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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州湾环境的分布状况及季节变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胶州湾环境的分布状况及季节变化。创新
地从时空变化来研究重金属汞、铬、铅、镉、砷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在胶州湾水域的分布和迁移过程
。在空间的尺度上，通过每年的数据分析，从含量大小、水平分布、垂直分布和季节分布的角度，研
究重金属汞、铬、铅、镉、砷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在胶州湾水域的来源、水质、分布以及迁移状况，
揭示了其迁移规律。在时间的尺度上，通过三年的数据探讨，研究它们在胶州湾水域的变化过程，展
示了其迁移过程和变化趋势。这些规律和变化过程为研究重金属汞、铬、铅、镉、砷和六六六以及石
油烃在水体中的迁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胶州湾水域的环境研究给予全方位、多角度、综合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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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3 胶州湾环境的状况 7.3.1 胶州湾的水质 1979年，在胶州湾水域，通过重金属汞、
铬、铅、镉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胶州湾水域，水质没有受到任何镉的
污染；胶州湾水域春季铬污染较轻，大部分海域水质状况较好，而夏季没有受到污染，是非常清洁的
水质；铅在春、夏、秋季的胶州湾水质都是清洁的，只有个别水域有较轻污染；在春季时胶州湾水质
受到汞的轻度污染，到了夏、秋季，除了输入汞的点源附近水域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汞的污染；一
年中，胶州湾水域在夏季，六六六的污染严重，而春、秋季污染较轻；在春、夏季，在整个胶州湾水
域，都受到石油烃的严重污染。那么，在整个胶州湾水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由轻到重的变化
顺序是：Cd、Cr、Pb、Hg、HCH、PHC。 7.3.2 胶州湾的重金属来源 1979年，在胶州湾水域，通过重
金属汞、铬、铅、镉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胶州湾水域，镉没有污染源
；胶州湾水域春季铬有轻微污染的来源，而在夏季没有污染源；铅有较轻污染，其来源是在胶州湾东
部靠近码头和青岛市区；在春季时胶州湾水质受到汞的轻度污染，而夏、秋季污染较轻，其来源靠近
湾口的东部地区，是点污染源；六六六与胶州湾的入湾河流的流量变化相一致，六六六的来源是通过
地表径流、河流等方式汇人胶州湾水域，是面污染源；石油烃来源是来自于东北部近岸水域的河流输
送。 7.3.3 胶州湾的季节变化 1979年，在胶州湾水域，通过重金属汞、铬、铅、镉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
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胶州湾的东北部近岸水域，海泊河、李村河和娄山河等河流向胶州湾水域
带来了重金属汞、铬、铅、镉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由于河流的流量和人类的活动使得它们对胶州湾
水域有着季节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见表7—1。 7.3.4 胶州湾的水域迁移过程 作者将重金属汞、铬、铅、
镉和六六六以及石油烃看作是物质，根据l979的胶州湾水域调查资料，分析在胶州湾水域物质的水平
分布和垂直分布，提出了物质的水域迁移过程。物质的水域迁移过程出现三个阶段：从污染源把物质
输出到胶州湾水域、把物质输入到胶州湾水域的表层、物质从表层沉降到底层。研究结果表明：物质
的水域迁移过程从5月开始，海洋生物大量繁殖，数量迅速增加，到夏季的8月，形成了高峰值；由于
浮游生物的繁殖活动，悬浮颗粒物表面形成胶体，此时的吸附力最强，就会吸附大量进入表层海水的
物质，大量的物质随着悬浮颗粒物迅速沉降到海底。这样，造成了物质的表层含量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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