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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湖泊水库悬浮颗粒有机质之碳
、

氢
、

氧
、

氮
、

硫元素计量分析

黄 炳 达 陈 镇 东
(国立中山大学海洋地质研究所

,

高雄 )

提要 对台湾地区 18 个湖泊水库水体中悬浮颗粒有机质 ( P O M ) 之碳 ( P O c)
、

氢

( P o H )
、

氧 ( p o o )
、

氮 ( p o N )
、

硫 ( p o s ) 和叶绿素
a

( C h l
·

a

) 的含量进行了分析
,

其中

p o o 乃首度以元素分析仪直接测量
。

结果为
, p o C , p o H , p o o , p 0 N , p o s 含量分别介

于 1 3 5一 5 3 7 0拜g /L
, 1 3

.

7一 , 2 6
.

1拜 g
/L

, 3 1一 2 6 2 3拼g / L , 1 4一 1 2 6 5拌g
/ L , 1

.

9一 4 9
.

7拜g
/ L

之间
, C hl 一 含量则介于 0

.

31 一 96
.

75 湘 ZL 之间
。 P o M 元素间原子数关系为 c/ 0 二 3

.

7 ,

c /N = 5
.

, , c / s = 3 6 9 , H / C 二 1
.

呼, H / o = ,
.

4 , H / N 二 1 1 , H / s = , 7 7 , o / N = 1
.

5 ,

o / s ~ 7 1 , N / s = 3 5
。

将本研究结果配合 R e d f又e l d 系数
,

推得 1 3 6 c 0
2

+ 一6 N o 歹 + H p o 麦
一 +

0
.

, 5 0二
一 + s , H

2
0 + 1 9 H+ + 能量今 C

, 3 。
H : , . 0 3 ,

N : `
p

,
s

。 . ,
+ 1 8 8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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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的悬浮颗粒在水体中化学物质的变迁过程以及水体食物链中 占有 重 要 地 位

( R i l e y e t a l
. ,

1 9 7 1 )
。

继 R e d f i e l d ( 1 9 3 4 ) 分析浮游生物之元素组成后
, F l e m i n 拜 ( 1 9 4 0 )

更详细分析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之 C ,

N
, P 原子数之比

,

得平均值为 106 : 16 : 1
,

即 R e -

d f i e l d r a t i o
( R e d f i e l d e t a l

. ,

1 9 6 3 )
。

但 G o l dm a n 等 ( 1 9 7 9 ) 认为 R e d f i e l d r a t i o 只有

在浮游生物生长速率最大时方能符合
,

且元素浓度随季节性和区域性不 同 而 有所差 异

( M e z e l
,

1 9 74
,

F i e h e z ,

1 9 9 1 )
o

以往有关悬浮颗粒有机物分析侧重于海洋
。

本研究针对台湾地区 18 个湖泊水库样

品
,

分析悬浮颗粒有机物中碳
、

氧
、

氮
、

硫含量
,

求取元素间比值
,

探讨悬浮颗粒有机质与叶

绿素
a
之间的关系

,

并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较
。

1 实验方法

采样地点见图 1。

水样以事先烘烧 ( 4 50 ℃ ) 过之玻璃纤维滤纸 ( w ha t m a n
gl

a s s m i
-

e r o f i b e r f i l t e r ,

G F / F ) 过滤
,

再将滤纸置入浓盐酸中以烟熏处理 3 h
,

以去除 C a C O 3 o

然后
,

将同一水样之部分滤纸置人 4 5 0℃ 高温炉烘烧 h3 去除有机质
,

测无机氧
。

前处理

完毕之滤纸置人 L E C O C H N
一

93 2 碳
、

氢
、

氮
、

硫元素分析仪进行分析
,

得有机物中碳
、

氮
、

硫含量
,

有机氧则以总氧减去无机氧
。

叶绿素
。 以萤光仪 ( T盯 n e : m od

e l 1 00
一。 , R )

收稿 日期
: 1 9 9 2年 7 月 28 日 , 接受 日期 : 1 9 9 2 年 8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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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鲤鱼潭
万大水

.

库

图 1 台湾地区湖泊水样采样点

F i g
.

1 s a m p l i n g l a k e s a n d r e s e r v o i r s i n T a i w a n

测定
。

实验详细步骤见有关文献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p O C
,

p O H
,

p O O
,

p O S
,

P O N 及 C h l一 含量 各地区湖泊水库表水之颗粒有

机碳 ( P O C )
,

颗粒有机氢 ( P O H )
、

颗粒有机氧 ( P O O )
、

颗粒有机氮 ( P O N )
、

颗粒有机

硫 ( P O )S 3 次分析平均值及误差程度 (以变异系数 vc 表示 ) 和叶绿素
。 ( C hl

.

。
) 含

量列于表 l 。

由表 l 可见
,

埔里鲤鱼潭之 P O C 含量高达 8 37 0卜g / L , C hl 一 值为 13
.

26

卜g / L
,

两者比值为 6 3 1
.

2 ,

比浮游植物之 p O C / C h l一 比值 3 5 ( R e d f i e l d e t a l
. ,

1 9 6 3 )

高得多
。

分析两者来看
, C hl 一 相对于 P O C 值偏低

,

显示 P O C 高值并非由浮游植物

造成 ( sa
r va la e t al

. ,

1 9 82 )
。

在埔里鲤鱼潭周围有养鸭户
,

鸭群粪便排泄于湖中
,

因此推

论埔里鲤鱼潭的 P O C 高值来自有机碎屑
。

南仁湖 P O C 含量 6 5 0 0卜g / L
, C hl 一 值为

%
.

75 陀压
,

两者比值 ( 6 7
.

2 ) 较接近于浮游植物比值 ( 3 5 )
,

推论 P O C 含量高是 由浮游

植物所造成
。

l) 黄炳达
, 19 9 2 , 台湾地区湖泊水库悬浮颗粒有机质之碳

、

氢
、

氧
、

氮
、

硫元素计量 分析
, 国立中山大学海洋地质

研究所硕士论文
, 1一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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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湾湖泊水库表水 P O C
,

P O H P O O
,

P O N
,

e o e f f i e i e n t s

o f l a k e s a n d

P o s
,

C h L a 含量及变异系数 。
T a b T h e e o n t e n t s a n d v a r i a t i o n

C h l
.

a i n s u r f a c e w a t e r

o f P O C
,

P O H

T e s e t V 0 1 f S I n

P 0 0
,

P O N
,

P O S

T a i w a n

采样地点
P O C c ` P O H c 少

P O N c 粉

(件g / L ) (% ) 1 (林g / L ) (% ) (林g / L ) (% )

C h l
.

a

( 卜g / L 、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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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21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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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臼,一产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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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ù,,n了011,一1111情人湖

大湖

双连埠

梅花湖

鸳鸯湖

石门水库

明德水库

德基水库

马淋窟

日月潭

埔里鲤鱼潭

万大水库

曾文水库

中正湖

阿公店水库

大鬼湖

南仁湖

花莲鲤鱼潭

4 4 5

1 75

乡73

3 3 5 1

43 9

2 8 1

1 15 5

1 46

4 9 14

13 8

8 3 7 0

咯5 9

2 4 4

1 3 4 1

1 6 6 1

5 7 2

6 50 0

3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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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

3 5 6

14 6

3 2

1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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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9 2 6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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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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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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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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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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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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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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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斗
。

0

2 7
。

8

P O O c 夕

(卜g / L ) (% )

12 1 12
.

6

n
.

d
.

一

5 9 1 3 0
.

6

7 8 7 3
.

1

1 4 0 0 一

7 6 1
.

2

6 7 2 4 1
。

2

4 0 5 一

1 8 7 6 9
。

0

4 1 1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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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8 3 6
.

3

3 1 一

5
.

4

2 0
。

3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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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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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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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

4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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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8 8 8

2 3 1

6
。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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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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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6 4 3

2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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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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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弓

14

2 2 4

3 6 6

, 8

3 6

16 9

3 3

5 6 0

2 4

2 6 5

9 0

3 4

2 0 2

3 0 9

5 7

3 7 8

4 1 6

4
。

1

4
。

6

0
。

4

2 0
。

5

1 1
.

3

2 2
。

7

P O S c 少

( 林g / L ) (% )

3
。

4 2 6
。

,

n d
.

一

23
.

4 3 9
。

6

2 3
。

7 7
。

l

6
.

6 4 2
。

0

5
。

1 3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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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6
.

4

1
.

9 9
.

9

2 1
.

5 19
.

7

3
。

1 1弓
。

6

49
.

7 4 5
.

3

5
。

3 16
。

8

3
.

5 0
.

0

2 1
。

4 14
。

2

3 9
.

6 1 3
.

6

5
。

1 3 4
。

0

4 1
.

2 , 6
.

0

2 2
.

6 19
.

5

1
。

5 6

9 6
.

7 5

3 7
.

4 5

.2 2 P O C , P O N 和 P O s 之间的关系 将台湾省 18 个湖 泊 表 水 样 本 之 P O C 对

P O N
,

P O C 对 P O S 和 P O N 对 P O S 作线性回归分析 (图 2 ) 以 ; “
表示线性相关系

数 ; s E 表示横轴变数之系数的标准差 ; 。 表示样本个数 ; c
,

N
,

s 分别代表 P O C ,

P O N
, P O S 的含量 (卜m o l / L )

,

其关系式如下
:

C 一 8
.

SN 一 1 6
.

0 r Z
一 0

.

84 S E 一 0
.

o l n ~ 18

C 一 3 6 9
.

0 5 一 2 7
.

4 犷 2

一 0
.

7 3 S E ~ 5 8
.

2 称 一 1 7

N 一 3 8
.

3 5 一 2
.

4 r Z
~ 0

.

6 7 S E ~ 6
.

8 8 称 一 1 7

由图 2 可见 P O C/ P O N 比值为 8
.

5 土 0
.

0 1 ( 0
.

1多 )
,

高于在实验室培养之浮游植物之

80 0 J0 0

ǎ闷\ū。已二之O山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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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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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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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 84 /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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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0

C = 36 9
.

0 5 一 27
.

4
犷 2 = 0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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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800200600400

ǎ已一
。日己口O山

犷

2 0 4 0 60 8 0 100

PO N蜘 m o l /L )

0
.

住 0
.

8 1
.

2

PO S伽m o l /L )

0
.

4 0
.

8

PO S (粼 m o l / L )

图 2 p 0 C P o s 之相关图

F i g
.

2 T h e r e la t i
o n s h i P s a m o n g P O C

,

P O N

P O N P O S i n 18 a k e s a n d f e s e r V 0 1 f S I n T a i w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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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C/pON 比值6
.

6 ( Red f ie ld eta l
. ,

1 9 6 3 )
。

各湖泊水库中
,

除南仁湖外
,

都接近于回

归曲线
,

且变化不大
。

一般而言
,

在野外所采得的样本含有比较多不同种类的 P O N
,

且

实验室培养皿之营养供应充足
,

野外可能有较多的生物生长限制因子 ( C叩 in
一

m o nt e g ut

e t a l
. ,

1 9 8 3 )
,

因此本研究 P O C / P O N 比值与 R e d f i e l d r a t i o
有所不同

。

大部分 P O N

来自浮游植物
,

及其分解所衍生之碳水化合物
,

蛋白质和脂质等 ( P a r s 。 sn e t a l
. ,

19 7 7 )
,

而这些物质所含比例不同
,

会影响元素的比值
。

台湾湖泊水库间 P O C / P O N 比例的不

同
,

受到沿岸植被生长所供应之叶片
,

花粉
、

抱子输人及其分解物质
,

和人为及动物活动影

响
,

表现各湖 泊水库不同的特性
。

例如水库之 P o c / P o N 比值大多介于 5一 8之间
,

显示

其受浮游植物影响较大
。

南仁湖虽然有 P o C/ P o N 高值
,

但是其 c hl 一 浓度亦高
,

因

此
,

南仁湖 P O C / P O N 可能受浮游植物物种影响
。

大湖和大 鬼湖 P O C / P O N 比值大于

1 1 ,

可能受其周围植物输人碎屑物质影响
。

而埔里鲤鱼潭之浮游植物含量低
, P O C/ P O N

比值应较高
,

但是由于生物排泄物输人之含氮废物
,

使其 P o c / P o N 比值仅约 7
.

70

M a t r a i 等 ( 1 9 8 9 ) 在南加州湾 ( S o u t h e r n C a l i f o r n i a B i g h t ) 测得 p O C / p o N ~ 8
·

4 ,

p O C / p O S 一 2 2 4
,

p o N / p o s 一 2 5。 p o e / P o N 比值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

p O C / p o s ,

P O N / P O S 比值则较本研究结果略低
。

在植物体中所含的硫有 90 外存在含硫 氨 基 酸

( B l a i r ,

1 9 7 9 )
,

而一般蛋白质中 N / s 比值介于 1 2 和 1 7 之间 ( D i jk s h o o r n e t a l
· ,

1 9 6 7 )
o

大部分生物之 N / S 比值会大于蛋白质中 N / s 比值 ( s t e w a r t e t a l
. ,

1 9 5 3 )
,

因此
,

lll 三三

一一
’ --- ___

,:一
4。十 3 3

`

/
---

一一一
ǎ闷、一。日己HO山

000600800400200
01ǎ曰\一。日3OH白

P O C (八 nr o ] / L ) PO O (刀 nr o l / L )

III ` { ...

一一
` ---

孕孕 。 , ...

1 00 0

8 0 0

一一一
自自0人日八曰R

门.
`
日甘印40

ǎ闷\一。E县OH山

600400
ǎ曰\一。三县HO山

P O N伍m o l/ L ) PQ S伽m o l/ L)

图 3 P O H

F 19
.

3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与 P o e , P o o , p o N , p o s 之相关图
o f P O H w i t h P O C

.

P O O
.

P O N
.

P O S i n 1 8 l a k e s a n d

r e s e r V 1 0 f S I n T a i w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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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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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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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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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OO几21

60 0

lll 毛 l 」」

000 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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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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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闷\一。已子00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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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 3
.

70 + 6
.

000

一一一
ǎ曰二。日县OOd

42

ǎ
、

贬一。日3dOQ

P O O (尹 rn o l / L ) P O N (拜 m o l/ L ) P O S伽m o l / L )

图 4 p o o 与

F i g
.

碍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 P s o f P 0 0 w i t h

P O C

P O C
,

P O N

P O N
,

P O S 之相关图

P O S i n 18 l a k e s a ,: 。
1 r e s e r v i o r s i n T a i w a n

M
a t r a i 等所测得之 p O N / p O S 比值 2 7 ,

与本研究之 p O N / p O S 比值 3 8 ,

都可能接近于

P o M 中 P o N / PO S 比值
,

两者可能是海洋与湖 泊 P O M 所含物种上的差异所造成
。

2
.

3 P O H
, P O O 对 p O C , p O N 和 p O S 之间的关系 将表水平均之 p O H 对 p O C ,

P O H 对 P O O
, P O H 对 P O N

, P O H 对 P O S (图 3 )
, P O C 对 P O O

,
P O O 对 P O N

和 P o o 对 P o s 作线性 回归分析 (图 4 ) 之关系式如下
:

H ~ 1
.

4 C 十 3 7
.

0 r Z

一 0
.

8 8 S E 一 0
.

1 3 n 一 16

H 一 5
.

4 0 + 3 3
.

0 r Z ~ 0
.

7 2 S E 一 0
.

9 4 n 一 15

H 一 1 1
.

3N + 7 0
.

0 r Z
一 0

.

7 0 S E 一 2
.

0 0 n 一 16

H ~ 5 7 6
.

5 5 一 2 7
.

0 r Z
~ 0

.

8 3 5 五 一 7 2
.

9 n 一 1 5

C 一 3
.

7 0 十 6
.

0 r Z
~ 0

.

7 4 S E ~ 0
.

6 0 作 一 1 6

O ~ 1
.

7N + 12
.

5 r Z
一 0

.

7 0 S E 一 0
.

3 1 n 一 1 6

O ~ 7 1
.

2 5 + 7
.

3 r Z 一 0
.

5 2 S E ~ 1 8
.

5 n ~ 1 6

台湾地区湖 泊水库悬浮性 P O M 之 P O H / P o C ~ 1
.

4 士 0
.

13 ( 9
.

3外 )
,

略低于他人

的研究结果
。

北大西洋悬浮性 p O M 之 p O H / p O C ~ 1
.

6 9 ( G o r d o n ,

1 9 7 0 )
,

东北太平

洋沉降性 p O M 之 p o H / p O C ~ 1
.

6 左右 ( M
a r t i n e t a l

. ,

1 9 8 7 )
,

夏威夷附近海域表层

水
,

将营养盐依模式推论 P O H / P O C ~ 1
.

8 ( D yr ss en
,

1 9 7 7 )
。

这可能是因为海水样本和

湖水样本的差异
。

根据 R e d f i ld r a t i o N : P ~ 16 : l 和样本研究结果之 p O C / P O N 一 8
.

5 , P O C / P O O ~

3
.

7 和 P o H / P O C ~ 1
.

4 修正之
,

推得
:

1 3 6 C O
:

十 16 N O 了+ H p o l
一

+ 0
.

5 5 0 1
一

+ 8 5 H
z O 十 1 9 H

+

+ 能量”
C 13 6H ; ,。 O

3 7
N

: ` P ; 5 0
.

,

+ 18 8 0 :

( 1)

根据 ( 一) 式
, A O U /△ P O C ~ 1

.

4 ( A O U 表示表观耗氧量 )
, A O U /△ p O N 一 12 。

东太

平洋之 A O U /△ P O C 约为 一 3 ( I c h ik a w a e t a l
. ,

1 9 7 5沁 太平洋之 A O U /△ O C ~ 一 4

( O C 表示有机物分解所产生之 C O
Z

) ( C h e n e t a l
. ,

19 7 9 ) ; 大西洋及印度洋之 A O U /

△ o e 一 1
.

2一 1
.

6 5 ( T a k a h a s h i e t a l
. ,

1 9 8 5 ) ; 东北太平洋之 一△ 0 2

/△ p O C ~ 1
.

6 左右

( M
a r t i n e t a l

. ,

1 9 5 7 ) ; 北太平洋之 A O U /△ O C ~ 1
.

2 ( C h e n ,

19 9 0 ) ; 白令海之 A O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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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C 一 1
.

4 生,
本研究结果与以上报道接近

。

而在美国 rC
a et r L a k e : 测得之 A O U /△ N O 了

一 ~ 1 6 2) ,

略高于本研究结果
。

可 能是该湖属贫养湖
,

且氮为生长限制因子
,

而本研究

湖泊之营养供应程度均有所不同
,

其中部分属中养湖及优养湖
,

使本研究之 A o u /△ P o N

比值较低
。

过去研究沉降性 P O M 或海底沉积物有机物之氧含量
,

是以有机质总量减去碳
、

氢
、

氮含量 ( H on i。
,

1 9 8叱 顾宏堪
, 19 9 1 )

,

少将样本 以元素分析仪直接测量
。

本研究首次

以元素分析仪直接测量
,

分析结果与太平洋
,

赤道大西洋和 sa r ga s s o se a
分析浮游植物

( H o n
i

o ,

19 8 0 ) 比较
,

浮游植物之 C : N : O 一 8 : l : 2 ,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

依 ( 1 ) 式之 l’ed 接推论方式
,

和 H o n io 研究结果
, p O C / p O O 一 3

.

7
,

p O O / p O N 一

1
.

8 之比值
,

接近于 P O M 比例
。

2
·

4 P O C
,

p O N 与 C h l一 的关系 将 p O C 或 P O N 对 C h l
.

a
作线性回归分析

,

则可以由分析所得的斜率
,

了解在浮游植物体内 P o c / c hl
.

a 和 P o N / c hl
.

。 的比例
。

而截距代表在没有色素时
, P O C 和 P O N 在水中的含量

。

本研究之 P O C / C hl
.

a 比值 (重量比 )介于 12
.

7一“ 1
.

2之间
,

分布范围广泛
。

图 ,

以回归分析法统计
,

台湾地区大部分湖泊 (不包括埔里鲤鱼潭
、

中正湖
、

南仁湖 )之 P o c/
C h l

.

a 比值为 1 0 6士 1 2
.

2 ( l 一 5外 ) (
, 2
一 0

.

5 6 )
, P O N / C h l

.

a 比值为 1 2 士 一 2 8 ( 9
.

7外)

(
; 2
一 0

.

8 9 )
。

根据 P O C
,

P O N 对 C hl
.

a
相关性来看

,

本研究大部分湖 泊表
`

水之 P o M

含量与浮游植物生长有关
。

相较于浮游植物在培养皿中测得之 P O C / C m一 比值为 35

( R e

idf
e ld e t a l

. ,

19 6 3 )
,

本研究结果高出许多
,

这是因为培养皿中所含之有机碎屑物质

比较少
,

因此有比较低的比值
。

台湾地区湖泊彼此间的差异
,

可能是因为各地区湖泊藻类

生长情形不同
,

浮游植物种类不同
,

或营养供应程度不同有关
。

在生物量高的地区
,

活体

浮游植物为优势种时
,

P O C / C hl 一 比值较低
。

在藻华地区 ( b l o o m ar ea ) 以外
, P O C /

C hl
.

a 比值较高
,

主要是因为大量有机物碎屑物质所致
。

10 00 0
50

勺
_

.
.

。 。 。
}

。
埔 里鲤鱼潭

` V U r

八
’

= 1 2 C h l 左 + 2 3 2
r Z = 0

.

89

nU门0八曰O口人bǎ闷\加J之Od

南仁湖
。

,

扣正湖
。

00000000()
ǎ曰\比
叼、à妙O

ǎ
l

6 ( ) 8 0 I UO

n ( / 1 9 / L )
...̀

nU
h4C

自甘2
, { ) 4 0 60 8 0 100

C h l
` z ( ,

, g / L )

图 5 P O C P O N 与 C h l
.

C h l
.

a

`
之相关图

F 19
.

5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o f P O C
,

P O N w i t h i n m o s t l a k e s a , l
d r e s e r v i o r s i n T a i w a n

1 ) C h e n C
.

T
.

A
. , 1 9 9 2

2 ) M o
M

a n u s ,

J
. ,

t h e s i s ,

o r e g a n S t a t e

,

C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l f R e a s e a r c h (
s u b m i t t e d )

.

T h e c h e m i c a l a n d P h v s i e a l l i m n o l o g y o f C r a t e r L a k e
,

o r e g o n .
P h

.

D

U n i v e r s i t y
,

1 2 8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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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
.

1 本文首次分析台湾地区 18 个湖 泊水库 P O M 结果
,

各地因为浮游植物生长情形不

同
,

或有机碎屑物质供应差异
,

使 P O M 元素含量有较大的变化
。

3
.

2 p O M 碳
、

氮元素原子数比值 p O C / p O N 一 5
.

5 士 0
.

0 1 ( 0
.

1多 ) (
, z

~ 8 4 )
,

比 R e d f i e ld

r a t io 一 6
.

6 高
,

可能因为物种的差异或野外样本含有较多碎屑物质所致
。 P O C / P O S ~

3 6 9 士 5 8
.

2 ( 1 5
.

8多 ) (
; 2
一 0

.

7 3 )
,

P O N / P O S 一 3 8士 6
.

9 ( 1 5
.

1多 ) (
, ,

一 0
.

6 7 )
o

3
.

3 P O M 中之氢相对于其他元素原子数比例为 P O H / P O C ~ 1
.

4 士 0
.

13 ( 9
.

3多 )
,

P O
-

H / P O O ~ 多
.

4 士 0
.

9 4 ( 1 7
.

4多 )
, P O H / PO N 一 1 1

.

3 士 2
.

0 ( 1 8
.

2多)
, P O H / P O S 一 5 7 6 士

7 2
.

9 ( 1 2
.

6务 )
。

3
.

4 本文首度以仪器直测 p O O
,

结果为
: p O C / p O O 一 3

·

7 土 0
.

6 ( 1 6
.

2并 ) (
,
·

,
一 0

.

7 4 )
,

P O O / P O N ~ 1
.

8士 0
.

3 r ( 17
.

2多 ) (
, 2
一 0

.

7 0 )
, P O O / P O S 一 7 1士 1 8

.

5 ( 2 6
.

0界 ) (
; 2
一

0
.

5 2 )
o

.3 5 将测得之碳
、

氧
、

氮比值
,

配合 R e df ie ld ar t io N : P 一 16 : 1
,

依模式推论
,

营养盐与

有机体关系式为
:

1 3 6 C O :

+ 16 N O 了一 H P O I
一

十 0
.

5 5 0 犷 + 8 5 H
2 0 十 1 9 H

+

十 能量一

C 13` H
I , o O

3 7
N
一6P I S o

.

,

十 1 8 8 0 2

.3 6 各湖泊水库之间浮游植物生长情形不同
,

造成 P O C / C ill
.

a 比值的差异
。

大部分

湖泊 P O C / C h l
.

a 一 10 6 士 12
.

2 ( 1 1
.

5务 ) (
r Z

~ 0
.

5 6 )
,

此比值较实验室培养之浮游植

物比值 ( 35 ) 高
,

可能是因为野外样本所含碎屑物质较多
。 P O N / C hl 一 比值为 12 土 1

.

2

( 9
.

7并 ) ( 尸 一 0
.

8 9 )
。

由 P o c 和 P O N 对 c hl 一 之相关性来看
,

大部分台湾地区湖泊

表水 P O M 与浮游植物生长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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