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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或者富营养化状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地受到沉积物中磷
含量及其存在形态的影响，因为沉积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充当着磷“源”或磷“汇”的双重角色。在
天然水体中，大部分磷以有机态方式存在。在有机磷中，约70％以上是以颗粒态磷的形式存在。磷的
这种颗粒态特性使其进入水体后，绝大多数容易沉降在湖底，使得湖底沉积物中营养盐的含量远高于
上覆水。在一定的条件下，营养物质就会释放进入上覆水而形成内源负荷。有许多研究证实沉积物是
内陆水域磷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沉积物释磷作为内输入磷源，对水域营养盐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 因此，要深入研究认识富营养化现象，实现对水体磷的控制，必须首先认识磷的地球化学循环过
程。 1.4.2磷元素的来源以及在水体中的存在形式 （1）来源 天然水中的磷是通过矿石风化侵蚀、淋溶
、细菌的同化和异化作用等自然因素引入的；城市污水中的合成洗涤剂含磷组分，则是主要的人为来
源。 （2）存在形式 ①溶解态磷，即溶解态总磷（DTP），包括溶解态无机磷（DIP）和溶解态有机磷
（DOP）两类，为DIP和DOP之和。前者包括正磷酸盐，无机缩聚磷酸盐。 正磷酸盐：水中正磷酸盐
的存在形式主要有PO43—、HPO42—、H2PO4—、H2PO4，各部分的相对比例随pH的不同而异。
在pH为6.5～8.5的正常天然淡水中以HPO42—和H2PO4—为主；而在海水中HPO42—为可溶性磷酸盐
的主要存在形式，游离H3PO4的含量极微。正磷酸盐可作为营养物质被水中藻类大量摄取，所以这种
形态的磷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 无机缩聚磷酸盐：在受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污染的天然水中可含有无
机缩聚磷酸盐，如P2O24—、P2O105—等，它们是某些洗涤剂的主要成分，随着多聚磷酸盐分子量的
增大，溶解度变小。无机多聚磷酸盐很容易水解成PO43—。在某些生物及酶的作用下，反应速度加快
。据研究，在酸性磷钼蓝法中约有1％～10％的多聚磷酸盐因水解而被测得。 溶解有态机磷（DOP）
：溶于天然水中的有机结合态磷的性质还不完全清楚，主要有葡萄糖—6—磷酸，2—磷酸甘油酸、磷
肌酸等形态。可溶性有机磷如果是来自有机体的分解，其成分应该包括磷蛋白、核蛋白、磷脂和糖类
磷酸盐（酯）。由单胞藻释放出的某些有机磷，能被碱性磷酸酶所水解，因此这些分泌物中含有单磷
酸酯。此外，许多研究者认为天然水中可溶性有机磷包括生物体中存在的氨基磷酸与磷核苷酸类化合
物。研究发现，某些不稳定的溶解有机磷化合物是海洋循环中十分活跃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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