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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营养盐对大鹏湾赤潮

影响的初步探讨
*

杨炼锋 李锦蓉 余汉生
(国家海洋局南海监测中心

,

广州 5 10 3 0 0 )

提要 1 9 9 1年 3 月中旬在南海大鹏湾海域用小型箱式采泥器采集了 。一 Z o m 和 5一 7

。 m 层的样品
。

对所采样品用比色法测定了沉积物中可被交换的溶解态营养盐含量
。

分析 结

果表明 : 表层沉积物中可被交换的活性磷酸盐含量很高
, N / P 值很低

。

另外
,

根据同时采集

的水样分析结果 : 水体中活性磷酸盐的浓度很低
,

且 N / P 值很高
。

1 9 9 2 年 3 月的调查结果

又证实 : 在上覆水中活性磷酸盐的浓度很高
,

且 N / P 值很低
。
因此

,

我们认为进一步研究表层

沉积物和上覆水中活性磷酸盐对水体的供给与大鹏湾赤潮的关系对研究大鹏湾赤潮的成因有

重要意义
。

关键词 赤潮 营养盐 大鹏湾

大鹏湾是一个半封闭形的海湾
,

水流缓慢
,

与大洋水的交换性差
,

而且处于香港和深

圳特 区的包围之中 (图 l )
。

由于香港地区生活污水的排人
、

深圳特区的不断繁荣
,

向该海

区的营养盐输人量必然不断增加
,

随 着富营养化的 日趋严重
,

赤潮的发生也随之频繁
。

为

了进一步弄清营养盐对该海域赤潮的形成
、

发展变化规律的影响
,

本文对 1 9 91 年 3 月在

大鹏湾采集的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
。

1 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L I 样品的采集 本实验的样品于 19 91 年 3 月中旬采于大鹏湾
,

站位如图 1所示
。

由

于大鹏湾的水深比较浅
,

作业用的船只一般都比较小
。

受船上设备的限制
,

很难使用大型

的箱式采泥器
,

因而
,

我们使用了由山东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制生产的小型箱式采泥器

( A 型 )
。

由于该采泥器的采泥箱无法从采泥器主体上分离出来
,

故难以直接进行分层取

样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引进了如下的自制器具 :

塑料套筒 A 直径 sc m
,

高 1 2 : m 。

将一端口 削尖
,

目的是使其在插入泥的过程中

阻力减少
,

同时使被排挤的泥往套筒外部移动
,

以保证被套筒套住的沉积物的垂直代表

性
。

硬塑料 (或不锈钢 )薄片 B 选用表面光滑
、

尽量薄
、

不生锈的硬质材料
,

大小比塑料套

筒 A 的外径大些
,

至少有一条长度大于塑料套筒 A 的外径且锋利的直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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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塑料板 C 选 用表面光滑
、

不生锈的硬质材料
,

直径与塑料套筒 A 的内径接近
,

同

时保证其在套筒内活动 自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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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鹏湾调查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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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a m p l i n g s t a t i o n s i n D a P e n g B a y

利用上述自制工具
,

采用如下方法采集样品
:

( l) 采泥器的施放要视海流情况而定
,

一般海流的流速不应太大
。

采泥器施放的速
度也不宜过快

,

以免造成采泥器在水下漂动
,

使得采泥器与海底相对倾斜
,

采不到满意的

样品
。

( 2 ) 当采泥器提升到甲板面时
,

迅速用塑料桶接住从采泥器的边缝流出来的海水
。

从

采泥器的密封程度和表面泥的完好程度看
,

可认为该部分水是上覆水 (原设计这部分水应

从一阀门放 出
,

但由于泥样中的沙石等原因
,

多数难以做到 )
。

( 3 ) 打开采泥器的上板盖
,

待泥上面的海水全部排干后
,

观察泥样表面是否完好无

损
。

若泥样表面有刚受翻动的迹象
,

或表面相对于采泥器壁倾斜
,

都应重采
。

( 4 ) 将两个塑料筒 A 垂直插人泥中
,

把采泥器小心抬人一托盘中
,

打开采泥器的下

盖
,

小心将采泥器取开
。

( 5 ) 把塑料筒 A 周围的泥拨开
,

将硬塑料薄片 B 沿着托盘插人塑料筒 A 的下端
,

小
J

合将塑料筒 A 和硬塑料薄片 B 一起转移到一个直径和塑料筒 A 的内径一样的硬塑料板 C

上
,

对齐硬塑料板 C 和塑料筒 A
,

抽掉硬塑料薄片 B 。

(的 将硬塑料板 C 垂直缓慢向上推
,

在多数情况下
,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水平的泥表

面
,

这时只能用肉眼判断
,

取高补低
,

估计泥表面的平均平面和塑料筒 A 上端平面一致时

(如泥表面还有明显积水
,

应适当倾斜塑料筒 A 或使用滤纸
,

以除去积水
。

)测量硬塑料板

C 与塑料筒 A 下端的距离
,

作为计算泥层深度的基点
。

( 7 ) 将硬塑料板 C 垂直向上推出 cZ m
,

用长而薄的塑料刀切下被推 出 的 泥
,

作 为

0一 cZ m 的样品 (两个塑料筒切下的相同深度部分合并为一样品 )
。

( 8 ) 将硬塑料板 C 再向上推 3c m
,

切去一部分被推出的泥
,

再推 出 cZ m
,

切下来作

为 5一 c7 m 的样品
。

L Z 样品的保存 切下的样品尽可能混合均匀
,

装人 10 0 m l 的棕 色广口 玻璃瓶中 (装

样品时应避免泥样中夹有大气泡
,

因为这既不利于样品的保存
,

又很 难将瓶子盖紧
。

)
,

甩

塑料胶带将瓶 口封好
,

存放于冰箱中
,

带回实验室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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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的预处理和测定

2
.

1样品的预处理

2
l :将泥样尽可能搅匀后

,

称取适量样品 ( 0一 cZ m 样品取 2 59
,

弓一 c7 m 样品称取 50

g ) 于 10 0m l 烧杯中
。

2
.

1
.

2 取 30 Om l 去离子水
,

先加人适量于盛有泥样的上述烧杯中
,

用玻璃棒搅拌至稀糊

状
,

转移至 50 0 m l 广口 玻璃瓶中
,

用剩下的去离子水洗涤烧杯
,

并将洗涤液并人广口玻

璃瓶中
。

最后
,

余下的去离子水也一起转入广口玻璃瓶
,

盖紧瓶盖
,

置于往复振荡器上振

荡 Z h
o

2
。

L 3 把广口 瓶从振荡器上取下后静置 s m in
,

将样品转人 1 00 m l 的离心管中
,

在 1 , 0 0

r
/m i n 的转速下离心 5一 1 o m i n 。

.2 1.4 离心后的上清液再用 0
.

4印 m 的滤膜抽滤
。

.2 2 样品的测定

上述滤液角比色管分装后
,

立即采用国家海洋局 ( 19 9 1 ) 《海洋监测规范》的方法分别

测定氨
、

亚硝酸盐
、

硝酸盐和活性磷酸盐
。

3 结果与讨论
7 月 1一 3日我们对样品进行分析测定

。

之前
,

样品一直在避光
、

密封的情况下存放于

冰箱 (约 4℃ )中
。

测定结果表明 : 在沉积物中
,

存在着大量的可交换活性磷酸盐
。

以间隙水计算
,

在

。一 cZ m 层
,

磷含量高达每升 4 m g
,

其中最高的 9 0 0 7站则高达 7m g / ;L 各个站位 的 0一

cZ m 层的磷含量都比相应的 5一 c7 m 层高 (以间隙水浓度比较 )
。

沉积物中总无机氮的

垂直分布趋势与活性磷酸盐相似
。

与水体比较
, O一 cZ m 层的总无机氮和 活 性 磷 酸 盐

(以间隙水浓度比较 )都比相应站位的水体含量高 (表 1)
。

衰 1 19 91 年 3 月大鹅油水体及沉积物中营养盐平均值比较

T a b
.

1 A v e r a g e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s o f n u t r i e n t s i n w a t e r e o l u m n a n d s e d i m e n t

i n D a P e n g B a y i n M
a r c h

,

1 9 9 1

亚硝酸氮
( 卜g / L )

钱 氮
(协g / L )

活性磷酸盐
( 协g / L )

N / P 值

6 7
。

6

6 3
.

9

6 9
。

1

3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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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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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水

底 层水

上覆水
0一 Z e m 泥

5一 7 c m 泥

遗憾的是本次实验没有测定上覆水的活性磷酸盐含量
,

但是
,

在这层充满有机碎屑和

微尘的混浊层中
,

有机物的分解结果以及微粒的吸附作用
,

活性磷酸盐的含量应该是比较

高的
。

这一点可以从 19 9 2 年 3 月的资料得到证实 (表 2 )
。

由表 l
、

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
: 沉积物中的 N / P 比值都很小

。

在 o一 cZ m 层
,

N / P

比值除 9 0 0 5站为 。
.

6 外
,

其它站位都在 0
.

2 左右
,

这与水体中极高的 N / P 比值形成鲜明

的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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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 ab
.

2 A
v e a rg e

I, 92 年 3 月大鹏浦水体中营养盐平均值比较
c o n e e n t r a r i o n s o f n u t r i e n t s i n w a t e r e o l u m n a , 1 (

1 s e d i m e n t

i n D a P e n g B a y i n M a r c h
,

1 9 9 2

亚硝酸氮

( 卜g / L )

硝酸氮

( 卜g / L )

钱 氮

( 协g / L )

活性 磷酸盐

( 协g / L )

N /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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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 b
.

3 N / P

19 91 年 3 月大鹅湾水体及沉积物中 N / P 值比较

i n w a t e r e o l u m n a n ( 1 s e d i m e n t i n D a P e n g i n
M

a r e h
,

19 9 1

站号

表层水

底层水

9 0 0 7 9 0 0 6 9 0 0 4 9 00 3 9 0 0 2

ó”é,石OJ

…
61,O八11OJó“ù

勺l

0一 2 C m

5一 7 c m

4 0
.

9 7 7
.

0 6
.

9 2 7 7 6 2

2 2
.

2 4 6 1 2 1
.

0 6 9 , 8 5

0
.

2 0
.

2 0
.

6 0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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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监测资料
: 与沉积物样品同时采集的水样的活性磷酸盐的浓 度 都 比 较

低
,

多数在每升几个微克或者更低
,

根据水体中活性磷酸盐浓度很低和 N / P 比值很高 的

特点
,

考虑到 N 和 P 元素都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元素
,

即使有适宜的繁殖环境
,

缺乏 P 元

素
,

浮游植物的生长繁殖必定会受到限制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活性磷酸盐应该是大鹏湾中

浮游植物大量繁殖的控制因子
。

夜光藻为大鹏湾最主要的赤潮生物 (吕颂辉等
, 1 9 9 2 )

,

据统计自 19 8 3 年以来在大鹏

湾及附近水域已发生过 22 次大小规模赤潮
,

其中主要是夜光藻赤潮发 生 (齐 雨 藻 等
,

1 9 9 1 )
。 19 8 8 年 12 月 2 3日至 26 日在大鹏湾盐田至南澳镇所发生的较大规模赤潮正是我 国

近岸和沿海发生赤潮频率最高的夜光藻赤潮 (梁松等
,
1 9 8 9 )

。

夜光藻赤潮频繁发生
,

可能

与夜光藻的广食性 (陈汉辉等
,

1 9 9 1 )有关
。

由于大鹏湾水深比较浅
,

受台风一类的大风作

用
,

或在大潮期间
,

强烈的水体垂直运动可能把大量储存在上覆水和表层沉积物中的活性

磷酸盐转移到上层水体中
。

活性磷酸 盐得到补充的水体
,

在阳光
、

温度等条件比较适合

情况下
,

浮游植物即可急剧增殖
。

急剧增殖的浮游植物为夜光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

在其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

夜光藻即可大量繁殖
,

形成夜光藻赤潮
。

由此可见
,

表层沉积

物及上覆水中的可交换活性磷酸盐对于大鹏湾赤潮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

这与厦

门西港区一次赤潮的观测结果 (张水浸
, 19 8 8 )

、

厦门西海域的赤潮一般都出现在 3一 6 月

水域中活性磷酸盐含量出现峰值之后的结论 (杜琦
,
1 9 8 9 ) 以及磷含量的高低是决定是否

出现赤潮高峰和形成赤潮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结果 (邹景忠
,

1 9 8 3 )相吻合
。

因此
,

进一步弄清大鹏湾表层沉积物和上覆水中的活性磷酸盐对水体的供给规律
,

对

大鹏湾赤潮的预测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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