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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友1，2 吕迎春1 高 丽3 刘书花4 徐 刚1＊＊ 王安东5 赵亚杰5

( 1．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烟台，264003;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3． 烟台大学，烟台，264003;

4．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济南，250014; 5．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东营，257091)

摘 要 磷酸酶水解技术是研究沉积物有机磷形态和生物有效性的有力工具．沉积物样品处理过程对酶水

解有机磷的影响尚不清楚．为此，以天鹅湖表层沉积物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干燥方式、提取剂、提取比例、提取

时间条件对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的影响特征，以寻求最佳的酶水解技术的实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自然风干

处理引发了有机磷水解，降低了磷酸二酯磷( Diester-P ) 含量．而冻干处理更真实地保存了沉积物有机磷形态

特征，比较合适有机磷分析．尽管 HCl 预提取显著增大了有机磷的提取比例，但是存在 Diester-P 水解风险，因

此 NaOH/EDTA 一步提取更适合有机磷的测定．较长的提取时间和较大固液比同样也显著增大了有机磷的提

取效率，但是同样存在 Diester-P 水解风险．研究显示 Diester-P 极不稳定，易受实验条件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

需要特别注意．总之沉积物样品采用冷冻干燥处理，固液比 1∶ 30，采用 0．25 mol·L－ 1 NaOH + 50 mmol·L－ 1

EDTA 提 8 h 更适合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的分析．
关键词 沉积物，磷酸酶，有机磷，提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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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zymatic hydrolysis is a powerful tool to study the specia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of
sediment organic phosphorus ( P ) ． However，the effects of the sample treatment on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need to be fully understoo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condition for enzymatic
hydrolysis，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Swan Lake were colle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ample
preparation procedures，including sample pretreatment，extraction solution，extraction time，and
ratio of sample to extraction efficiency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ir-drying
caused the hydrolysis of diester-P in sediments． Freeze drying preserv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phosphorus，and is recommended for the study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Although the



636 环 境 化 学 36 卷

recovery of 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HCl pre-extraction，there is also a risk of diester-P
hydrolysis at the same time． As a result，one step extraction of NaOH /EDTA is recommended for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sediment． In addition，longer extraction time and
higher extraction ratio ( S ( sediment ) /V ( volume ) ) tend to increased the risk of diester-P
hydrolysis although they increased the recovery of P from sedi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iester-P
in sediment is extremely unstable and vulnerable to extraction conditions． Thus it deserves special
caution with sample analysis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In conclusion，the freeze dried sediments were
extracted with 0．25 mol·L－1 NaOH+50 mmol·L－1 EDTA at 8 h and sediment / solution ratio of 1∶30
which were recommended for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Keywords: sediment，phosphatase，organic phosphorus，extraction conditions．

水体富营养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环境安全问题［1-2］，而磷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营养元

素［3］，有机磷( OP) 是湖泊总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积物中可占总磷( TP ) 的 20%—60%［4-5］，在水体中

可占总磷的 40%—90%［6-7］．夏季藻类大量爆发时，活性磷不足以维持藻类的生长，有机磷循环供磷的成

为活性磷主要来源［8］．目前对环境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无机磷，包括磷含量、形态、吸附解吸、来源和交

换通量等的研究［9-11］．而有机磷由于其化学结构复杂种类多样，同时受研究技术和方法的限制［12-13］，目

前人们对其认识十分有限．
酶水解技术是将有机磷分子中的 P—O—P 和 C—O—P 键通过酶催化反应使其断裂最终生成无机

磷的过程．近年来，商品化磷酸单酯酶，磷酸二酯酶和植酸酶被应用到环境有机磷的研究中［14-15］，该方法

可在较温和的实验环境下分析沉积物有机磷，从而避免了部分有机磷水解．用酶水解技术可较好地模拟

有机磷的潜在生物有效性．李凌萍［16］利用酶水解技术研究了滇池有机磷对水污染的贡献．结果表明，入

湖河流输入湖泊可酶水解磷总量为每年 10．02 吨，并且以活性单酯磷的含量最高．Zhu 等［17］利用酶水解

法分析了滇池表层沉积物有机磷形态及其生物有效性，发现滇池沉积物中 12．1%—27．2%的有机磷具

有潜在生物可利用性．为了完善酶水解技术，使得所研究的数据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He 和 Turner
等［18-19］对可水解的有机磷的酶作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磷酸单酯酶能够水解聚合态磷和单酯磷，

磷酸二酯酶能够较好地水解二酯磷，植酸酶则可以水解所有的磷酯键．He 和 Honeycutt 等研究酶水解有

机磷的培养条件的结果表明，以 Tris-HCl 为缓冲液，pH = 9 作为碱性磷酸酶水解有机磷的条件，以 Tris-
HCl 为缓冲液，pH= 5 作为植酸酶水解有机磷的条件［20］．但是，对样品处理方法( 如干燥方式、提取溶剂、
提取时间和比例等) 对酶水解有机磷的影响尚不清楚．

滨海湿地是磷的“汇”、“源”和“转化器”，对保护近海海洋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荣成天鹅湖湿地是黄

海和渤海交汇处最重要的湿地之一，近年来，天鹅湖水质恶化，大型丝状硬毛藻滋生泛滥，湿地功能退

化［21］． 本文以天鹅湖沉积物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条件下有机磷的酶水解特征．明确了不同样品处理方

法对有机磷形态及其生物有效性影响，研究结果对水体富营养化的预防与治理及其保护近海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样品采集与处理

样品供试沉积物样品为天鹅湖表层沉积物( 1—10 cm) ，其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在表 1 中，采用 SMT
法测定沉积物 TP 与 OP，用元素分析仪( VarioMaxcns) 测定 TN，沉积物 pH 值釆用酸度计法测定( 测定

时的土水比为 1∶2．5) ; 沉积物 Ca、Fe、Al、Zn 采用 ICPS-7500 测定．样品 A 为天鹅湖的近海端，受潮汐影响

较大，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低，有机磷含量也低．而样品 B 受陆源污染和水体大型藻类影响较大，有机质含

量高，有机磷含量也较高．沉积物样品采集后用 3 种方法进行前处理: ( 1) 自然风干并研磨过筛( 2 mm) ;

( 2) 未加任何处理的新鲜沉积物样品; ( 3) 冷冻干燥并研磨过筛( 2 mm) 的样品采集与处理．
1．2 沉积物有机磷提取条件单因素实验

提取剂采用两种方法: ( 1) 用 0．25 mol·L－1 NaOH + 50 mmol·L－1 EDTA 单独一步提取; ( 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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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l·L－1 HCl 预提 2 h，再用 0．25 mol·L－1 NaOH + 50 mmol·L－1 EDTA 主提取．提取时间设定为 8 h，固液

比为 1: 30; ( 2) 为考察提取时间影响，采用 0．25 mol·L－1 NaOH + 50 mmol·L－1 EDTA 一步提取方法，固液

比为 1∶30，提取时间设定为 2、4、8、16 h; ( 3) 为考察提取比例对酶水解有机磷的影响: 将沉积物与提取

剂按照沉积物与提取剂的比例设置为 1∶8、1∶30 和 1∶100，提取时间设定为 8 h，用 0．25 mol·L－1 NaOH +
50 mmol·L－1 EDTA 一步提取．提取液经离心后过 0．45 μm 滤膜按照 1．3 节的方法测定提取液中磷酸单

酯磷( Monoester-P) 、磷酸二酯磷( Dieste-P) 、植酸磷( Phytic-P) ．另外，取适量提取液稀释后用于 TP 和 IP
分析，TP 测定需要首先利用过硫酸钾高温消解，被提取的有机磷( EOP) 为 TP 和 IP 的差值．

表 1 供试沉积物的理化性质

Table 1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Swan Lake

样品
Sample

有机质
Organic

pH
TP /

( mg·kg－1 )

OP /
( mg·kg－1 )

TN /
( g·kg－1 )

Fe /
( mg·kg－1 )

Al /
( mg·kg－1 )

Ca /
( g·kg－1 )

Zn /
( mg·kg－1 )

A 5．2% 8．0 516．0 140．4 2．7 1981．8 706．1 8．9 103．2

B 10．3% 8．2 772．4 203．4 2．4 1125．7 292．7 17．7 98．5

1．3 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的测定

选择来自 Sigma 公司的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APase) ( 活性 28 U·mg－1 ) 、磷酸二酯酶

( Phosphodiesterase，PDEase) ( 活性 0．02 U·mg－1 ) 以及植酸酶( Phytase) ( 活性 0．03 U·mg－1 ) 等 3 种酶，

并分别配置成活性为 1 U·mL－1的碱性磷酸酶 、0．02 U·mL－1的磷酸二酯酶和 0．06 U·mL－1植酸酶．3 种酶

溶液在合适的 pH 和温度条件下进行组合见表 2．

表 2 磷酸酶组合

Table 2 Combination of phosphatases

酶溶液
Enzyme solution

缓冲溶液
Buffer solution

pH
水解温度
Hydrolysis

temperature /℃

可水解有机磷
Enzyme hydrolysis phosphorus

APase Tris-HCl 9．0 37 磷酸单酯磷+聚合态磷

APase+PDEase Tris-HCl 9．0 37 磷酸二酯磷+磷酸单酯磷+聚合态磷

APase+PDEase+Phytase Tris-HCl 7．0 37 植酸磷+磷酸二酯磷+磷酸单酯磷+聚合态磷

取 5 mL 沉积物取提溶液于 25 mL 比色管中，添加 0．5 mL 相应的磷酸酶组合溶液( 表 2) ．分别加入

0．05 mL MgCl2( 0．002 mol·L－1 ) 、0．05 mL 0．1 mol·L－1的 NaN3
［22］．将比色管中的混合液密封后置于恒稳摇

床中，在对应温度下( 表 2) 恒温水解 16 h，取出后冷却至室温，定容后磷钼蓝比色法测定正磷酸盐含量．
根据酶水解前后的差值，得出不同的酶水解出正磷酸盐的含量即对应有机磷的含量．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SPSS 19．0 和 Excel 2007 软件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样品前处理方式对沉积物有机磷酶水解的影响

3 种样品前处理方法下( 冷冻干燥、自然风干和鲜样) ，沉积物有机磷含量结果见表 3．由表 3 得出，

不同预处理方法对湖泊沉积物总有机磷及其各形态结果的影响较大，冷冻处理方法所得含量最高，鲜样

处理方法其次，而风干处理所得结果最低．尽管鲜样更能反映自然环境中有机磷的真实情况，但是实际

操作中仍有难度．一方面，大量样品在运输和分析过程中难免有水分损失，很难保证其自然状态．另一方

面，新鲜样品很难保证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因此其分析结果的重现性也较差［23］．自然风干处理过程

中存在团聚体破碎化，有机质氧化都有可能导致有机磷的矿化加速，从而降低了有机磷含量［24］．本研究

中风干处理后有机磷含量比冷冻处理和鲜样有机磷含量分别低 28%—29%和 9%—10%．我们研究结果

跟周毅等［25］研究结果类似，他们采用添加有机磷标样探讨了干燥温度对沉积物有机磷含量的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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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在较高的温度下干燥会低估有机磷的含量，建议冷冻干燥用于沉积物样品的处理，因此，从实际

操作角度上讲，冷冻干燥保存更适合沉积物有机磷分析测试．
本研究中，各种预处理对沉积物有机磷形态影响差异明显．风干和冻干可提取有机磷含量分别高于

新鲜样品可提取有机磷含量的 13%—26%和 27%．这一方面是微生物细胞随着风干样的再湿润过程而

溶解，磷的提取比例会增加［26］; 另一方面有机化合物团聚体的破坏，大量胶体有机磷被释放，导致干燥样

品有机磷的溶解度比鲜样高［26-27］．值得注意的是，样品干燥处理在增加磷提取率的同时也促使有机磷水解．
如表 3 所示，风干处理 Monoester-P 含量比鲜样高 6%—8%，其 Diester-P 和 Phytic-P 含量均明显低于新鲜

样品．这说明风干处理导致了部分 Diester-P 和 Phytic-P 发生矿化，生成了活性更高的 Monoester-P．白秀玲

等［28］核磁测定有机磷的结果也表明，沉积物风干处理后 DNA 含量明显减少，并且风干处理沉积物磷酸

单酯 /磷酸二酯比例均显著增加，表明样品风干过程中磷酸二酯分解成为磷酸单酯．冷冻干燥处理得到

Monoester-P、Diester-P 和 Phytic-P 含量比较接近于新鲜样品，这跟沉积物有机磷含量结果相一致．综上

所述，不同样品处理方式影响了酶水解有机磷含量，其中风干处理影响显著，引发了有机磷水解矿化，所

以不适合沉积物中有机磷的分析测试．而冷冻干燥更真实地保存了沉积物有机磷形态特征，比较合适有

机磷分析．

表 3 预处理方式对有机磷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pretreatment methods on organic phosphorus

样品
Sample

处理
Treatment

Monoester-P /
( mg·kg－1 )

( % of EOP)

Dieste-P /
( mg·kg－1 )

( % of EOP)

Phytic-P /
( mg·kg－1 )

( % of EOP)

EOP /
( mg·kg－1 )
( % of OP)

OP /
( mg·kg－1 )

风干 34．6±4．0( 39) a 7．3±1．5( 8) a 1．2±0．9( 1) a 88．7±1．0( 72) b 124．4±16．5a

A 鲜样 32．1±4．4 ( 46) a 26．9±0．2( 38) b 3．7±0．4( 5) b 70．1±4．8( 58) a 119．9±6．3a

冷冻 39．5±0．9( 29) a 25．6±1．4( 39) b 2．2±0．1( 2) a 88．8±4．4( 63) b 140．4±17．7a

风干 33．3±0．6( 52) a 8．8±0．2( 14) a 7．8±2．0( 12) a 63．6±2．6( 37) b 173．5±10．4a

B 鲜样 31．3±2．5( 55) a 15．1±0．2( 27) b 8．8±1．2( 16) a 56．4±0．34( 33) a 171．6±11．8a

冷冻 39．3±0．7( 55) b 12．7±0．9( 18) b 5．5±0．2( 8) a 71．7±2．42( 35) c 203．4±17．7b

注: 数据为平均值士标准偏差．括号中数字为占可提取有机磷或总有机磷百分比．同一样品列中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5 n

= 3．下同．

Not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are shown in the table． The number in brackets is the percentage of EOP or OP．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at P ＜ 0．05，n= 3．As same are herein．

2．2 预提取对沉积物有机磷酶水解的影响

不同提取方式下，沉积物有机磷的含量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见，用 HCl 预提取使主提取沉积物可

提取有机磷含量增加了 34．1—51．4 mg·kg－1 ．这说明 HCl 预提取显著提高了沉积物有机磷的回收率，可

使更多有机磷被表征．原因一方面是 HCl 的预提作用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无机磷使得有机磷的比例增加，

从而增大了提取效率［12］; 另一方面可能是 HCl 的预提取提取了沉积物中大量 Fe、Al、Ca 等金属离

子［29］，从而降低了对有机磷吸附固定，有利于沉积物中有机磷的提取．

表 4 提取方式对有机磷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extraction methods on organic phosphorus

样品
Sample

提取方式
Extraction method

Monoester-P /
( mg·kg－1 )

( % of EOP)

Dieste-P /
( mg·kg－1 )

( % of EOP)

Phytic-P
/ ( mg·kg－1 )
( % of EOP)

EOP /
( mg·kg－1 )
( % of OP)

A
HCl 预取 /NaOH /EDTA 主提取 45．9±1．8( 37) ＊＊ 14．2±1．2( 12) ＊＊ 6．1±0．5( 5) ＊＊ 122．9±3．5( 88) ＊＊

NaOH/EDTA 提取 39．5±0．9( 44) 25．6±1．4( 29) 2．2±0．1( 2) 88．8±4．4( 63)

B
HCl 预取 /NaOH /EDTA 主提取 57．9±0．1( 47) ＊＊ 3．3±0．6( 3) ＊＊ 11．6±1．0( 9) ＊＊ 123．1±5．1( 61) ＊＊

NaOH/EDTA 提取 39．3±0．7( 55) 12．7±0．9( 18) 5．5±0．2( 8) 71．7±2．4( 35)

不同提取方式对有机磷的形态影响差异明显，用 HCl 预提取使得测得 Monoester-P 含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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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Phytic-P 含量增加了 110%—177%，Diester-P 含量下降了 45%—74%．这可能是提取过程中

在酸的作用下 Diester-P 发生了水解有关．不同有机磷对酸处理的响应不同．Bowman 研究表明，葡糖磷

酸、植酸、对硝基苯磷酸在强酸条件下很稳定，不容易水解［30］．而 Anderson 结果显示 DNA 和 ＲNA 在强

酸条件下很容易水解［13，31］．周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HCl 存在条件下，沉积物有机磷存在明显的水解过

程，会改变沉积物有机磷的分布［25］．总之，HCl 预提取提高了沉积物 Monoester-P 和 Phytic-P 含量以及有

机磷的回收率，但存在 Diester-P 水解的风险．因此沉积物有机磷提取推荐采用 NaOH /EDTA 提取一步提

取方式进行．
2．3 提取时间对沉积物有机磷酶水解的影响

不同提取时间对沉积物有机磷结果影响如表 5，提取时间对可提取有机磷的影响差异明显，有机磷

的提取率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而提高，从 2 h 到 16 h，可提取有机磷的含量增加了 50%—63%，为保证

沉积物有机磷充分提取，沉积物磷提取时间最好延长至 8—16 h．提取时间对有机磷各形态的影响差异

显著: Monoester-P 和 Diester-P 含量从 2 h 到 8 h 分别增加了 32%—57%和 25%—55%，从 8 h 到 16 h 后

其含量却分别下降了 24%—29%和 30%—35%．这表明提取时间过长会导致 Monoester-P 和 Diester-P 水

解［17］．Phytic-P 含量跟提取时间呈负相关，从 2 h 到 16 h，Phytic-P 含量降低了 67%—69%．这说明提取过

程中 Phytic-P 稳定性差，容易发生发生水解．提取时间既要使有机磷充分释放，又要避免提取过程中有

机磷水解．因此，8 h 是沉积物有机磷酶水解最佳提取时间．

表 5 提取时间对有机磷的影响

Table 5 Influence of extraction time on organic phosphorus

样品
Sample

提取时间
Extraction time /h

Monoester-P /
( mg·kg－1 )

( % of EOP)

Dieste-P /
( mg·kg－1 )

( % of EOP)

Phytic-P /
( mg·kg－1 )

( % of EOP)

EOP /
( mg·kg－1 )
( % of OP)

2 29．9±0．3( 45) ab 16．5±1．5( 25) a 6．1±0．7( 9) c 67．0±3．4( 48) a

A
4 32．7±2．5( 43) b 20．4±0．1( 27) b 4．7±0．4( 6) b 76．1±0．4( 54) b

8 39．5±0．9( 44) c 25．6±1．4( 29) c 2．2±1．4( 2) a 88．8±4．4( 63) c

16 27．9±2．5( 28) a 17．9±0．1( 18) a 2．0±0．8( 2) a 100．6±5．2( 72) d

2 25．1±0．2( 45) a 10．1±0．7( 18) b 16．0±0．9( 29) c 55．7±2．7( 27) a

B
4 31．36±2．8( 50) b 11．2±0．7( 18) b 9．5±0．7( 15) b 62．3±2．2( 31) b

8 39．3±0．7( 55) c 12．7±0．9( 18) c 5．5±0．2( 8) b 71．7±2．4( 35) c

16 29．8±5．6( 33) ab 8．3±0．4( 9) a 4．9±0．5( 5) a 91．0±2．7( 45) d

2．4 提取剂比例对沉积物有机磷酶水解的影响

3 种沉积物与提取剂比例对提取沉积物有机磷含量的影响如表 6 所示，从表 6 中可得，不同提取比

例下，有机磷形态及其含量差异明显．随着提取剂比例的提高，可提取有机磷含量不断增加．在 1∶100 提

取比例下，可提取有机磷含量分别是 1∶30 和 1∶10 的可提取有机磷含量的 1．5—2．4 倍和 2．5—4．2 倍，有

机磷的回收率最高可达到 93%，表明大部分有机磷被表征; Monoester-P 的含量相较于 1∶30 和 1∶10 提取

剂比例分别提高了 1．1—1．9 倍和 2．9—9．5 倍，Phytic-P 的含量相应的提高了 1—10 倍．而 Diester-P 的含

量变化最为显著，从 1∶30 到 1∶100 Diester-P 含量发生了断崖式的下降，降低了 98%．Diester-P 随提取剂

比例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说明 Diester-P 随着提取比例增加而发生了水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随着提取剂

比例增大，提取液中浓度迅速降低，检测的灵敏度也降低，被检测出来的可能性也降低［12］．总之，比例过

低可能低估 Monoester-P、Phytic-P 的实际含量，提取比例过高存在低估 Diester-P 含量的风险．因此，提取

剂比例为 1∶30 更适合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的分析．
2．5 天鹅湖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含量

2015 年 12 月，分别在天鹅湖河口、湖心区和入海口采集表层沉积物样品．沉积物样品采用冷冻干燥

处理，提取固液比为 1∶30，采用 0．25 mol·．L－1 NaOH + 50 mmol·L－1 EDTA 提取，提取时间为 8 h，所得酶

水解有机磷含量如表 7 所示． 天鹅湖 OP 含量为 140．2—268．8 mg·kg－1，均值为 191．2 mg·kg－1，其中，有

机磷含量大小顺序为: 河口区＞湖心区＞入海口． EOP 的提取率为 46%—60%，Monoester-P、Diest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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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ic-P 含量 分 别 为 5． 6—23． 8 mg·kg－1、11． 5—30． 9 mg·kg－1、6． 2—49． 0 mg·kg－1，其 均 值 分 别 为

14．8 mg·kg－1、21．1 mg·kg－1、25．4 mg·kg－1 ．入海口受潮汐影响较大，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低，有机磷含量也

低．河口区受陆源污染影响较大，有机质含量高，有机磷含量也高．天鹅湖沉积物中生物可利用有机磷占

OP 的 25%—47%( 平均占 OP 的 35%) ，这说明沉积物是水体活性磷重要来源．因此，天鹅湖沉积物有机

磷的循环供磷可能是水体活性磷重要补偿机制．

表 6 提取比例对有机磷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extraction ratio on organic phosphorus

样品
Sample

提取比例
Extraction ratio

Monoester-P /
( mg·kg－1 )

( % of EOP)

Dieste-P /
( mg·kg－1 )

( % of EOP)

Phytic-P /
( mg·kg－1 )

( % of EOP)

EOP /
( mg·kg－1 )
( % of OP)

1 ∶10 21．1±2．3( 41) a 26．0±0．6( 51) b 0．1±0．4( 0) a 50．8±1．8( 36) a

A 1 ∶30 39．5±0．9( 44) b 25．6±1．4( 29) b 2．2±0．5( 2) a 88．8±4．4( 63) b

1 ∶100 83．1±2．9( 64) c 0．6±0．4( 0) a 24．8±2．2( 19) b 130．3±0．7( 93) c

1 ∶10 11．1±0．5( 27) a 16．1±0．8( 40) c 1．8±0．4( 4) a 40．6±2．0( 20) a

B 1 ∶30 39．3±0．7( 55) b 12．7±0．9( 18) b 5．5±0．4( 8) b 71．7±2．4( 35) b

1 ∶100 116．7±4．2( 68) 0．3±0．3( 0) a 10．8±0．5( 6) c 170．5±8．1( 84) c

表 7 天鹅湖沉积物酶水解有机磷含量

Table 7 The concentration of organic phosphorus from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Swan Lake

样点
Sample

Monoester-P /
( mg·kg－1 )

( % of EOP)

Dieste-/
( mg·kg－1 )

( % of EOP) P

Phytic-P /
( mg·kg－1 )

( % of EOP)

EOP /
( mg·kg－1 )
( % of OP)

OP /
( mg·kg－1 )

河口区 5．6±0．8( 4) 11．5±6．4( 9) 49．0±5．2( 39) 124．6±3．6( 46) 268．8±10．3

湖心区 23．8±4．9( 30) 30．9±4．6( 38) 22．4±5．8( 28) 80．6±7．0( 49) 164．5±6．5

入海口 14．9±4．4( 18) 23．9±2．9( 28) 6．2±1．5( 7) 84．7±0．2( 60) 140．2±10．6

3 结论( Conclusions)

本研究提供一种利用商品化磷酸酶研究沉积物有机磷的实验方法，该方法可以表征有机磷生物有

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沉积物样品采用冷冻干燥处理，提取固液比为 1∶ 30，采用 0．25 mol·L－1 NaOH+
50 mmol·L－1 EDTA 一步提取 8 h 是沉积物酶水解技术的最佳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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