中的作用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

大气中许多元素在长

距离迁移 中
,

虽然在浓度上会有变化
,

但相 同来源的元素
,

仍保持着较好的定量关系
,

加上

当前分析技术的发展
,

几乎所有大气中物质都能被识别
。

中子活化分析具有高灵敏度
,

多

元素测试和非样品破坏等优点
,

广泛应用于气溶胶样品分析
。

本文就中子活化分析结果
,

应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

旨在了解海洋气溶胶中元素特征
,

选择来

源示踪元素
。

1 样品采集和分析

L I 样品采集 利用我国极地号科学考察船的南极和环球科学考察
,

采集了太平洋
、

南极海域
、

南大西洋
、

印度洋上空 5 8 个气溶胶样品
。

图 l 为极地号的环球航线图
。

航线

上的号码为气溶胶样品采集位置
。

采样头安放在极地号船的上甲板
,

抽气泵安放在离采

样头低 4 m 的下风处
,

用塑料软管与采样头连接 ;抽气泵采用美国 M E T E K 公司生产的

高容量真空泵
,

滤膜为英国瓦特曼 41 型滤纸
,

平均每个样品采集 50 h 左右
,

平均流量约

为每小时 60 m
3 ,

每个样品富集近 3 0 00 m
3

大气体积
。

* 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给予经费支持和指导
,

极地号考察船给予帮助
,
美国罗德岛大学海洋研究 生 院 R

.

A
·

D u o e 院长为本研究在核科学中心进行样品分析时提供方便
, R

.

A r im o to 博士和 夏Y
.

G a 。 在中子活 化 分

析时给予帮助
, 均此一并志谢

。

本文
“
1

.

N a , M g , K , C I, C a , B r , F 的特征
”发表于《海洋学报》 , 1 4(6 ) :

4 5一 5 5
。

收稿日期 : 1夕9 1 年 7 月 3 日 ;接受 日期 : 1 9 9 2 年 10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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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极地号船环球科学考察航线图

F i g
.

1 S a m p li n g lo c a t i o n s d u r i n g R / V Ji d i g lo b a l s e i e n t if i c r e s e a r c h e x p e d i ti o n

L Z 中子活化分析 用直径为 2
.

2 2 c m 的钦合金打孔器
,

从样品打出 2 片小样
,

放人预

先清洗干净的聚乙烯塑料小杯
,

样品在美国罗德岛核科学中心的反应堆中辐 射 20 一 6 05
,

中子通量为 4 火 10 ”N / (
c
耐

· s )
,

辐射过的样品和标准样品分别转移到未辐射过的塑料

杯内
,

并放到 G e( Li ) 监测器上
,

采用 C a nb e r ra M S 10 0 型 4 0 9 6 道的能谱分析仪计数
,

应用铝箔通量监测器校正中子通量
。

2 结果和讨论

表 1 中分别列出 Cl
,

N a ,

Mg ,

Al
,

Br
,

Mn , v , I , X V 的平均浓度和标准偏差
,

其中 x v 为非地壳源 v ,

其计算公式为
: X v ~ v 气溶 胶 一 Al 气 溶。 x ( v / Al ) , * ,

式中 ( v厂

A l、
壳为钒与铝在地壳的平均丰度比

。

表 1 中不同元素的平均浓度相差较大
,

从几倍到几

个数量级
,

这既与来源发射强度又与源地距离有关
。

海洋源元素是海洋气溶胶中来源最

近的元素
,

因此大都呈现浓度较大
,

而陆源元素在向海洋输送过程中
,

在地心引力作用下
,

大的颗粒将在近岸丢失
,

而较细颗粒继续向大洋上空迁移
。

因此
,

相对海源元素
,

陆源元

素的浓度都较低
。

这种不 同元素由于来源不 同而呈现的浓度差异
,

只是一种表观特征
,

许

多元素都是多来源的
,

其表观浓度为不同来源贡献总和
,

定量各来源对元素含量的贡献分

量及元素的分类
,

对于来源示踪元素选择和元素地球化学循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

2. 1 元素的分类 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 ( 陈立奇
, 1

.

9 8 6 ; R ah
n ,

1 9 7 6 )
。

我

们利 用因子分析
,

对气溶胶中元素进行分类 (表 2 )
。

根据特征根大于 1 选择因子原则
,

本文所研究的气溶胶元素分别归类于三个主要影

响因子 (表 2 )
。

三个因子的总方差累计达 86
.

7 %
,

·

说明所选择 的这三个因子是影响变量

变化的关键因子
。

在地球化学研究中
,

Al 常作为地壳 源 指 示 元素 ( A ri m ot 。 ,

et a l
. ,

1 98 3 )
,

N a
作为海水源指示元素 ( D

u e e , e t a l
. ,

19 8 3 )
。

因此
,

因子 l代表海水源
,

因子

2 代表地壳源
。

钒归类于因子 3 ,

为了判别钒的来源
,

我们把具有明显陆源污染物特征的

硝酸盐一起进行因子分析
,

结果表明
,

硝酸盐也被归入因子 3 。

煤和重油的燃烧
,

汽车尾

气等都会产生大气中的 N O
二 ,

N O
二

在空气中氧化形成硝酸或硝酸盐
,

其产生过程属于高

温过程
。

大气中的钒也主要来自重油燃烧或冶炼工业排放
,

属于高温过程
,

在空气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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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气溶胶中元素平均浓度 (拌g / m
3

)

T ab
.

1 T h e m e a n e o n e e n t r a tio n o f e le m en t s in a e r o s o ls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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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溶胶中元素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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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颗粒上富集 (D uc e ,

et al
. ,

1 9 7 6 )
。

因此
,

因子 3 代表陆源污染源影响
。

2. 2 元素间的定量相关 为定量说明元素间的相互关系
,

了解同一来源物质在大气传

输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

我们对在因子分析中表现出显著相关元素
,

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
。

图 2一图 7 依次 为 C I/ N
a ,

Mg /N
a , B r

/ N
a ,

Mn
/ A I , I / A I,

以及 X v /N O
3

的 相 关分

布
。

从图 2 和表 3 中看出
,

Na 和 C1 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
,

相关显 著 水 平 达 到

0
.

00 0 1 ,

其斜率为 0
.

52
,

十分接近海水平均 N a/ CI 为 0
.

56 的比值
。

斜率偏差为 0
.

0 3 ,

相

对误差为 ,
.

8多
,

表明 N a
和 Cl 相关散点偏差斜率均值较小

。

图 2 中斜线为 N a
和 Cl 在

海水中平均含量比
,

除个别点外
,

所有的相关点都十分靠近海水中 N 。
/ Cl 的比率线分布

。

表 3 中 N :
/ C1 回归方程的截距为 0

.

%
,

相当于 N 。
平均的 9

.

97 外
,

考虑到采样误差和分

析上的误差
,

一般在 10 拓 以内
,

说明非海水源对海洋气溶胶中 Na 贡献还是比较小 的
。

图 3 中斜线为 N a/ 吨 在海水中平均浓度比
。

Mg 和 N a 的 相 关 散 点也都 围 绕 着

N a/ 吨 在海水中比率线分布
。

回归方程斜率均值为 8
.

1 ,

接近 N a/ Mg 在海 水 中 7
.

8 的



3 期 陈立奇等 : 环球海洋大气气溶胶化学研究 II. 来源示踪元素的特征

表 3 气溶胶中元素的回归分析

T a b
.

3 R e g r e s s io n a n a ly si s o f ele m e n is in
’
a e r o s o ls

元素

斜 率 } 截 距

相关系数 显著水平
均值 偏差 均值 偏差

N a
/C I

N a

/ M g

N a
/ B r

A I/ M
n

A I/ I

X V / N O 了

0
。

5 2

8
。

l

1 0 8
。

6

今3
。

1

7 0
。

9

0
。

0 0 9 4

0
。

0 3

0
。

7 2

7
。

3

2
。

2

8
。

,

0
.

0 0 1 8

0
。

9 6

1
。

7

1
。

7

0
。

0 1 7

0
。

0 4 3

一 0
。

0 0 0 3 ,

0
。

6 6

0
。

9 2

0
。

7 1

0
。

0 3 8

0
。

0 7 2

0
。

0 0 17

0
.

9 2

0
。

8 3

0
。

8 9

0
。

9 3

0
。

7 5

0
。

5 8

0
。

0 0 0 1

0
.

0 0 0 1

0
。

0 0 0 1

0
.

0 0 0 1

0
。

0 0 0 1

0
。

0 0 0 1

户尸乡/ iNa/ M乡海水

2

�卜日/比谈)
戈冰

(N a/ C珍海水

暴

O O

庐一二一一 一
一

一~

0
.

9

�飞谕公
戈2

Cl( , z亿/ m , )

1
.

8 2 .7 3
.

6

M g (户 g / m 含)

气溶胶中 N a

和 c1 的相关分布

R e la t i o n sh i p b e tw e e n N a a n d

C l i n a e r o s o ls

图 3 气溶胶中 N :
和 M g 的相关分布

F i g
.

3 R e l a t io n s h i p b o t w e e n N a a n d

M g i n a e r o s o ls

,山g

o图Fi

比值
,

斜率标准偏差为 0
.

72
,

相对偏差为 8
.

9 %
,

因此图 3 中 N a/ 吨 相关点的分散程度

比图 2 中 N 。/ C1 就来得大
,

但图 3 所示说明了吨 来自与 N :
同一来源

,

即海水源
。

图 4 中斜线为海水平均 N :
/ B

: 比值( 1 61
.

的
, N 。/ Br 相关散点位于斜线下方

,

说明

海洋气溶胶中 B :
含量相对海水富集

,

其原因可能与微表层中的澳化有机物较高含量有关

( S i n g n , e t a l
. ,

1 9 8 3 )
o

从图 5 中看出
,

Al / Mn
相关散点几乎都分布在 ( Al /M n) 地,

斜线下方
,

表明海洋气溶

胶中 Mn
含量相对于地壳富集

。

产生 Mn
富集的原因有三

,

其一
,

进入大气中的 Mn ,

除了

来自地壳风化产物外
,

还有来自人为活动产物
,

如水泥生产
,

冶炼过程
,

汽车尾气等
。

本研

究气溶胶中 M n
表现与 AI 有着密切相关

,

说明地壳风化源的 Mn
在海洋气溶胶中占优势;

其二
,

M n 进人大气后分布在不同颗粒上
,

在 向大洋迁移过程中
,

较大的颗粒会逐渐丢失
。

Al 主要分布在大颗粒上
,

而 Mn
的分布却是双峰态

,

高浓度峰出现在较大颗粒
,

次高浓度

出现在较小颗粒
,

当较大颗粒丢失后
,

Al 含量百分比的减小就比 Mn 减小来得大
,

因此

M n 在大洋气溶胶中含量经常表现相对于地壳富集 ( Ch e n , e t a l
. ,

1 9 8 3 )
。

图 6 为 Al 与 I 的相关图
,

其比值较之 Al / I 在地壳中的平均丰度比 ( 164 x 10
,

)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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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

4 R e la t i o n sh i p b e t w e e n N a

a n d B r i n a e r o s o ls

图 , 气溶胶中 A 飞和 M n
的相关分布

F 19
.

5 R e la t i o n sh iP b e t w e e n A I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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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气溶胶中 Al 和 I 的相关分布

F 19
·

6 R e la t i o n sh iP b e tw e e n A I

图 7 气溶胶中 x v 和 N O 子的相关分布

F 19
.

6 R e la t i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X V a n d

a n d 1 i n a e r o s o ls N O 了 i n a e r o s o l s

3 个数量拐
。

海洋大气中 l 的研究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内容
,

但在大气中有关 I

的研究却较少
。

有关海洋气溶胶中 I 的研究中发现
, I 的富集通常大于海水 1 00 一 1 0 00

倍 (M
o y e r s , e t a l

. ,

19 7 2 )
。

本研究发现
, 1 与海水指示元素无显著相关

,

而与 Al 具有

显著相关
。

这可能与海洋中 1 与 N
a
进人大气的机制不同有关

,

由于海水微表层中富有

机物的存在而富集海水中 I ,

在风浪作用下
,

微表层破碎并进人海洋大气
,

在大气中的离

子态 I ,

在 。,

或紫外作用下
,

氧化生成气态 I 分子
,

尔后吸附在来自陆源的较细颗粒上
,

I 的这种从海洋到大气的形成机制就使得气溶胶中 l 既表现相对于地壳的高富集
,

又与

地壳源指示元素 Al 相关
。

另一种可能是陆源污染源 I ,

被吸附在矿物气溶胶上
,

在风系

作用下
,

经过长距离输送进入海洋上空
。

或两者结合
,

有关 I 的来源及形成机制仍需深人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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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为 x v 与 N O 了的相关图
,

虽然也具有显著相关
,

但相关系数较小
,

其散点分布较

分散
。

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海洋气溶胶中的 v 和 N O 了都 同样是多来源
。

陆源的 v 就有来

自地壳风化物和污染源
,

而陆源 N 就有生物或 土壤代谢过程产生 N风 和污染源 N O
二 ,

尔

后在空气中氧化生成 H N O ,

或硝酸盐
。

因此
,

要比较 V 与 N O 歹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其来

源和发射进 人大气过程的相似性
,

即 V 要扣除地壳源影响
,

N O歹要扣除天然源 N 的影 响
,

图中的 X v 即为气溶胶中总钒减去地壳贡献的 V ,

但由于海洋气溶胶中的 N O 了要 真正

扣除天然源 影响
,

除了考虑陆源污染贡献
,

海洋上空的天然贡献也不能忽略
。

Cr ut z e n

(1 9 8 3 )认为 由闪电和平流层产生的 H N 0 3 ,

可为海洋大气提供 约 为 0
.

1 1那 g /澎 含量 的

N O 了
,

占我们实验所观 测到 N O 了平均浓度的 2 0多
,

由于这种背景硝酸盐浓度也会随季

节
,

海区及天气状况而 产生时空变化
,

因此很难准确扣除
,

这也许是引起海洋气溶胶中钒

与硝酸盐相关性较差的原因
。

但从图 7 或表 3 的相关分析中可看出
,

气溶胶中非地壳源

V 和 N O 了的主要来源应归因于陆源污染
。

2. 3 元素富集因子 表 4 为海洋气溶胶元素的富集因子 (E F )
。

计算公式如下 :

E F , 水 ~ (X / N
a
)
气溶胶

/(x /N
a
)
、 水

(l)

E F 地* ~ (x / A I)
气, ,

/ (x / A I)
地* 。

(2 )

其中
,

(X / N
a
)
气溶 ,

和 (X / Al 、
溶。
表示被研究元素 X 分别与气溶胶中 N a

或 Al 的 浓 度

比 ; (X /N
。
)
。水
和 (x / Al 漏

壳
分别表示海水中 x / N

a 比值或地壳中 X / Al 比值 (B re w er
,

1 9 7 5; T a ylo r ,

1 9 6 4 )
。

当 E F 值小于 3一 5
,

则可考虑被研究元素与来源示踪元素是同一

来源
。

地壳元素一般采用元素地壳丰度的全球平均值
。

海洋气溶胶中地壳源元素的前身

均经过了地壳风化或风蚀土壤
,

研究表 明
,

半径为 10 或 2 0 那 m 以内的土壤中大多数元 素

都比它们在平均地壳含量高出 2 或 3 倍 (Sch ut s ,

et al
. ,

1 9 8 2 )
。

在表 4 中
,

E F地壳 值接

近 l 的元素有 Al 和 Mn ,

而 E F。 值接近 1 的有 N a ,

C1
,

M g ,

Br
。

从富集因子分析可

以看出
,

相同来源元素
,

其进人大气的过程相似
,

在大气中的粒径分布模式也相似
,

因此在

迁移过程中保持一定比例关系
,

即富集因子接近 1 。

而污染源元素
,

进人大气前大都经过

高温过程
,

在大气中又 以小颗粒形式存在
,

滞留时间较长
,

当大颗粒沉降时
,

它仍可飘移到

大洋或极地上空 (G
a n o w a y

,

19 8 2 )
,

因此
,

污染源元素往往表现相对于地壳指示元素Al

的异常富集
。

有些元素
,

虽然来源相同
,

但其发射机制不一样
,

尤其是以气态进人大气
,

尔

表 4 气溶胶中元素的富集因子

T ab
.

4 E n r ie h m e n t fa c t o r o f e le m e n t s in a e r o s o ls

元 素 E F地壳 E F海水

1
。

0

1
.

2 沐 10
3

3
。

8 冰 1 0
‘

1
.

5 K 10
2

8
.

0 只 10
4

3
.

5

9 7
。

8

5
.

5 火 10
3

1
.

7 丫 10
6

1
。

0

1
。

0 2

0
。

7 3

1
。

7 0

5
.

2 义 10
2

1
.

1 认 1 0 ,

14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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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



2 7 0 海 洋 与 湖 沼 2 4 卷

后经过气体
一

颗粒转换
,

这个转换过程往往发生在小颗粒上
,

其滞留时间也较长
,

也常表现

富集
。

2. 4 来源贡献评估 综上所述
,

海洋气溶胶中物质主要有 3 个来源
,

即 Ai 所示踪的

陆源地壳风化物
,

N a
所示踪的海水溅射人大气中形成的海盐

,

以及 V 所示踪的陆源污染

物
。

根据元素在地壳中和海水中的丰度
,

计算地壳风化源和海水源对气溶胶中对应元素

贡献百分比
,

其中我们把非地壳源和非海水源归类为其他来源
,

因为有些元素还没有确切

证据表明其真正来源
。

来源贡献百分比列于表 5 。

表 s 不同来源对气溶胶中元素的贡献(% )

T a b
.

5 C o n t r ib u t io n o f
.

V a f 1 0 U 吕 S o ll r C e S t o
e le m e n t s i n th e a e r o s o ls

元 素 地 壳 源 海 水 源 其他来源

A 1

N a

V

C l

M g

B r

M n

I

9 9
。

99

0
。

7 7

8
。

6

0
。

0 0 24

7
。

4

0
。

0 0 0 1 1

5 2
.

8

0
。

0 0 0 5 2

0
。

0 0 0 1 8

9 9
。

2

0
。

0 0 2

9 9
。

9 9

9 2
。

6

8 1
。

8

0
.

0 04 4

1
。

5

9 1
。

4

18
。

l

4 6
。

7

9 8
。

4

3 结论

3. 1 因子分析把海洋气溶胶中元素分为 3 类
,

一类以 N a ,

Cl 为代表的海水源元素
,

包括

有 Br
,

Mg 等 ;一类以 Al 为代表地壳风化源元素
,

包括有Mn 等 ; 另一类则以 V 为代表的

陆源污染物
,

表现与 N O了有着显著相关
。

3. 2 同类元素间的回归分析
,

其斜率大都接近它们在同源中含量比值
,

其相对于来源的

富集因子也都存在于 3一 5 以内
。

3. 3 地壳源的 Al 或海水源的 N a
和 C1

,

在海洋气溶胶中的贡献都在 ”外 以上
,

污染源

V 占气溶胶中 V 总量的 91 多 以上
,

地壳源的 V 只占总量的 8. 6多; 因此
,

Al 可作为地壳

风化物源的示踪元素
,

N 。或 Cl 可作为海水源示踪元素
,

扣除地壳源的 V 可作为污染源

的示踪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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