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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cPh 和 cs计年基础上 ，对采 自洱海深水湖区沉积物拄芯进行了 c．叫f无机碳)、c嘲{有机碳】、 N、S 

含量和 P形态分折。 c。 垂直剖面具 沉降 一降解 ．堆积 三阶段分布特征 ，沉降和堆积通量分别为 l2．7 g／{rrl ·a】 

和 7．20 ／{ ·8)；降解速率常数为 0．017 a一，寄宿时间为40 a。 的垂直分布与 c。 相似 ，沉降和堆积通量分别 

为 2．62 g／{ ·8)和 1．2l g／(r／1 ·a)；降解速率常数为 c 的 1．4倍 ，寄宿时间仅为 c。 的 3／4。S在沉积物拄芯 

中显示出较大渡动，沉降和堆积通量分别为 0 73 g／{r／1 ·a】和 1．23 g／( ·a)。P (有机磷) P {总磷)和 {钙 

磷)呈同步变化，降解图示与 C。 相似；P 的转化导致 P 增高。c 及原子 比C／N随沉积物深度的变化趋势一 

致，有机质选择性分解不明显 ；堆积阶段 C／N比为 6 8，与海洋 Reclifield值相近 ，指示沉积物有机质主要来 自陆源 

植物。c／S比由沉降阶段的 l：0．02l降至堆积阶段的 l：0．065。上述说明，洱海沉积物既具有陆地湖泊特征(陆源有 

机质)．又具海洋特点(c／N比一致)；既具高纬度湖泊特征(C／N比和 c／P比较低)，又具亚热带湖泊特点(陆源控制 

的较高生产力)。洱海沉积物中 c及其相关元素现代沉积地球化学过程的上述多元特点是喜马拉雅隆起对云贵高原 

近代环境影响“低纬度 一高海拔效应 的印证。 

关键词：C-N·S-P；翅逭 婆 垂； 旦 
中图分类号 ：P59；X414 文献标识码 ：A 

0 引 言 

彤 裴 ，敌 

喜马拉雅隆起在其东翼塑造了三级阶地并产 

生了多种类型的环境影响。云贵高原作为其东翼斜 

坡 ，是喜马拉雅隆起在南亚大陆的亚热带气候区中 

形成的一个海拔梯度大、地势格局复杂的特异环境 

单元。该地域兼受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的交汇影 

响，环境影响的地质记录丰富 通过对云贵高原不 

同地质体环境记录的研究，对认识喜马拉雅隆起的 

全球环境影响，辨识近代人为活动与环境 自然演化 

的作用份额具有特别的价值 。 

湖泊沉积物作为流域地表运移物质和大气散 

落物质的共同宿体 ，连续 、敏感 、高分辨地记录了区 

域及全球环境信息，在恢复千年、百年、十年、年、乃 

至季节性时间尺度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上具有其他 

地质记录无法替代的优势，是研究鞔近过去环境变 

化的重要档案馆 ， 。c、N、S、P作为地表环境物质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基本元素，它们的组合反映了 

区域范围生态环境演化的基本特点 。 

洱海是滇西高原最大的断陷湖，其近代沉积物 

中 C及相关的 N、P、S等元素的赋存状态和组合特 

征可能反映出云贵高原特殊地质环境背景条件下元 

素地球化学循环的特异性。认识这种低纬度和高海 

拔地区现代沉积地球化学过程的记录，将有益于建 

立和验证喜马拉雅隆起和西南季风影响下环境物质 

的外生地球化学循环模式。湖泊现代沉积地球化学 

环境记录研究 ，首先需要在高分辨的精度上测定沉 

积物的时序特征，建立其过去环境信息的年谱关系； 

进而从已知沉积年代的样品中提取有意义的环境信 

息 在已有另文 。 讨论洱海现代沉积物计年和沉 

积元素主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剖析近几百 

年来洱海沉积物记录的 C、N、S、P关系。 

l 区域环境背景 

洱海位 于云南省大理市北郊 ，东经 100<：05 一 

100。17 ．北纬 25'35 一25'：'58 ，呈北北西 一南南东方 

向狭长状展布 (图 1)，长 42 km，最大宽度 8．4 km， 

属澜沧江水系。该湖正常水位 1 974 m(海防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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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 面积 249．8 km ．汇水 面积 2 656 km ，湖水补给 

系数约 10．6；平均水深 10．5 m，最大水深 20．9 m； 

湖水容量约 2．88×10 m ．年输送水量 8．13×l 

m  ．湖水寄宿时间 2．75 a 。 

洱海地区属亚热带西部型季风气候 ，明显受西 

南季风影响埔目区年均气温 15℃．年均降雨量 1 060 

mm．年均蒸发量 1 970 1"12／11。洱海汇水 区域的基岩以 

沉积岩和变质岩为主，广泛发育碳酸盐岩、片麻岩和 

硅质岩。因受本区碳酸盐岩地质背景及亚热带季风 

图 1 洱海地理位置丑采样部位示意图 

Fi$ 1 Schematic geographic map of Lake Erlufi 

showing 1he sa皿 I sites 

气候的控制 ，洱海潮水表现 出明显的碳酸盐岩溶蚀 

的水化学特征 1 61：①湖水呈弱碱性、中硬度、低矿化 

度；②湖水溶质以cä 、M异 、HCO~-为主 (占阴阳 

离子当量总数的60％以上)，为典型的碳酸盐岩侵 

蚀特征 ；③湖水离子浓度 Ca2 >M >Na >K ， 

HCO3》S 一>CI，按阿列金的分类，属于重碳酸盐 

类钙组二 型水 {C J。 

2 采样及分析方法 

采集可靠的未经扰动的沉积物柱芯是获取准确 

环境记录的关键。利用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采样装 

置 j．分别于 1991—12—08和 1994—07—13在洱 

海南部接近于出Is]处的湖区 1号和深水湖区的3号 

样点采集沉积物柱芯(图 1．表 1)。所采得的沉积物 

柱芯悬浮层未受扰动．界面水清澈透明。各沉积物 

柱芯顶部 O—O．5 cm为悬浮层，呈褐黄色；0．5—1 

em为界面亚扩散层 ．呈斑状灰黄色并有结核；1 cm 

以下颜色逐渐变暗，并于 4 cm深度 出现黑色斑点 ； 

在 10 cm深度出现气孔 采样后 ，立即在野外现场 

按 O．5—1．0 cm间隔分截沉积物柱芯。称重后逐层 

节的湿沉积物样 品用 FD一3．85D．MP型冷冻干燥仪 

(一80 、30 mT)进行低温干燥或低于 6O℃条件 

下烘干．称取干重并研磨至 100—200目待用。根据 

逐层节的干重和湿重关系计算出其孔隙度并进行沉 

积物柱芯的质量深度校正。在沉积物柱芯分截过程 

中，对 3号样点的 5个柱芯层位的一致性进行了核 

定对 比。 

实验中用 PE2400 sERIES II CHNS型元素分析 

仪进行 C⋯ 及 c⋯ 、s等化学组分测定。干沉积 

物样品在 1 mol／L盐酸中超声振荡去除碳酸盐 ，经 

清洗过滤 ，并在小于60 qc的温度下干燥后进行有机 

组分分析。通过对内部标准样的重复分析得到实际 

分析精度：C为 1％ 一14％，N为 10％，S为 10％ 一 

12％。条件试验表明 ：真空干燥法与清洗烘干法都 

可获得比较稳定且对比性较好的分析结果 · 1o 

表 1 洱海沉积辆柱芯情况 

Table 1 Dese~l mls sediment∞ m  in k Ett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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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的分析采用优化的连续提取技术 ⋯，“l，根据 

成分特性、试剂强度、反应级序和反应时间将 P分 

成五种化学组分：①吸附态磷 ( )；②铁束缚磷 

(P )；③钙磷 (Pc )；④碎屑磷 lP )；⑤有机磷 

( )。各步骤提取 出的 P使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GBll893．89)和异丁醇萃取 SnC1 还原光度法测 

定。前者分析精度优于 1．5％；后者 只用于 Pr 的分 

析，精度优于 20％。 

3 结果与讨论 

所有分析结果分别列于表 2～表 4，并将有关资 

料绘于图 2～图 6。 

表 2 洱海不同沉积物柱芯中平均含碳指标对 比 

Table 2 Comparisons of mean carbon indices 

between sedimem eol~s in Lake Erhai 

沉积物计 年为根据放射性核素 ” cs和 Pb 

的测定结果 - 。EH940713．1．1与 EH940713．3．2两 

柱芯 Pb 。方法计年结果一致。前者位于湖区近出 

口处的 1号样 点 ，沉积 物堆积速 率可能 略小 。 

EH940713．3．2柱芯的 Pb 方法结果与 ” cs时标 

沉积物堆积速率也相符，证明了计 年结果可靠。此 

外 ，由 ” cs垂直剖面可知，近 3O多年来的3个时段 

的沉积物平均堆积速率稳定。可以认为，该计年结 

果表征了洱海深水湖区沉积物柱芯具连续 、稳定的 

堆积特点。本文以深水湖区 (3号样点)的沉积物柱 

芯进行讨论 ，有关年代均以沉积物平均堆积速率 

【(0．046±0．002)g／(cnl ·a)]作为计算的依据 

湖泊沉积物堆积存在年际不均匀性，但在深水湖区 

进行的沉积作用会相对稳定一些 。瑞士格莱芬湖纹 

理计年表明．虽然存在着个别年份的异常变化，但是 

作为一个时段 的沉积作用仍较稳定 ，并与该部位 

” cs时标确定的沉积物平均堆积速率吻合 1 3．“l。对 

于不存在年纹理和其他逐年分辨标志的湖泊沉积物 

柱芯 ，目前仅能在高精度 Pb和 ” cs计年结果基 

础上讨论其沉积物堆积作用的时序关系。 

表 3 洱海沉积物柱芯中 c - s-P生牺地球化学行为参数 

Table 3 Pnr肌 ete for biogeoehemicat behavio~。f C j N、S and P in the sedi~ nt㈣ s of Lake Erhai 

注 ：(1) 即还原态 硫 。 

E 
0 

嫩 

E 
3  

醚 

图 2 EH94071 3-3—2(a．b) 

与 EH940713—3—1(c)柱芯沉 

积物 C C 和 C⋯  

垂直剖面图 

Fig 2 C-山l C雌 and C 

in sediment cores EH940713-3．2 

and EH9407I3-3—1 of L ke Erhai 

I．C 2．C l；3．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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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H940713-3—2与 EH911208．3．1柱 芯沉积 物 

c 降解分析 

Fig 3 Cm decomposition in sediment。0res EH9407I3-3—2 

and EH91I208-3一I 

a．整个柱芯； 阵解阶段的放大 

图 4 EH940713．3．2柱芯沉积物 N和 S含量垂直剖面对比 

rig 4 N and S in sediment㈣ EH9407l3-3-2 

100 

10 

‘ Pm  ‘● ‘P ‘ 口 PF 

‘ Pf日 ‘十 Pi．o~ ‘’it- P 

! 

鬈-x． !=?” 一 ⋯⋯⋯⋯⋯⋯． 
2 、．．一 一 ，一 

。

●  

●

● 

抽J ’ 
～

● ‘  

0 

表 4 EH94~ 13-3-2沉积物柱芯中 cq．N-S-P的原子比 

Table 4 Atomic ratios among C 
． ． S．Bnd P in sediment∞re 

项 目 C／N C／S N／P C ：N ：P：S 

3．1 沉积物中的 C 

3，l_1 沉积物柱芯中的 c 、c。 和 c 关系 

湖泊沉积物中既存在无机碳酸盐的溶蚀 和结 

晶，叉存在生物残骸有机碳的分解和转化。碳酸盐 

包括外源 (Allogenic)、内生 (Endogenic)和 自生 

(Authigenic)三种来源 。有机碳主要源于流域生 

物碎屑、水体浮游和底栖生物残骸 、底层微生物组织 

中的油脂、碳氢化台物 、蛋白质等。在沉积物中的有 

机质参与了各种生物化学和地球化学作用，是括泼 

的生物地球化学要素。早期成岩过程中+有机质分 

解而产生HCOf，并制约沉积物孔隙水碱度和溶解无 

机碳含量，进而改变孔隙水的碳酸盐溶解平衡关 

系 

EH940713·3·2与 EH940713．3．1柱 芯沉 积物 中 

c 、c⋯ c⋯ 垂直剖面的对 比(图 2)可见，① c 

与 C。 的垂直剖面具有同步变化趋势 ，其含量随深 

度同步下降，并在 10 cm以下趋于较稳定的状态(图 

2a)；② EH940713．3-2柱芯 长 4lcm，C l、C。 和 

c一 平均含量分别为 2．05％ 、1．79％和 0．27％，C 

平均占c 的87．9％(图2a)；③ c 含量低，垂直 

剖面稳定性差 ，在 10 cm深度以上呈现出较大波动； 

@ EH940713-3—2与 EH940713-3．1两 柱 芯 在 同 一 

天、同 样点采集，其相同深度内的平均含碳指标十 

分吻合(表 2，图 2b、c)。 

质量深度 (Nemz) 深度 (cm) 

图 5 EH940713·3·2柱芯沉积物 P化学形态分配{a)及 N和 P 含量垂直剖面对 比(b) 

Fig．5 P slmeiatlon(a)and N／P mlio【b)in sediment COle EH940713 3—2 

一丑lJ 一芎d，z I(盖  一箬 一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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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H940713—3—2柱芯 沉积物 c雠一N—S—P 

垂直剖面综合 比较曲线 

F 6 AIomieratios of N．S＆ Pwith C in⋯ EH940713-3-2 

3 1．2 沉积物柱芯 中的 C。 

由于早期成岩过程中有机质降解的影响，洱海 

沉积物柱芯中 C。 垂直剖面呈现出明显的 “沉降 ． 

降解 ．堆积”三阶段分布特征(图3)。在沉降阶段有 

机质未发生明显的降解作用 ，C 含量稳定 ；在早期 

成岩作用阶段，有机质发生明显的生物氧化作用，有 

机碳含量呈指数衰减的急剧变化；经降解作用残留 

的 C。 相对稳定地积蓄在沉积物中。沉降阶段的有 

机碳含量反映出水体中有机残骸的沉降通量，是生 

态系统生产力的直接标志；而堆积阶段的 C。 。含量 

则是早期成岩作用后的残余部分。堆积通量反映出 

碳循环的相对稳定归宿部分。只有在考虑到降解作 

用的前提下 ，堆积通量才能标志生态系统的生产 

力 。一些情 况下 ，忽略 了沉降通量与堆积通量 的阶 

段差别，含糊地将二者都作为湖泊初级生产力，以致 

于产 生不 必要 的混淆。 

EH940713-3-2与 EH91 1208．3．1两个沉积物柱 

芯都采 自3号样点 ，采样年份和采样季节都不一 

样。但两个沉积物柱芯 c。 垂直剖面分布图示完全 
一 致 ，反映出沉积物中 c。 的沉积后生物地球化学 

行为的共性 (图 3a)。根据垂直剖面变化，模拟计算 

出 C 在“沉降 ．降解 ．堆积”三阶段的有关参数(表 

3)。从而获得洱海深水湖区 C 。的平均沉降通量为 

12．7 g／(m：·a)，堆积通量为 7、2O g／(m ·a)，堆积 

通量仅为沉降通量的 54．5％ ；早期成岩过程 中 c 

的降解速率常数为 0．017 a～．寄宿时间为 40 a。 

E11940713-3-2沉积物柱芯中 c．删 。的垂直剖面 

趋势表明，在 10 cnl深度 C 含量开始下降 ，并于 

15 cm深度以下趋于稳定的低含量波动(图 2)。这一 

情况与有机质的降解趋势和碳酸盐的溶解平衡相吻 

合。根据 15 cm深度以下趋于稳定的 C 含量 ，计 

算出 EH940713-3．2沉积物柱芯 中C⋯ 的堆积通量 

为 0．62 g／(m -a)，仅相 当于 C 堆积 通量 的 

8．6％ 由此可知，洱海深水湖区沉积物中 C．Ⅲ C 

及 C 的堆积通量分别为 7．4 g／(m -a)，6 8 g／ 

fm ·a)及 0 62 g／(m：·a)。 

3．2 沉积物中的 N、S、P特征 

3．2 1 沉积物柱芯中的 N、S 

EH940713-3．2沉 积物 柱芯 中的有机 氮 (N)具 有 

与 C 相似的垂直剖面分布图示，同样可以分辩 出 

有机质的“沉降 ．降解 ．堆积”三个生物地球化学作 

用阶段(图 4)。同时，它们的时序关系也完全相同。 

但是，N在降解阶段的降解速率常数为 c 的 1．4 

倍，寄宿时间仅仅为 c 的 3／4。再加上 N降解阶段 

持续时间与 c 相同，所以 N的堆积通量仅为沉降 

通量的 46．0％ ，而 C。 的堆积通量达沉降通量 的 

54．5％ (表 3)。其他沉积物柱芯中 N垂直剖面趋势 

也相似。 

S。 (还原态硫)在沉积物柱芯中的垂直剖面呈 

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图 4)。一方面看不出沉降与 

降解阶段明显的含量变化 ；另一方面在对应于堆积 

阶段时，其含量反而增高。在沉积物顶部的 10 em深 

度内较低的 s含量一直持续到 c 降解过程的结 

束，其沉降通量为 0．73 g／(m ·a)；而 10 cm以下的 

堆积通量为 1．23 g／(m ·a)(表 3)。这可能是沉积 

物早期成岩有机质降解过程中 S与 c、N元素的重 

要差别。C 和 N伴随降解过程而产生 C、N元素形 

态转化和运移 ，而 S的转化主要受硫酸盐硫被还原 

所控制。通常 ．沉积物孔隙水 中SOl 的渗透深度可 

达 6 cm以下。在厌氧条件下经硫酸盐还原细菌作用 

导致了还原态 s ‘的产生 。S ‘可能与 Fe结合成铁 

硫化物，乃至更为稳定的磺酸盐类有机硫化物，出现 

硫的积累并形成硫化层。此时，s只存在形态转化而 

难以运移。当秋季湖底缺氧时，硫酸盐还原作用上 

移至沉积物 水界面进行。硫酸盐还原细菌作用生 

成的部分 s2 与界面处的还原态 Fe结合，产生亚扩 

散层的屏蔽效应 “ ；而另一部分还原态 S 可能向 

上 覆 水 体 扩 散 ，并 产 生 水 质 不 良影 响 n 。 

EH940713．1．1和 EH911208．3．1两沉积物柱芯的平 

均 S沉降 (或堆积)通量分别为 0、63 g／(m ·a)和 

0．27 g／( ·a)，显示 出更大的波动和不规则变 

化。特别是 EH940713．3．2与 EHg]1208．3-1两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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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柱芯相比较，前者为夏季，后者为冬季；前者变化 

明显，后者剖面平稳。据此推测夏季洱海湖底趋于 

还原状态 ，沉积物中可观测到s的积累；在秋季硫酸 

盐还原细菌作用生成的部分 s2 的释放对上覆水体 

的水质及沉积物氧化还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 

sOj一孔隙水浓度梯度计算，硫向上覆水体的扩散通 

量约为 0．14 mg／l cm ·a) l。 

3 2．2 沉积物柱芯中的 P 

EH9407l3．3．2沉积物柱芯中 P的各相态分布 

由大到小顺序是：自生 ．生物 一CaCO 束缚磷 (Pc )、 

、 碎屑 ．其他无机磷 (P⋯ )、铁磷 (Pr )、可交换 ． 

松散吸附磷(P )(图 5)。各相态磷在沉积物中随深 

度的垂直变化趋势不完全一样：P P。 与P．Ⅲ 呈现 

出很好的同步关系，并与沉积物柱芯中 c。 的降解 

图示相似；碎屑．其他无机磷(B 茁沉积物有机质 

降解过程中呈现出增高的现象，可能是 P 转化所 

致；n 与 P日 的含量比例较小，仅呈现出低含量波 

动。根据沉积物 ．水界面附近 P 和 的平均含量 

计算出它们的沉降通量分别为 0．69 g／(m a)和 

0．18 g／(I11 ·a)；根据 l0 cm以下 和 P哪的平均 

含量计算出其堆积通量分别为 0．55 g／(mz-a)和 

0．12 g／(I11 -a)(表 3j。 

3．3 沉积物中 c．N．s-P的关系 

根据沉积物柱芯剖面上沉降阶段和堆积阶段有 

机质各元素的含量，按原子量计算出它们之间的原 

子比关系，并与海洋浮蝣生物颗粒物 Redfield比(即 

c：N：P：s比值)对照 I(表4，图6)。表 4中，C：N：P： 

s表示以 P或 c的原子数为 1个单位时的元素比例 

关 系。 

3．3．1 沉积物柱芯中的 C／N特征 

沉积物 c。 和 N都是属于有机质分解过程中赋 

存状态易转化的元素．其变化取决于沉积物中微生 

物作用的程度 oI。洱海沉积物柱芯中，无论沉降阶 

段 ，还是堆积阶段 ，c。 与 N的原子比都没有大幅度 

的升降；两阶段平均值分别为 5．8和6．8，证明有机 

质的选择性分解并不十分强烈。同时 ．洱海沉积物 

堆积阶段的 C／N与 Redifield值基本一致。埋藏在沉 

积物中的颗粒物较悬浮状态更有利于 C／N的稳定 

和信息的保存。不同湖泊沉积物中，C／N的不同主 

要是其来源的差异。通常，有纤维束植物碎屑的 C／ 

N>20，无纤维束植物的 C／N为 4 12；湖泊中浮 

游动物的 C／N低．浮游植物高；许多湖泊表层沉积 

物的 C／N为 6～14l2 。洱海沉积物 C／N为 5．8～ 

6 8，指示其有机质主要来 自无纤维柬陆源植物。这 

与 ”c 为 一27．56‰反映的结果一致(作者待刊资 

料)。同时，C。 含量及 C／N随沉积物深度的变化趋 

势一致 ，也说 明了洱海沉积 物 C 记录的主要是其 

汇水区植被系统的变化。 

3．3 2 沉积物柱芯中的C／S特征 

在湖泊沉积物 中SO；一是仅次于 O 和NO3的氧 

化剂，充 当有机质生物降解过程中的电子受体。 

EH9407l3．3．2沉积物柱芯 中 S的含量波动 、垂直 剖 

面反向(图 4)、以及 C／S变化 (图 6)，正好表征早期 

成岩作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sOi 作为氧化剂而大 

幅度消耗，并以还原形式积累。 

由于 c 在降解阶段的转化和转移，而 s在进 

入堆积阶段后又出现积累 ，因而在 EH940713-3．2沉 

积物柱芯中堆积阶段的 c／s原子 比由沉降阶段的 

48降至 l5；但仍远大于海洋 Redifield值中的 C／S 

原子 比(6j。 

鉴于 C。 与 N在整个沉积物柱芯中垂直分布的 

一 致性．以及 C／N随沉积物深度的变化趋势与氨一 

致，可以认为硫酸盐氧化作用对洱海沉积物 c。 降 

解的影响是很小的。 

3．3．3 沉积物柱芯中的 c：N：P：s关系 

海洋水质组分稳定 、陆源影响很小、物质更新速 

度快，浮游植物不象湖泊中那样严格地或经常地受 

N、P营养条件的限制，因而海洋颗粒物成分相对均 
一

，与活细胞成分相似，C：N：P：S值相当稳定。与 

海洋相比．湖泊中的C、N组分变化幅度要大得多。 

一 般认为，太湖、深水湖营养充足，环境稳定，与海洋 

中的 Redfield比例接近 。湖泊营养元素若符合 

Redfield比，则标志着湖泊浮游植物的营养充足并 

能够接近海洋浮游植物生长最佳速率。对于淡水而 

言，如果颗粒物中 C／N、C／P和 N／P比值高，可认 

为是陆源为主 湖}自颗粒物的 C／N、C／P及 N／P 

值总体高于海洋 。其中，近极地湖泊较低 ，赤道和温 

带贫营养湖泊较高；水 寄宿时间长的湖泊较高；小 

湖较大湖更缺少 N和 P 。对比沉降阶段与堆积阶 

段 EH940713．3—2沉积物柱芯中的 C：N：P：S原子 

比关系可见：①堆积阶段较沉降阶段更接近于海洋 

中的 Redfield比例；②特别是 c／N比值，在堆积 

阶段已经与海洋基本一致(1：0．15)；③沉降阶段的 

C／P比值为 1：0．005 4．而堆积阶段仅因为 C 的降 

解才略降低为 1：0．066，仍然高于海洋的1：0．0O9 4； 

④无论沉降阶段，还是堆积阶段，C／S比值均较海 

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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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通过洱海沉积物 中C、N、S、P的垂直剖面研究 

和分析 ，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 。 

(1)沉积物柱芯中 c -、c 及 c 具有较稳定 

的垂直分布图示 ；c 与 c 具同步变化趋势；C 

具有控制性地位 ，c 平均占 c 的 87．9％。 

(2)由于早期成岩过程中有机质降解的影 响， 

沉积物 c 垂直剖面具 有明显的 ”沉降 ．降解 ．堆 

积”三阶段分布特征；因孔隙水对方解石不饱和， 

c 剖面含量具一定波动 c 平均沉 降通量为 

12．7 g／(1,117·a)，堆积通量为 7．2O g／(m ·a1，堆积 

通 量为沉 降通量 的 54 5％ ；c⋯ 的堆积通 量为 

0 62 g／【Irl~2·a)，仅相当于 c 堆积通量的8．6％ ； 

早期成岩过程中 c 的降解速率常数为 0．017 a ， 

寄宿时间为 40 a 

(3)沉积物中的 N具有与 c。 相似的垂直分布 

图示。 的平均沉降通量为 2．62 g／(I"il a)，堆积通 

量为 1 2l g／(m ·a)，堆积通量仅仅为沉降通量的 

46．O％ ；N在 降解阶段 的降解速率常数为 c。 的 

1．4倍，寄宿时间仅仅为 c 的 3／4。 

(4)s在沉积物柱芯中显示出较大的波动和不 

规则变化。沉降与降解阶段的含量变化不明显，沉 

降通量为 0．73 g／(nl2·a)；堆积阶段的含量反而增 

高，堆积通量为 1．23 g／(m -a) 这可能是沉积物 

早期成岩有机质降解过程中 s与 c、N元素的重要 

差别。沉积物中C。 和 N伴随降解过程而产生 c、N 

元素形态转化和运移 ；S积累主要反 映出形态转 

化 。 

(5)沉积物 中各相态磷的分布 由大到小顺序 

是 ：P P⋯ P P 和 P 。沉积物柱芯 中 P⋯ P 

和 Pc．呈现出同步关系 ，并与 c。 的降解图示相似； 

由于 的转化 ，P 呈现出增高的现象 ；P 与P 

含量比例较小；P 和 P 的平均沉降通量分别为 

0．69 g／(m a)和 0．18 g／(m -a)；堆积通量分别 

为 0．55 g／(m ·a)和 0．12 g／(m -a)。 

(6)沉积物 C 与 N原子 比 c／ 没有大幅度 

的升降，有机质的选择性分解不明显，沉降与堆积 

两阶段分别为 5．8和 6．8。堆积阶段的 C／N与海洋 

Redifield值基本一致。c／N指示沉积物有机质主 

要来 自无纤维束的陆源植物。s在进入堆积阶段后 

出现积累，堆积阶段的 c：S原子比由沉降阶段 的 

1：0．021降至 1：0．065。鉴于 c。 与 在整个沉积物 

柱芯中垂直分布的一致性，以及 c／N随沉积物深度 

的变化趋势与 相一致 ，可以认为硫酸盐氧化作用 

对洱海沉积物 c 降解的影响是很小的。 

(7)洱海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较高，c／N、c／s 

比值较小，反映该地区湖泊物源和底层水体氧化还 

原状态的特殊性。洱海水体季节性变化大、湖底氧 

化性较强，有机质降解梯度明显 ；微生物活动主要在 

10 cnl或稍深一些的上部沉积物中活动 ；N含量在 

lO～20 cnl处相对 C损 失较大 ，而 S在 10 cnl深度 

下积累 。上述 事实 显示 C、N的分解释 放和 S积累受 

湖底季节性缺氧的影响。 

上述分析说明，洱海沉积物既具有陆地湖泊特 

征 (陆源有机质 )，叉具有海洋特点 (C／N比值一 

致)；既具有高纬度湖泊特征 (较低的 c／N、c／P 

比)，又具有亚热带湖泊特点 (陆源控制的较高生产 

力)。湖泊沉积物中 C及其相关元素地球化学过程 

的特点是喜马拉雅隆起对云贵高原环境影响的部分 

表现 进一步的研究将是多个湖泊沉积物 的对 比， 

以揭示其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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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chemical records of C⋯N S P in recent sediments of Lake Erha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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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tract： Sediment cores were collected in deep water of Lake Erhai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Yunna1．Guizhou 

Platean ，the middle tier in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Himalaya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tud),on dating sedi· 

ments using Pb ．and Cs，the concentrations of C C∞ N，S and P in chemical forms in each sectioned layer 

of the sediment core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1)C 山 C。 and C⋯E show relatively stable distri． 

button via depths of sediment COreS． An average content of C。 is 87．9％ of C ．However，they have pmsent~  

simultaneously changeable trends thmu g}I sediment cores．Vertical profiles of C。 in sediments suggest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by three stages of“deposition—decomposition—ac cumulation”with an average deposition flux of 1 2 7 

g／(m2‘a)and an accumulation flux of 7．20 g／(m ·a)．In early diagenesis，the decomposition rate constant of 

C is 0．O17 a with aresidencetime of40 a．(2)Nin sediment cores has a similar vertical distributiontothe C⋯ 

Its average deposition flux is 2．62 g／(m。‘a)。and accumulation flux 1．2】g／Im ·a)． e decomposition rate 

constant of Nis 1．4times ofthat ofthe C。 witl1 a residencetime ofonly 3／4ofthat ofthe C (3)Sin sediment 

cores has a larger wave via depth，but its content doesn’t vary obviously in the stages of deposition and decompo· 

st：ion．Its deposition flux is 0．73 g／(m a)and accumulation flux is 1．23 g／(m ·a)，which is due to trans— 

formation of geochemical phases．(4)Sequences of the P concentrations in chemical phases from big to small are 

Pce P ， Pin。 ，Pr and P．d ．The Pin。 at a specific depth increases due to transformation of the P。 Mean depo— 

st：ion fluxes for P 1日J and P。 are 0．69 g／(m ·a)and 0．18 g／(m2·a)+respectively．and accumulation fluxes f0r 

P I and P。 are 0．55 g／(m ‘a)and 0．12 g／(m2‘a)，respectively．(5)Atomic ratios (C／N)ofC。 and N vary, 

slightly． They are 5．8 and 6．8 for the deposition an d accumulation stages．respectively．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Redfield in the ocean．C／P ratio is hi g}Ier than that in the ocean．These characteristics suggest that organic matters 

in the sediments ma inly originated from continental plants without cellulose．The C an d the C／N values tend to 

consistent via sedimen：depths， indicating tl1at C。H in sediments reserves variations in ecosystems resulted from 

continents．Therefore．sediments in Lake Erhai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both inland lakes fland．derived organ ic 

matter)and ocean(similar C／N ratioj present，and that both lakes in high latitude(1ower C／N and C／P ratios) 

and lakes in subtropical zone lcontinental smli'ce—controlled relatively hi g}I production)show．Muhivariate features 

on geochemical processes of C，N and P in the sediments of Lake Erhai，i．e．，“low latitude—hi【g}I altitude effect”， 

are part of manifestations that resulted from lifting of the Himalayas． Future study will focus on comparison of 

sediments among lakes in order to reveal trend of influence of the Himalayas uplift． 

Key words：C—N—S—P：lake sediment record ；Lake Er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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