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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当前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现状，水体的富营养化与水体中磷、氮的浓度以及二者的浓度比值有着密

切的关系。水体富营养化时氮和磷的浓度均很高，但没有一个固定的值，是在一个较宽泛的富营养范围内，氮和

磷的浓度比值大多在１０∶１～２０∶１。湖泊沉积物作为湖泊水体中磷的重要蓄积库，是湖泊流域磷循环的重要归
属，也是湖泊水体内源性磷的主要来源，沉积物中极少量的稳定磷转化为活性磷就会造成湖泊水体富营养化。文

中介绍了沉积物中无机磷形态的分类，评述了欧盟标准局在研制湖泊沉积物磷形态标准物质时比对采用的４种
提取方法（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法），总结了国内外学者所应用的沉积物中
磷的各种形态提取方法和磷各形态的分析测定方法，国内学者应用的方法是在国外学者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阐

述了顺序提取方法及其地球化学意义。简要评述了湖泊沉积物中磷的生物释放、物理释放和化学释放三种释放

机制，这三种释放机制相辅相成，在一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某一过程可能占主导地位来控制沉积物磷的释放。最后

提出应该加强对沉积物中磷的各种形态的专属提取剂及其提取有效性的分子表征和检测，更加细化对于沉积物

中磷形态的分类和创新各种磷形态的分析方法，建立沉积物－水体磷的迁移、循环和转化模型，这对于从根本上
解决富营养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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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沉积物中磷的形态
地壳中的磷属于常量元素，平均含量高达０．１０５％

（１０５０ｍｇ／ｋｇ）。不同地域的岩石、土壤或沉积物中磷
的含量不同，但基本超过数百 ｍｇ／ｋｇ。地壳中大约有
２００多种无机磷酸盐类物质，常见的有钙磷酸盐、铁磷
酸盐、铝磷酸盐等，其中钙磷酸盐占了绝大部分，主要

为磷灰石族矿物。磷灰石根据附加阴离子，又分为氟

磷 灰 石 ［Ｃａ１０（ＰＯ４）６（Ｆ）２］、 碳 氟 磷 灰 石

［Ｃａ１０（ＰＯ４）６（ＣＯ３Ｆ２） ］、 羟 基 磷 灰 石

［Ｃａ１０（ＰＯ４）６（ＯＨ）２］、氯磷灰石［Ｃａ１０（ＰＯ４）６（Ｃｌ）２］
等［１］，其中纯羟基磷灰石在矿物中很少见，通常ＰＯ３－４ 、
ＯＨ－都会被一些其他阴离子取代。岩石矿物、土壤中
的磷可以通过风化、侵蚀等地质现象进入到湖泊水体

中，构成了湖泊水体中磷的自然来源；而农业上的磷

肥、工业、生活污水中磷进入湖泊水体成为磷的人为来

源，构成了湖泊水体中磷的外源性来源。

从地质尺度来看，湖泊沉积物是湖泊营养物质的

重要蓄积库，是湖泊流域磷循环的重要归属，也是湖泊

内源性磷的主要来源。金相灿等［２］调查的长江中下

游浅水湖沉积物样品中，总磷含量在２１７８～３３３７２
ｍｇ／ｋｇ。磷在湖泊中的聚集来自于外部输入和沉积物
的内部填充，它的迁移取决于其在沉积物中的形

式［３］。而沉积物中磷以无机磷和有机磷两大类形式

存在，其中无机磷的存在形式可以进一步分为易交换

态磷或弱吸附态磷、铝结合磷、铁结合磷、闭蓄态磷、钙

结合磷、原生碎屑磷［４］。也有学者将无机磷分为可溶

性磷（ＤＰ，与易交换态磷或弱吸附态磷相似）、铁结合
态磷（Ｆｅ－Ｐ）、铝结合态磷（Ａｌ－Ｐ）、钙结合态磷
（Ｃａ－Ｐ）、闭蓄态磷（Ｏｃ－Ｐ）［５］。由于有机磷分离和
鉴定困难，因此许多学者将有机磷看作一个形态，实际

上有机磷又可以分为糖类磷酸盐、核苷酸、腐殖质和富

里酸部分、磷酸酯、膦酸盐［６］。当湖泊外源性磷的来

源得到有效控制时，内源性的来源就成为湖泊水体中

磷的主要来源。

２　水体富营养化中磷的作用
水体富营养化是发生水华现象发生的物质基础，

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国际上３０％
～４０％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７］。在我国大于

１ｋｍ２的２３００多个天然湖泊中，２４％介于富营养化和
高度富营养化中，３２％介于营养化和富营养化之间。
富营养化的主要指标有营养因子、环境因子和生物因

子三类，其中营养因子是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而在营

养因子中，氮、磷对水的富营养化起关键性作用。一般

认为，藻类生长 Ｎ和 Ｐ的适宜浓度范围是 Ｎ不低于
０１ｍｇ／Ｌ，Ｐ不低于０００９ｍｇ／Ｌ，且 Ｎ、Ｐ的浓度均不
超过４５ｍｇ／Ｌ。但发生水华时Ｎ、Ｐ的浓度一般都比较
高，多在富营养化的水平以上（总氮 ０２ｍｇ／Ｌ，总磷
００２ｍｇ／Ｌ）。例如，我国汉江发生水华期间 Ｎ、Ｐ的浓
度分别为 １１２６～１６３５ｍｇ／Ｌ、００５０７～０１９６２
ｍｇ／Ｌ［８］。草海是云南滇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后期滇池发生水华现象时草海的 Ｎ、Ｐ浓度
分别为７５６～１１８９ｍｇ／Ｌ和０５５～１０６ｍｇ／Ｌ，滇池
外海的Ｎ、Ｐ浓度分别为１９５～２１３ｍｇ／Ｌ和０２２～
０３３ｍｇ／Ｌ［９－１０］。因此可以看出虽然发生水华现象水
体的 Ｎ、Ｐ浓度都很高，但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值，是
在一个较宽泛的富营养范围内。

普遍认为，Ｎ、Ｐ浓度比（简称 Ｎ／Ｐ值）与富营养化
有着重要的关系，涉及藻类的繁殖，同样受到人们的关

注。根据藻类体内的Ｎ、Ｐ的原子个数比１６∶１（折合成
质量比约为７∶１），推测水中Ｎ／Ｐ值为７∶１时最有利于
藻类的吸收利用，即理论上这是水体中藻类生长的最佳

Ｎ／Ｐ比值，对富营养化藻类而言可能具有独特的生物学
效应，最容易引起富营养化［１１］。但是通过对富营养化

水体的实地调查和实验发现所得的Ｎ／Ｐ实际值与理论
值７∶１有着不同。如汉江三次发生水华期间，Ｎ／Ｐ值
在１０～１５，尤其在１３∶１时富营养化最为严重［８］。太湖

发生水华时Ｎ／Ｐ值几乎一直在２５∶１以上［１２］。孙凌等

在水族箱中进行生态模拟试验发现，在 Ｎ／Ｐ值分别为
—６８７—

第６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１１年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ykcs.ac.cn 



２５∶１、５０∶１的情况下才发生了水华，而在０５∶１和
７２∶１时则没有发生水华。综合调查和实验数据可以
看出：Ｎ／Ｐ值与Ｎ、Ｐ的浓度一样，目前还没发现发生水
华现象的固定的Ｎ／Ｐ值，但是Ｎ／Ｐ值大多在１０∶１～２０
∶１（或大于２０∶１）。Ｎ／Ｐ值低于１０∶１的例子也有不少
报道，如滇池的外海发生水华时Ｎ／Ｐ值为６３∶１［９－１０］。
而低于６３∶１时发生水华的情况则很少见。在水流
速、温度和光照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沉积物中活性磷

的浓度只要达到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ｍｇ／Ｌ，就能引发水华爆
发，因此只要极少量的稳定磷转化为活性磷就会造成湖

泊的水华现象。图１列出了控制和治理水体水体富营
养化的方法。

研究沉积物中磷的赋存形态，建立各种形态磷的

顺序提取方法，以及建立沉积物－水体磷的迁移、循环
和转化模型，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内源性磷对于水体富

营养化的贡献，为最终建立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理论

模型，从而在根本上治理水体的富营养化奠定基础。

由于无机磷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主

要阐述沉积物中无机磷各个形态的地球化学特征和

意义。

图 １　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措施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ｋ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沉积物中无机磷形态分类和地球化学意义
在大部分湖泊、河流中，无机磷含量一般占水体总

磷的６０％，甚至达到８０％以上，因此无机磷的分析对
于研究沉积物中磷的吸附 －释放、水体富营养化的贡
献等有重要意义。而有机磷在提取过程中也是通过高

温灰化法将有机磷转化为无机磷来提取的，有机磷本

身很难被生物利用。沉积物中无机磷形态主要分为以

下几类。

３．１　易交换态磷或弱吸附态磷
易交换态磷或弱吸附态磷，主要是指被沉积物中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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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Ｆｅ／Ｍｎ氧化物、氢氧化物以及黏土矿物等颗粒
表面吸附或共沉淀的磷［１３］。使用的提取剂有 ＮａＣｌ、
ＮＨ４Ｃｌ

［１４－１５］、ＭｇＣｌ２［１６］等，ＮａＣｌ和 ＭｇＣｌ２也用来降低连
续提取过程中的再吸附效应。在磷的各种形态中，易

交换态磷或弱吸附态磷易进入水体被生物吸附和利

用，这类磷的含量通常不是很高，但却是最容易被生物

利用的部分。温度、ｐＨ、水动力条件及生物扰动等因
素都可能导致这些形态的磷向上覆水体的扩散，从而

影响水体的营养状况。

３．２　铁结合磷（Ｆｅ－Ｐ）和铝结合磷（Ａｌ－Ｐ）
铁结合磷（Ｆｅ－Ｐ）和铝结合磷（Ａｌ－Ｐ）两种形态的

磷是潜在的活性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入水体被生物

利用，例如Ｆｅ－Ｐ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富氧环
境下铁易以Ｆｅ３＋存在，Ｆｅ３＋容易与Ｐ结合，以磷酸盐形
成沉淀，这时Ｆｅ－Ｐ就是潜在的内源性磷释放源。在厌
氧或缺氧环境中，难溶性的Ｆｅ（ＯＨ）３容易变成可溶性的
Ｆｅ（ＯＨ）２，可使与Ｆｅ结合的磷大量进入水体，加速水体
的富营养化［１７］。而Ａｌ－Ｐ很容易从底泥中溶出，水中
相当多的化合物可作为它们的提取剂。在相当的时间

内，Ｆｅ－Ｐ与Ａｌ－Ｐ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底泥中的Ａｌ－Ｐ
将逐渐转化成Ｆｅ－Ｐ。同样在面灰性土质中，存在着向
钙结合磷（Ｃａ－Ｐ）的转化［１８］。

３．３　钙结合磷（Ｃａ－Ｐ）
沉积物中的钙结合磷（Ｃａ－Ｐ）主要以钙的磷酸盐

形式存在，这主要指与自生磷灰石、湖泊沉积碳酸钙以

及生物骨骼等的含磷矿物有关的沉积磷存在形态。

Ｃａ－Ｐ作为一种难溶性的物质，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
于底泥中，因此对磷从底泥向水体释放的促进作用较

小［１６，１９］，也很难被生物利用［２０］。但是当水体中ＣＯ２的
量足够大时能够增大Ｃａ－Ｐ的可溶性，促进 Ｃａ－Ｐ的
释放，会使湖泊富营养化更加严重。

３．４　闭蓄态磷（Ｏｃ－Ｐ）
闭蓄态磷（Ｏｃ－Ｐ）主要是一层Ｆｅ２Ｏ３胶膜所包裹的

磷盐，这种磷盐包括一部分Ａｌ－Ｐ和Ｃａ－Ｐ，被沉积物
吸附后，被一层Ｆｅ２Ｏ３包裹在颗粒表面上，能长时间地存
在。Ｏｃ－Ｐ的磷被认为是生物不可利用的磷［１９，２１］。

４　沉积物中磷形态的提取方法
不同区域由于各种物理化学条件和生物环境的变

化，对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探

讨沉积物中磷的存在形态，有助于获得沉积环境的有

关信息，了解物质迁移、成岩过程以及磷和其他生物元

素的循环。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布研究起始于土壤学

家在农业研究上对土壤中磷的各种形态及有效性探

讨，并总结出了较为成熟的形态分步提取方法和各形

态的分析方法。近年来，随着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的深

入，地质学家和地球化学家将土壤中磷的分析方法引

入沉积物中磷的研究并加以改进［１０］。

由于同一元素的不同形态具有不同的活性，因而对

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同，定性、定量地测定样品中

特定元素的形态是评价元素毒性、研究其迁移和转化规

律的重要依据［２２］。在这种情况下，形态分析逐渐发展

成为分析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活

跃领域之一［２３］。因此在对化学形态的定义就显得很重

要，国内外曾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定义。直到２０００年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规定痕量元素形
态分析的定义才统一了有关形态分析的术语。化学形

态（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定义为一种元素的特有形式，如同
位素组成、电子或氧化状态、化合物或分子结构等。形

态（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定义为一种元素的形态，即该元素在一个
体系中特定化学形式的分布。形态分析（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定义为识别和（或）定量测量样品中的一种或
多种化学形式的分析工作。顺序提取（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定义为根据物理性质（如粒度、溶解度等）或
化学性质（如结合状态、反应活性等）将样品中一种或一

组被测定物质进行分类提取的过程［２４］。

目前许多学者都发表了关于磷形态分析的研究成

果，但不同学者运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当然其中也有许

多局限性需要改进。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顺序提取方法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现在国内外广泛使用的顺序提
取方法大都是在 Ｔｅｓｓｉｅｒ等［２５］于１９７９年提出的土壤
沉积物样品中重金属元素顺序提取方法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迄今为止应用最为普遍，其中应用结果最好的

提取方法是欧盟的ＢＣＲ顺序提取法［３］。

许多方法可以用于沉积物中磷的测定，如海藻的

生物分析、化学形态分析、阴离子树脂交换、电渗析和

同位素交换［２６］等，其中化学形态分析被广泛应用［２７］。

４．１　磷形态的顺序提取法
为了研究沉积物中磷的不同形态，许多磷形态化

学顺序提取法得到了运用。它的原理是利用不同化学

浸提剂的特性，将沉积物中各种形态的无机磷加以逐

级分离。本文阐述在 Ｔｅｓｓｉｅｒ等［２５］研究结果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顺序提取方法———ＢＣＲ顺序提取方法。
欧共体标准物质局（ＢＣＲ，现名欧共体标准测量与

检测局ＳＭ＆Ｔ）为解决由于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流程各
异、缺乏一致的实验步骤和相关标准物质、世界各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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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的数据缺乏可比性等问题，欧盟委员会通过建立

标准，测量和测试框架发起了一个综合性项目，主要目

的是：①设计一个合理的顺序提取流程；②测试内部试
验研究中所选用的流程；③鉴定沉积物标准物质中的
磷元素。该项目 １９９６年开始已经验证了 ４种方法

（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 法［２８］、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 法［１４］、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９－３０］法、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１３］法），被看作是获得一
个综合的标准方法的基础。这４种提取方法使用的反
应剂以及相应的磷形态概述见表１。

表 １　４种顺序提取程序中使用的反应剂以及相应的磷形态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ａｇ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ｉｎｆｏｕｒ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ｓ

提取方法 第１步 第２步 第３步 第４步 第５步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
使用的反应剂

１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液

１ｍｏｌ／ＬＨＣｌ＋
３．５ｍｏｌ／ＬＨＣｌ

３．５ｍｏｌ／ＬＨＣｌ＋
煅烧

１ｍｏｌ／ＬＨＣｌ＋
煅烧

－

相应的磷形态
生物可用的

Ｆｅ－Ｐ
非生物可用的Ｃａ－Ｐ 总磷

部分生物可用

的有机磷
－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
使用的反应剂 １ｍｏｌ／ＬＮＨ４Ｃｌ

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
溶液

０．５ｍｏｌ／ＬＨＣｌ － －

相应的磷形态
生物可用的

不稳定的磷
生物可用的Ｆｅ－Ｐ 非生物可用的Ｃａ－Ｐ － －

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法
使用的反应剂 水

０．０５ｍｏｌ／ＬＣａ－ＥＤＴＡ
＋连二亚硫酸盐

０．１ｍｏｌ／Ｌ
Ｎａ２－ＥＤＴＡ

０．２５ｍｏｌ／Ｌ
Ｈ２ＳＯ４

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
溶液

相应的磷形态
生物可用的

不稳定的磷
生物可用的Ｆｅ－Ｐ 生物不可用的Ｃａ－Ｐ

生物可用的酸性

溶解的有机磷

非可用的还原态

的有机磷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

使用的反应剂
１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溶液

０．３ｍｏｌ／Ｌ柠檬酸钠
＋１ｍｏｌ／ＬＮａＨＣＯ３溶液

１ｍｏｌ／Ｌ
ＮａＡｃ溶液

１ｍｏｌ／ＬＨＣｌ １ｍｏｌ／ＬＨＣｌ＋煅烧

相应的磷形态
易吸收的生物

可用的磷
生物可用的Ｆｅ－Ｐ

自生的磷灰石

Ｃａ－Ｐ、非可用的
生物性磷灰石

非可用的碎屑

磷灰石态磷

部分可用的

有机磷

表 ２　４种顺序提取方法的优缺点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顺序提取方法 优点 缺点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 简单，实用
部分 ＮａＯＨ提取的磷
被ＣａＣＯ３吸收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 简单，实用

ＮａＯＨ 溶 解 少 量 的
Ｆｅ－Ｐ、Ａｌ－Ｐ；有机磷
的水解；与生物可用性

没联系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

可以提取特定的组分；

可以提取有机磷部分；

提供关于生物可用性

部分的信息

不实用；ＮＴＡ、ＥＤＴＡ干
扰磷的测定；溶液制备

复杂；在一些沉积物

中，必须要重复提取

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法

不同磷酸盐形态的区

别；提取液中磷不会再

次分布于剩余的固体

表面

时间长，不实用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和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是用 ＮａＯＨ溶
解Ｆｅ和 ＨＣｌ溶解 Ｃａ，Ｆｅ－Ｐ与 ＮａＯＨ的水解反应使
Ｆｅ－Ｐ中的磷酸根转化而释放。就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
法来说，ＮａＯＨ提取先于 ＮＨ４Ｃｌ的提取，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导
致含磷酸钙的沉积物中磷酸盐的再吸附。Ｈｉｅｌｔｊｅｓ－

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中可能有少量的 Ｆｅ－Ｐ和 Ａｌ－Ｐ未溶解。
ＮａＯＨ作为提取剂会溶解部分有机物质，而 ＨＣｌ作为
提取剂会使酸溶解的那部分有机质释放。

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法中，反应剂ＥＤＴＡ代替了ＮａＯＨ／ＨＣｌ，
这是由于强酸和强碱溶液反应太剧烈，会破坏黏土结

合态磷（即一部分可交换态磷）和有机磷，在顺序提取

中应该避免使用。在这个方法中，螯合剂如 ＥＤＴＡ能
够提取 Ｆｅ－Ｐ和 Ｃａ－Ｐ而不受到黏土结合态或有机
磷的干扰。这种方法的缺陷是ＥＤＴＡ可能对磷的测定
带来干扰。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最初是用于海洋沉积物中磷的提
取，分为五步，分别提取弱吸附或可交换态的磷、与铁

结合的磷、自生的磷酸盐的氟磷灰石 ＋源于生物的磷
灰石＋结合磷的 ＣａＣＯ３、碎屑的磷灰石和有机磷。它
首次提出区分原生碎屑磷和自生 Ｃａ－Ｐ的磷形态分
离方法，比较适合研究沉积物中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行

为，尤其是对于研究水生生物生产力旺盛水域的沉积

物中的磷形态更有意义。而且在各种磷形态提取前先

用ＭｇＣｌ２和水洗涤残留物，再进行下一步提取，这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连续提取过程的再吸附效应，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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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取中磷再次分布于剩余固体表面的问题［３］。

然而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仅仅侧重于碎屑磷和原生磷的分
离，对其他形态的磷的分离不够，例如第二步提取的实

际上是Ａｌ－Ｐ、Ｆｅ－Ｐ和闭蓄态磷的总和，如果仅认为
是Ｆｅ－Ｐ则过于偏颇。

通过数据比较和综合考虑，最后欧盟选用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法为标准方法。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①
实验说明对于相同的沉积物用不同的提取方案所得的

结果有很多不同，因此证明了有必要开发一种协调的

程序；②修正的 Ｗｉｌｌｉｍａｓ提取方案对于达到结果的准
确性来说是最有前途的方法［３］。具体的比对数据可

以查阅参考文献［３］。该文献在附录中给出了磷的顺
序提取流程标准方案（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方法修正）。该
方案中将沉积物中的磷分为：ＮＡＩＰ（非磷灰石中的无
机磷，即与 Ｆｅ、Ａｌ、Ｍｎ结合的磷），ＡＰ（磷灰石中的无
机磷，即与Ｃａ结合的磷），无机磷（ＩＰ），有机磷（ＯＰ），
总磷（ＴＰ）。根据所得数据可以推断其中的关系是：

ＴＰ＝ＩＰ＋ＯＰ
ＩＰ＝ＮＡＩＰ＋ＡＰ
土壤中的磷分为无机磷和有机磷，有机磷是不溶

于任何提取剂的，因此必须要经过高温煅烧，使有机磷

转化为可溶性的磷酸盐，经 ＨＣｌ提取后测得的即为沉
积物样品中有机磷含量。在煅烧之前要先将样品中的

无机磷提取干净，而所有的无机磷都可以用提取剂提

取，无机磷又分为磷灰石中的磷和非磷灰石中的磷，因

此也可推断出上述关系。但是至今还没有比较完整证

明上述关系的理论研究，只是通过大量的测量数据得

出的。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在量值上的较小差异是由于

有一些包含在难溶矿物或其他基体中的磷不能被顺序

提取造成的。上述各种形态磷的关系式能够很好地表

明磷的各形态之间的关系和表述沉积物中的磷对于研

究富营养化的贡献，而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论证明是日

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他文献中也给出了分别用紫外可见光谱法（ＵＶ
－Ｖｉｓ）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ＩＣＰ－ＡＥＳ）
测得的ＴＰ、ＯＰ、ＩＰ、ＮＡＩＰ、ＡＰ，通过该文献［６］所获得数

据可近似得出：

ＴＰＳ＝ＡＰＩＣＰ－ＡＥＳ＋ＮＡＩＰＩＣＰ－ＡＥＳ
ＩＰＳ＝ＡＰＵＶ－Ｖｉｓ＋ＮＡＩＰＵＶ－Ｖｉｓ
ＯＰＳ＝ＴＰＳ－ＩＰＳ

这是由于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的是所有化学形态的
磷，而ＵＶ－Ｖｉｓ测定的是无机磷，因此通常 ＩＣＰ－ＡＥＳ
的结果高于ＵＶ－Ｖｉｓ测定的结果。用标准物质 ＣＲＭ

ＢＣＲ６０１和ＣＲＭＢＣＲ６８４验证，也能得到上述的关系。
除了上述介绍的４种顺序提取方法外，国内还有

许多类似的沉积物中磷的顺序提取方法，例如朱广伟

等［３１］、胡凯等［３２］、胡俊等［３３］都对沉积物中磷的顺序提

取给出了具体的方案。

表 ３　国内学者应用的沉积物中磷形态的顺序提取方法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ｙ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国内学者 磷的形态分类 提取剂

朱广伟等［３１］

①可交换态 ①ＭｇＣｌ２溶液
②铝结合态 ②ＮＨ４Ｆ溶液
③钙结合态 ③ＮａＯＨ溶液及Ｎａ２ＣＯ３溶液
④闭蓄态磷 ④ＮａＯＨ－Ｎａ２Ｓ２Ｏ４－柠檬酸钠
⑤自生钙磷 ⑤ＨＡｃ－ＮａＡｃ缓冲液
⑥碎屑钙磷 ⑥ＨＣｌ
⑦有机磷 ⑦煅烧后用ＨＣｌ提取

胡凯等［３２］

①松散性磷 ①１ｍｏｌ／ＬＮＨ４Ｃｌ溶液（ｐｈ＝７）
②铁结合态磷 ②０．１１ｍｏｌ／ＬＮａ２Ｓ２Ｏ４－ＮａＨＣＯ３溶液
③铝结合态磷 ③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
④有机／细菌聚合磷 ④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提取后消解
⑤结合态磷 　测定与不消解测定的差值
⑥残渣磷 ⑤０．５ｍｏｌ／ＬＨＣｌ

胡俊等［３３］

①松散吸附态磷 ①ＮＨ４Ｃｌ溶液

②铁锰结合态磷
②ＢＤ溶液（碳酸氢盐 －次硫酸钠

混合溶液）

③铁铝结合态磷 ③ＮａＯＨ溶液
④结合态磷 ④ＨＣｌ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应用的方法与国外
学者应用的方法相似。朱广伟等的方法是在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的基础上建立的，不同的是在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法中提取Ｆｅ－Ｐ时可能将少量的 Ａｌ－Ｐ也一并提取
了。朱广伟等将Ａｌ－Ｐ作为一个单独形态在Ｆｅ－Ｐ之
前提取，另外还将闭蓄态磷作为顺序提取中的一个单

独的形态，利用连二亚硫酸钠强烈的还原作用，使包蔽

的氧化铁还原成亚铁，继而被柠檬酸钠配合，使氧化亚

铁包裹不断剥离，而浸提出全部闭蓄态磷。这种方法

对沉积物中的磷的形态划分更详细，对于研究沉积物

中磷的形态和富营养化有重要意义。胡凯等的方法是

综合了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和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建立起来
的，该方法认为残渣磷即闭蓄态磷，结合态磷指的

Ｃａ－Ｐ，有机／细菌聚合磷即为有机磷，并没有将Ｃａ－Ｐ
进一步划分。胡俊等的方法也是在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
法和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该方法认为铁锰
结合态磷就是闭蓄态磷，并且与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Ｌｉｊｋｌｅｍａ法
和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法一样将 Ｆｅ－Ｐ和 Ａｌ－Ｐ一并提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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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提取有机磷。

４．２　磷形态分析的其他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在化学分级提取的基础上

对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和释放机理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

研究［３４－４７］，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例如，提取总磷时

也可以用加入浓 Ｈ２ＳＯ４和 ＨＣｌＯ４的方法测定总磷含
量［４８］。我国学者翁焕新等［４９］将土壤磷的提取方法

Ｃ－Ｊ法［５０］稍加修正，测定了美国华盛顿河流和湖泊沉

积物中的磷，发现不同结合态磷主要包括无机磷

（Ｆｅ－Ｐ、Ｃａ－Ｐ、Ａｌ－Ｐ），固着态Ｆｅ－Ｐ和Ａｌ－Ｐ。

５　沉积物中磷形态分析的测定方法
国内外测定沉积物中磷的方法大多采用 Ｍｕｒｐｈｙ

等［２６］建立的二氯化锡－磷钼蓝分光光度法、Ｅｉｓｅｎｒｅｉｃｈ
等［５１］改进的混合液钼锑抗光度法和ＩＣＰ－ＡＥＳ法。国
内也有学者采用铋磷钼蓝光度法［５２］和罗丹明Ｂ显色分
光光度法测定［５３］水系沉积物中的磷。比色法的原理是

在酸性介质中，活性磷酸盐与钼酸铵反应生成磷钼杂多

酸，用抗坏血酸还原为磷钼蓝后采用比色法将其测定。

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ＥＤＴＡ的存在对于比色法测定的
干扰［５４］，而其他提取剂对于测定不会产生干扰。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样品时，当 Ｋ、Ｎａ、Ｃａ、Ｍｇ存在较
高浓度时会使检测信号减弱而背景信号增强［５５］，因此

在磷的顺序提取时特别要注意 Ｎａ、Ｃａ。实验研究表
明［５６－５８］，Ｎａ的浓度在 １０００ｍｇ／Ｌ、Ｃａ的浓度在 １００
ｍｇ／Ｌ对测量有干扰作用，所以当提取剂中有Ｎａ和Ｃａ
这两种元素时应该在标准溶液中加入这两种元素（即

标准液与测定液有相同的基体）。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的是所有化学形态的磷，而 ＵＶ－
Ｖｉｓ测定的是无机磷，因此当样品中的磷不只以无机
磷存在时，两种方法测定的结果是不同的。通常用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的结果要高于 ＵＶ－Ｖｉｓ测定的结果，
这说明沉积物中的磷不只是以无机磷形式存在，差异

的大小是由提取剂和样品决定的，因此两种技术不能

用于同一样品的测定，必须选取一种技术测定［５９］。

６　沉积物中磷的释放机制
沉积物中磷的释放机制研究对防治水体的富营养

化同样重要。深水湖泊沉积物中磷的释放比较有规

律，随季节变化呈周期性变化，而浅水沉积物中磷的释

放比较复杂。一方面，浅水湖泊中由于水浅，温度等理

化性质分层不明显，风浪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的干
扰大，表层沉积物的氧化比较充分，铁锰氧化物等胶体

通过吸附作用对磷的迁移控制作用也较大，有利于沉

积物中磷的固定；另一方面，与深水湖泊相比，浅水湖

泊单位体积的水拥有更大面积的沉积物表面，风浪作

用更容易扰动沉积物 －水界面，沉积物与水体的接触
机会大大增加，沉积物与水之间磷的交换作用更加充

分，尤其是在湖面开阔、风的吹程长的大型湖泊中，沉

积物对水体磷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频繁。研究浅水湖

泊沉积物中磷的地球化学规律，对正确认识浅水湖泊

的内源负荷特点及揭示水华爆发机制都有重要意

义［６０］。磷从沉积物中释放出来，有很多因素对其产生

影响，如溶解氧（ＤＯ）、ｐＨ值、氧化态氮、铁含量、温度、
微生物活动等。在诸多的因素中，溶解氧、氧化态氮、

铁含量都是影啊沉积物表层的氧化还原电位（Ｅｈ
值），而影响磷的析出。Ｅｈ值提高，增强沉积物对磷的
吸咐能力，从而阻碍了磷酸盐从沉积物中的释放。应

该指出，溶解氧的影啊是最显著和明确的，同时 ｐＨ值
和温度也是两个显著影响因素［５０］。

图 ２　湖泊沉积物释放磷图解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沉积物中营养盐的释放对水体营养水平有着不可

忽视的影响，研究富营养化湖泊沉积物磷的释放行为

对于湖泊水质的治理和预测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

义。沉积物磷的释放涉及的过程有解吸附、分解、配位

体交换以及酶水解作用。当沉积物中磷以可溶解无机

磷形式存在时，可通过扩散、风引起的沉积物再悬浮、

生物扰动以及平流（如气体沸腾）等方式进入上覆水

体［６１］。影响沉积物磷释放的因子很多，例如：沉积物

中磷的含量和形态，沉积物组成，环境因子（包括氧化

还原电位、生物活性、ｐＨ值、扰动、温度）［６２］。
沉积物中磷的释放机制包括生物释放、物理释放、

化学释放。

—１９７—

第６期 许春雪，等：沉积物中磷的赋存形态及磷形态顺序提取分析方法 第３０卷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ykcs.ac.cn 



６．１　生物释放
生物释放大致有３条途径：细菌释放、大型水生植

物的释放和底栖生物的消化道释放。沉积物中细菌引

起的磷的释放是沉积物释磷的重要机制，细菌分解可

使沉积物中的有机化合物矿化释放多磷酸盐，并且细

菌能把不溶性磷化合物转化为可溶性磷化合物，进而

向水体释放［６３］。大型水生植物不仅可由茎叶的分泌

作用将磷释放到水中，而且在死亡后的分解过程中可

把磷释入上覆水体。

６．２　物理释放
磷自沉积物的物理释放主要有两条途径。①由沉

积物间隙水与上覆水体间溶解磷的浓度梯度所产生的

扩散作用；②由于风吹、波浪等扰动引起的沉积物再悬
浮而产生的磷释放［６４］。

６．３　化学释放
对非石灰性沉积物而言，在厌氧条件下 Ｆｅ－Ｐ矿

物的还原是沉积物磷释放的经典理论。沉积物－水界
面磷的扩散量主要由Ｆｅ３＋控制，ＰＯ３－４ 与之吸附形成固
体ＦｅＯＯＨ－ＰＯ４化合物，有机成分也可形成一部分
ＰＯ３－４ 吸附的三价铁化合物。当下层水处于厌氧状态
时，沉积物Ｅｈ降低，这些三价铁化合物溶解，Ｆｅ２＋和
ＰＯ３－４ 释放到上覆水中

［６５］。最近又提出了沉积物中自

由硫化物的大量存在，硬水体系中方解石的形成都可

能是引起磷释放的机制［６６］。在好气条件下沉积物也

可因化学作用释放磷酸盐，磷的氧化物的释放既因沉

积物有机磷的矿化作用，又因由化学和生物过程引起

的结合松弛的磷酸盐的解吸作用所引起。

湖泊沉积物磷的释放受到一系列物理、化学、生物

过程的控制，以上３种释放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在一特
定的环境条件下，某一过程可能占主导地位来控制沉

积物磷的释放。

７　结语
当前国内外对水体富营养化及其发生机理开展了

许多研究，特别是导致富营养化的元素的形态研究，已

取得了不少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治水体的富营养化

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阐述了沉积物中磷的存在形态、分级提取方

法和释放机制等，更好地揭示了沉积物中内源性的磷对

于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让人们更透彻地认识富营养化

过程中沉积物中磷的贡献，对于开发更加合理的方法治

理水体的富营养化和净化水体环境有重大的意义。但

是也应该看到，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在根本上消除水

体的富营养化的问题，一些地区的水域富营养化问题仍

然非常严重。这就促使科技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富营

养化的机理，应该加强对沉积物中磷的各种形态的专属

提取剂及其提取有效性的分子表征和检测，更加细化对

于沉积物中磷形态的分类，创新各种磷形态的分析方

法，建立沉积物－水体磷的迁移、循环和转化模型，这对
于从根本上解决富营养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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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
１－２５．

［４］　李悦，乌大年，薛永先．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磷提取方法的
改进及其环境地球化学意义［Ｊ］．海洋环境科学，１９９８，
１７（１）：１５－２０．

［５］　金相灿，屠清瑛．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Ｍ］．２版．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２６－２２９．

［６］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Ｐ，ＧｅｍｍａＲ．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４，
５０８：２０１－２０６．

［７］　徐轶群，熊慧欣，赵秀兰．底泥磷的吸附和释放研究进展
［Ｊ］．重庆环境科学，２００３，２５（１１）：１４７－１４９．

［８］　窦明，谢平，夏军，沈晓鲤，方芳．汉江水华问题研究［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３（５）：５５７－５６１．

［９］　拓元蒙．滇池富营养化现状、趋势及其综合防治对策
［Ｊ］．云南环境科学，２００２，２１（１）：３５－３７．

［１０］　刘丽萍，张秀敏，赵样华．滇池水华综合控制对策探讨
［Ｊ］．工艺环境科学，２００１，２１（１２）：７４５－７４７．

［１１］　陈琼．氮、磷对水华发生的影响［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０６，
４１（５）：１２－１４．

［１２］　秦伯强．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富营养化发生机制与控制
途径初探［Ｊ］．湖泊科学，２００２，１４（３）：１９３－２０１．

［１３］　Ｒｕ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Ｋ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２，３７：１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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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ＨｉｅｌｔｊｅｓＡ Ｈ，Ｌｉｊｋｌｅｍ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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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ＳｃｈｅｎａｕＳＪ，ＤｅＬａｎｇｅＧＪ．Ａｎｏｖｅ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ｆｉｓｈｄｅｂｒｉｓ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０，４５：９６３－９７１．

［１６］　ＪｅｎｓｅｎＨＳ，ＭｃＧｌａｔｈｅｒｙＫＪ，ＭａｒｉｎｏＲ，ＨｏｗａｒｔｈＲＷ．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ｓａｎｄｏｆＢｅｒｍｕｄａＳｅａｇｒａｓｓＢｅｄ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８，４３（５）：７９９－８１０．

［１７］　陈豁然，杨梦兵，王中伟，况武．底泥磷形态及分布特征
对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Ｊ］．污染防治技术，２００９，２２
（５）：８１－８３．

［１８］　陈田耕．关于磷自沉积物的释放［Ｊ］．环境污染治理技
术与设备，１９８８，９（１）：３６－４２．

［１９］　ＦｉｌｉｐｐｅｌｌｉＧＭ，ＤｅｌａｎｅｙＭ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Ｇｅｏｃｈｅｍ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ｎＡｃｔａ，
１９９６，６０（９）：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２０］　郑爱榕，沈海维，李文权．沉积物中磷的存在形态及其生
物可利用性研究［Ｊ］．海洋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４）：４９－５７．

［２１］　傅庆红，蒋新．湖泊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析及其释放研
究［Ｊ］．四川环境，１９９４，１３（４）：２２－２３．

［２２］　ＬａｍｙＩ，ＢｏｕｔｇｅｖｉｓｅｔＳ，ＢｅｒｍｏｎｄＡ．Ｓｏｉｌｃａｄｍｉｕ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ｓｌｕｄｇ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１９９３，２２：７３１－７３７．

［２３］　ＡｇａｔａＫ，Ｊａｃｅｋ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０，１９
（２－３）：６９－７９．

［２４］　王亚平，黄毅，王苏明，许春雪，刘妹．土壤和沉积物中元
素的化学形态及其顺序提取法［Ｊ］．地质通报，２００５，２４
（８）：７２８－７３４．

［２５］　ＴｅｓｓｉｅｒＡ，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ＰＧ Ｃ，ＢｉｓｓｏｎＭ．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ｔｒａｃｅ
ｍｅｔａｌ［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７９，５１：８４４－８５１．

［２６］　ＭｕｒｐｈｙＪ，ＲｉｌｅｙＪＲ．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ｔｃａ，１９６２，２７：３１－３６．

［２７］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Ａ，ＨｅｒｏｄｅｋＳ，ＩｓｔａｎｏｖｉｃｓＶ，ＤｏｂｏｌｙｉＥ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Ｇｒｏｕｐ：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ｄ
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ｒｃｈ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ＢｅｉｈＥｒｇｅｂｎ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ｍ，１９８８，３０：９３－９８．

［２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ＤＨ，ＳｈｅａｒＨ，ＴｈｏｍａｓＲ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ｑｕａｄｒｉｃａｕｄ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Ｌａｋｅｓ［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８０，２５：１－１１．

［２９］　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Ｈ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Ｊ］．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８４，２２：２３－５９．

［３０］　Ｇｏｌｔｅｒｍａｎ Ｈ 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ＮＴ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９１
－９２（１）：６８３－６８７．

［３１］　朱广伟，秦伯强，张路．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物中磷的形
态及藻类可利用量［Ｊ］．中国科学：Ｄ辑，２００５，３５：
２４－３２．

［３２］　胡凯，柯鹏振，吴永红，陈晓国，沈银武，刘剑彤．高原浅
水湖泊沉积物中磷、氮形态化学研究［Ｊ］．长江流域资源
与环境，２００５，１４（４）：５０７－５０１．

［３３］　胡俊，丰民义，吴永红，刘剑彤．沉水植物对沉积物中磷
赋存形态影响的初步研究［Ｊ］．环境化学，２００６，２５（１）：
２８－３１．

［３４］　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Ｇ，ＳａｌｍａｓｓｉＴＭ，ＫｈａｃｈｉｋｉａｎＣＳ，ＦｏｓｔｅｒＫＬ．
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ａｌａｎｔａ，
２００５，６６：４３５－４４４．

［３５］　ＷａｎｇＳ，ＪｉｎＸ，ＺｈａｏＨ，ＺｈｏｕＸ，Ｗｕ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ｎｄ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２００７，
２９７：１５４－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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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８，７０：１２５６－１２６３．

［３８］　ＡｐｏｓｔｏｌａｋｉＥＴ，ＴｓａｇａｒａｋｉＴ，ＴｓａｐａｋｉｓＭ，Ｋａｒａｋａｓｓｉ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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