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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西北部沿岸主要入海河流表层沉积物中无机碳
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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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渤海湾西北部沿岸河流表层沉积物中不同形态无机碳（ＩＣ）的分布和影响因素，阐明我国近

岸不同环境沉积物中ＩＣ分布形态的异同和调控机制。【方法】采用连续浸取方法，根据ＩＣ在沉积物中的结合

强度，将其分为交换态（氯化钠相）、弱碱结合态（氨水相）、强碱结合态（氢氧化钠相）、弱酸结合态（盐酸羟胺

相）和残渣态，分析表层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的ＩＣ含量，并讨论其与各地球化学参数之间的关系。【结果】渤海

湾西北部沿岸河流表层沉积物中总ＩＣ的平均含量为６．７６ｍｇ／ｇ。沉积物中各相ＩＣ的平均含量为盐酸羟胺

相（３．２１ｍｇ／ｇ）＞残渣相（１．９２ｍｇ／ｇ）＞氨水相（０．７７ｍｇ／ｇ）＞氯化钠相（０．６４ｍｇ／ｇ）＞氢氧化钠相（０．２２

ｍｇ／ｇ）。盐酸羟胺相是沉积物ＩＣ的主要形态。总有机碳（ＴＯＣ）对各形态ＩＣ影响较强。氨水相ＩＣ与沉积物

各参数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结论】研究区域沉积物中不同形态ＩＣ的组成和分布空间变化显著，不同地

点样品中ＩＣ的活跃程度和可能的环境影响因子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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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海洋沉积物是碳元素的重要源与
汇，在海洋碳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海洋沉积物
中的碳分为有机碳（ＴＯＣ）和无机碳（ＩＣ），其中无机
碳的含量往往比有机碳高很多，特别是在近海［１］。

每年海洋中产生约５．３Ｐｇ碳酸盐，其中积累在沉积
物中的量约为３．２Ｐｇ，剩下的约４０％在各种因素作
用下又重新溶解进入水体［２］。在海洋酸化的背景
下，海洋沉积物中无机碳的迁移和转化受到越来越
多研究者的关注［３～５］。【前人研究进展】碳酸盐是海
洋沉积物碳的主要组分，它的沉淀和溶解与上覆水
和孔隙水温度、盐度、ｐＨ值、碱度、氧化还原电位［６］

及生物扰动［７］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并影响到海水
碳酸盐系统的平衡［８］。另外，海洋沉积物中碳酸盐
矿物种类繁多，各种矿物在不同ｐＨ 值介质中的溶
解能力不同，比如菱钴矿和菱锌矿溶于氨水，白铅矿
和角铅矿可溶于ＮａＯＨ，方解石和文石则主要溶于
酸［９］。所以可根据碳酸盐矿物的这些特征，选择不
同强度的浸取剂溶解不同形态的碳酸盐，从而为进
一步探讨沉积物中无机碳在海洋碳循环中的行为奠
定基础。【本研究切入点】我国近海沉积物中无机碳
的形态分布和影响因素在长江口和胶州湾［９，１０］、辽
东湾［１１］、渤海湾［１２］、大亚湾和四十里湾［１３］已有相关
报导，但对河流沉积物中ＩＣ的形态研究尚未见报
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不同强度的浸取剂，
对渤海湾西北部沿岸河流的表层沉积物进行处理，

分离测定沉积物中不同结合强度的ＩＣ，并考察各种
环境因素对其含量及分布的影响，阐明渤海湾西北
部沿岸主要入海河流表层沉积物中ＩＣ形态的分布
状况。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阐明我国近岸不同环境
沉积物中ＩＣ分布形态的异同和调控机制，丰富我国

近岸沉积物中ＩＣ形态的数据资料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及采样点设置

　　渤海湾位于渤海西部，以滦河口和黄河口连线
连接渤海中部海域，面积约为１．５９万ｋｍ２，约占渤
海面积１／５，是渤海的三大海湾之一，为典型的半封
闭海湾。渤海湾海底地势由岸边向海湾中间缓慢加
深，湾内地形单调，平均水深１２．５ｍ，最大深度约２５
ｍ（在湾口中部）。渤海湾经历了各地质时期构造运
动，形成典型的粉砂淤泥质海岸，沿岸发育有中国规
模最大的潮间带［１４］。

　　沿岸主要河流包括：北排水河（ＢＰＳ）、子牙新河
（ＺＹＸ）、青静黄河（ＱＪＨ）、独流减河（ＤＬＪ）、海河
（ＨＨ）、永定新河（ＹＤＸ）、潮白新河（ＣＢ）、蓟运河
（ＪＹ）和陡河（ＤＨ）。２００８年５月，对这些沿岸河流
的表层沉积物进行采样。采样站位共计２１个，具体
如图１所示。

图１　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１．２　含水率和粒度的测定

　　样品含水率采用６０℃烘干称重法测定。激光
粒度分析使用英国马尔文公司生产的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激光粒度仪，仪器测量范围为０．０２～２０００

μｍ，样品具体测定方法如下
［１５］：将去除大颗粒（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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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大于２ｍｍ）后的样品混合均匀，然后根据样品颗
粒大小确定取样量。粘土质粉砂或粉砂质粘土等细
颗粒沉积物的取样量一般为０．１～０．２ｇ，颗粒大的
取样量适度增加，一般为０．３～０．５ｇ。样品加入去
离子水浸泡２４ｈ后，超声１５ｍｉｎ，然后上机测试，仪
器涡轮搅拌速度控制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每个样品共测
定３次，时间大约８ｍｉｎ。

１．３　总氮 （ＴＮ）、总碳 （ＴＣ）、ＩＣ和ＴＯＣ测定

　　使用德国元素分析仪测定ＴＮ和ＴＣ含量。根
据沉积物ＴＮ和ＴＣ的大概含量范围，用锡箔称量
并包取适量研磨后的沉积物，放入样品盘中，依次进
入燃烧管中，通入氧气（Ｏ２），在９００℃的高温下剧烈
燃烧，生成的气体由载气（Ｈｅ）送入吸附柱，通过吸
附解吸附过程分离，由热导检测仪测得气体中的碳
（Ｃ）、氮（Ｎ）元素含量，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沉
积物ＩＣ含量利用岛津ＴＯＣ－ＶＣＰＨ－ＳＳＭ－５０００Ａ分析
仪测定，ＴＣ和ＩＣ两者之差为 ＴＯＣ含量。具体过
程和原理：称量０．２０ｇ左右研磨后的沉积物，放入
样品舟内；加入适量磷酸后，推入２００℃燃烧管内反
应；生成的ＣＯ２气体以Ｏ２为载气，通过非红外色散
检测器（ＮＤＩＲ）检测，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５％。

１．４　ＩＣ形态浸取流程

　　采用连续浸取法将沉积物样品中的ＩＣ分为交
换态（氯化钠相）、弱碱结合态（氨水相）、强碱结合态
（氢氧化钠相）、弱酸结合态（盐酸羟胺相）和残渣态。
干燥预处理过程对不同形态ＩＣ的影响较为复杂，很
难估计干燥过程会对顺序浸取的ＩＣ含量造成多大
改变，因此在实验中直接利用含水率称取等重的湿
样来浸取沉积物中的ＩＣ。不同形态ＩＣ按如下方法
浸取［１６］：

　　氯化钠相（Ⅰ）：根据含水率称取相当于０．５ｇ
干重的湿样，置于５０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２５ｍＬ　１
ｍｏｌ／Ｌ的氯化钠溶液，摇匀振荡２ｈ后，离心分离，
倒出浸取液，在残渣中加入２５ｍＬ蒸馏水，再振荡

１０ｍｉｎ，离心分离，合并两次离心液。

　　氨水相（Ⅱ）：在第Ⅰ步残渣中加入１２．５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的ＮＨ３·Ｈ２Ｏ，摇匀振荡２ｈ后，离心分
离，倒出浸取液，在残渣中加入２５ｍＬ蒸馏水，再振
荡１０ｍｉｎ，离心分离，合并两次离心液。

　　氢氧化钠相（Ⅲ）：在第Ⅱ步残渣中加入１２．５
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的ＮａＯＨ溶液，其余操作同第Ⅱ步。

　　盐酸羟胺相（Ⅳ）：在第Ⅲ步残渣中加入１２．５
ｍＬ　０．２ｍｏｌ／Ｌ盐酸羟胺，摇匀振荡１ｈ后，倒掉上
清液。

　　残渣相（Ⅴ）：将Ⅳ步残渣烘干，利用岛津ＴＯＣ－
ＶＣＰＨ－ＳＳＭ－５０００Ａ分析仪测定其中碳含量，记为残
渣相ＩＣ含量。

　　浸取液中的ＩＣ用岛津ＴＯＣ－ＶＣＰＨ分析仪测定，

最后换算为沉积物中ＩＣ的含量。盐酸羟胺相ＩＣ含
量由总无机碳含量减去其它４相无机碳含量得到。

在浸取反应同时，对空白样品进行分析测定，重复测
定的相对误差在１５％以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含水率、ＴＯＣ、ＴＮ和中值粒径Ｄ５０
　　渤海湾西北部沿岸河流沉积物的含水率为

２２．１％～６６．６％，平均值为４３．４％，最低值位于

ＤＬＪ－１站位，最高值位于ＤＨ－２站位（图２）。部分河
流的沉积物含水率沿着向海方向降低，如青静黄河、
独流减河、蓟运河和陡河；部分河流的沉积物含水率
沿着向海方向升高，如子牙新河、海河、永定新河。

各河流表层沉积物含水率大多为４０％～５０％，其中
独流减河的含水率偏低，平均为２７．９％，陡河的含
水率偏高，平均为５８．６％，而且陡河两个站位的沉
积物含水率波动最大，差值超过２５％。

图２　表层沉积物的含水率、ＴＯＣ和ＴＮ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Ｃ　ａｎｄ　Ｔ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各河流表层沉积物的 ＴＯＣ 含量为８．５０～
７２．４５ｍｇ／ｇ，平均为３０．５８ｍｇ／ｇ，最低值位于ＤＬＪ－
１站位，最高值位于ＨＨ－１站位（图２）。渤海湾北部
河流表层沉积物的ＴＯＣ含量要明显高于西部。渤
海湾北部的潮白新河、蓟运河和陡河几个表层沉积
物ＴＯＣ的平均值为４０．７２ｍｇ／ｇ，其它河流沉积物
的ＴＯＣ平均含量为２６．５２ｍｇ／ｇ，而海河作为一条
重污染河流，沉积物的ＴＯＣ含量异常偏高，平均值
达到５１．７７ｍｇ／ｇ。

　　各河流表层沉积物的ＴＮ含量为０．３３～４．７３
ｍｇ／ｇ，平均为１．７９ｍｇ／ｇ，最低值位于ＤＬＪ－２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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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位于ＤＨ－３站位（图２）。大部分河流沉积物
的ＴＮ含量沿着向海方向降低，如子牙新河、青静黄
河、独流减河、蓟运河和陡河，其它河流沉积物的

ＴＮ含量变化较不规律。

　　渤海湾河流２１个沉积物有１６个属于粘土质粉
砂，其它沉积物中除ＤＬＪ－１站位为砂质粉砂外，剩
下都为粉砂。各河流中，独流减河沉积物的颗粒最
粗，Ｄ５０最高，达到３１．８μｍ。其它河流沉积物Ｄ５０
大多为５～１０μｍ，平均为８．９μｍ（图３）。

图３　表层沉积物的粒度组成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２　不同形态ＩＣ的分布特征

　　如图４所示，沿岸河流沉积物中，各形态ＩＣ的
平均含量为盐酸羟胺相（３．２１ｍｇ／ｇ）＞ 残渣相
（１．９２ｍｇ／ｇ）＞ 氨水相（０．７７ｍｇ／ｇ）＞ 氯化钠相
（０．６４ｍｇ／ｇ）＞ 氢氧化钠相（０．２２ｍｇ／ｇ）。

　　氯化钠相ＩＣ在各河流沉积物总ＩＣ中的平均比
例为１２．４％，略低于氨水相的１５．２％，但要远高于
氢氧化钠相的４．２％。此相ＩＣ含量大部分为０．５～
０．７ｍｇ／ｇ，个别站位含量异常偏高，如青静黄河的
两个站位，含量都在０．９ｍｇ／ｇ附近。

　　氨水相ＩＣ在各河流间的变化幅度较大，最低值
位于ＤＬＪ－１站位，为０．２１ｍｇ／ｇ，最高值位于ＹＤＸ－
１站位，为１．５６ｍｇ／ｇ。此相ＩＣ在河流入海口处沉
积物中的平均含量为０．９２ｍｇ／ｇ，明显高于其它站
位的平均含量０．６３ｍｇ／ｇ，河流的输送过程可能是
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氢氧化钠相ＩＣ的含量范围为０．１１～０．４６ｍｇ／

ｇ，最低值位于ＤＬＪ－１站位，最高值位于 ＹＤＸ－２站
位。独流减河的平均含量最低，仅为０．１３ｍｇ／ｇ，青
静黄河的平均含量最高，也仅为０．２８ｍｇ／ｇ。

　　盐酸羟胺相和残渣相ＩＣ在河流沉积物中的含
量变化比较剧烈。总体上，盐酸羟胺相高值多而低
值少，残渣相低值多而高值少。前者低于１ｍｇ／ｇ
的站位只出现在ＢＰＳ－１、ＺＹＸ－１和 ＱＪＨ－１，后者高

于２ｍｇ／ｇ的站位只出现在ＢＰＳ－１、ＺＹＸ－１、ＪＹ－１、

ＤＨ－２和ＤＨ－３。

　　渤海湾西部河流沉积物ＩＣ总量的变化范围为

３．３０～２２．２８ｍｇ／ｇ，平均值为４．７４ｍｇ／ｇ。北部蓟
运河和陡河沉积物无机碳总量较高，达到１３．２０
ｍｇ／ｇ。区域地质环境的不同有可能是造成沉积物
无机碳含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渤海湾西部河流沉积物的ＩＣ总量略高于渤海
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的ＩＣ总量（１．４１～９．２１ｍｇ／

ｇ，平均值为４．５４ｍｇ／ｇ），但是各形态ＩＣ含量的大
小顺序两者一致［１２］。这一分布规律归因于沿岸河
流输入是近海表层沉积物的主要来源。另外盐酸羟
胺相是沉积物中ＩＣ的主要形态这一结论与四十里
湾和大亚湾［１３］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不同于辽东湾
（氨水相是主要形态）［１１］，长江口和胶州湾［９，１０］。

　　图４　表层沉积物中总ＩＣ含量及不同形态ＩＣ相对含量

　　Ｆｉｇ．４　Ｔｏｔａｌ　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３　ＩＣ形态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表１）：渤海湾沿岸河流沉积物
中ＩＣ受到含水率、ＴＯＣ、ＴＮ的影响较强，而受粒度
的影响较弱。含水率表征沉积物中孔隙水的含量，
而孔隙水是固－固和固－液界面间物质交换的桥梁和
纽带［９］，同时，含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沉积物的再悬
浮程度，所以含水率的高低可能影响ＩＣ在沉积物－
河水间的溶解释放与沉积成岩过程。ＴＯＣ是沉积
物碳库的重要组分，其埋藏矿化会导致沉积物中ＩＣ
含量的升高，这也是ＴＯＣ与所有形态ＩＣ都呈现正
相关的原因。ＴＮ与氨水相ＩＣ存在负相关，与其它
相正相关，其中与总ＩＣ、盐酸羟胺相和残渣相存在
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沉积物中氮元素的氨化／硝化
作用都会影响沉积物环境的ｐＨ 值，导致碳酸盐沉
淀溶解平衡发生移动。粒度与总ＩＣ以及各相ＩＣ之
间较弱的关联说明粒度可能不是影响成岩过程的关
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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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形态ＩＣ与沉积物主要地球化学参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Ｃ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０．２１４　 １

Ⅱ －０．１１７　 ０．３２９　 １

Ⅲ ０．１２０　 ０．４５０＊ ０．５６１＊＊ １

Ⅳ ０．８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３７３ －０．１６６　 １

Ⅴ ０．９３０＊＊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８　 ０．２１０　 ０．５６５＊＊ １

含水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６３７＊＊ ０．５２６＊ ０．４１５　 ０．５５７＊＊ ０．２４８　 ０．７２２＊＊

ＴＯＣ　 ０．４９４＊ ０．１７６　 ０．０６６　 ０．２５２　 ０．４４４＊ ０．４１２
ＴＮ　 ０．８７７＊＊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２５２　 ０．６９９＊＊ ０．８２０＊＊

粘土Ｃｌａｙ（％） －０．２１４　 ０．１４１　 ０．７６７＊＊ ０．５２１＊ －０．４７４＊ －０．０７２
粉砂Ｓｉｌｔ（％）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０ －０．４３１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３　 ０．１３６
砂Ｓａｎｄ（％）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１ －０．６１８＊＊ －０．３８８　 ０．３３５ －０．００２

注：＊在Ｐ＜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在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

　　在沉积物成岩过程中，各形态ＩＣ可能存在相同
的成因、来源或相互转化现象。从表１中可以看出，
总ＩＣ与盐酸羟胺相和残渣相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相是总ＩＣ的主要组分，受总

ＩＣ含量变化的影响较大。氯化钠相与氢氧化钠相
之间、氨水相与氢氧化钠相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说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相同的成因或来源。
盐酸羟胺相与残渣相之间的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
明这两相ＩＣ之间可能存在相同的成因或来源。

３　结论

　　通过对渤海湾西北部沿岸河流表层沉积物各形
态ＩＣ含量及其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研究区内，表层沉积物总ＩＣ的平均含量为

６．７６ｍｇ／ｇ。各相ＩＣ含量特征为：盐酸羟胺相＞残
渣相＞氨水相＞氯化钠相＞氢氧化钠相。盐酸羟胺
相ＩＣ的含量最高，在沉积物总ＩＣ中的平均比例接
近５０％。

　　沉积物含水率、ＴＮ、ＴＯＣ和粒度等参数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各形态ＩＣ含量。河流沉积物不同形态

ＩＣ与不同环境参数间的相关系数差异较大，显示出
河流沉积物受环境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某些形态ＩＣ之间可能存在相同的成因或来源：
氯化钠相ＩＣ与强碱浸取相Ｉ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两种碱浸取相Ｉ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各形态ＩＣ中残渣相ＩＣ与沉积物的结合最为牢固，
其与盐酸羟胺相ＩＣ有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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