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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草海湿地这一典型高原湖泊湿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17 个表层沉积物和 3 根代表性湖

区沉积物柱芯总有机碳( TOC) 含量、有机碳 δ13C 及 C /N 值，探讨了草海湿地表层沉积物和三个重点湖区不同深度

沉积物有机质的主要来源，并利用有机碳 δ13C 和 C /N 值对表层沉积物有机碳来源进行定量分析 . 结果表明: 草海

表层沉积物中 TOC 含量、δ13C 和 C /N 值变化范围分别为 6． 86% ～ 34． 85%，－ 28． 49% ～ － 18． 19% ，7． 36 ～ 11． 12;

表层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生产和沉水植物，沉水植物贡献率为 49． 7%，藻类初级生产的贡献率为 48． 8%，

而陆源输入只对东部湖区有较小影响; 东部湖区上部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底部受到藻类生长、陆源输入

及沉水植物共同影响，湖心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与沉水植物，出水口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沉水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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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泊沉积物作为流域地表运移物质和大气散落物质的宿体，连续、敏感、高分辨地记录了区域及全球环

境信息，是研究过去环境变化的重要档案馆［1 － 2］. 沉积物包含了丰富的生物与环境信息，沉积物有机质保存

了原始生产力转变过程及自然因素控制的水质变化等重要信息［3］. 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包括内源( 主要是

藻类和水生植物) 和外源( 主要是流域侵蚀带来的陆源植物碎屑) ［4］. 不同来源的有机碳由于其光合作用、
碳同化作用和碳源同位素组成不同，因而具有特定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可以指示水生系统中有机碳的不同

来源［5 － 6］. 有机质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和 C /N 值被认为是判断有机质来源的有效指标［7］，很多研究者将有

机质碳同位素组成与 C /N 值结合起来示踪有机质的不同来源 .
研究沉积物中有机碳的空间分布和来源变化，对阐明水生生态系统中碳氮磷的迁移转化过程以及控制

内源负荷和防治富营养化具有重要指导价值［8］. 草海湿地是云贵高原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和主要的候鸟

越冬、迁徙停歇地，目前对草海湿地沉积物有机质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仅有少数研究利用稳定碳同位素探

讨了古气候信息［16 － 17］，对有机质的来源及其空间变化尚缺乏系统研究 . 本文拟通过对草海表层沉积物和不

同湖区沉积物柱芯中有机碳、氮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的对比研究，揭示草海沉积物有机碳的不同来源及贡献

大小，为草海湿地保护和富营养化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 .

1 研究区概况

草海( 26°47' ～ 26°52'N，104°1，0' ～ 104°20'E) 是一个高原淡水湖泊，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威宁彝族虎族苗

族自治县境内 . 流域海拔 2 172 ～ 2 234 m，湖泊长约 14． 2 km，最大宽 6． 2 km，平均宽 1． 76 km，最大水深

5． 0 m，平均水深 1． 5 m. 草海属山地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垂直气候带明显 . 湖区年平均降水量 950． 9 mm，

5 ～ 10 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88%. 水源补给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其次为地下水［19］. 湖水 pH 变化范围为

7． 6 ～ 8． 4. 草海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污水处理设施缺乏，周围村寨和乡镇的生产生活污水是主要污染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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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 1 样品采集与分析

2． 1． 1 样品采集 根据草海湿地水文特点，在全湖布设 17 个采样点( 图 1) ，采集 0 ～ 5 cm 的表层沉积物 .
根据污染程度分别在西海码头( MT) 、湖心( HX) 、阳关山( YGS) 三个典型湖区各采集 1 根沉积物柱芯，其中

MT 柱芯采自 1 号采样点，离县城最近，该湖区水污染最严重; HX 柱芯采自 7 号采样点，位于湖心区域，水质

较好; YGS 柱芯采自 15 号采样点，位于全湖唯一出水口附近，该湖区沉水植物繁茂 . 与此同时，采集草海各

主要湖区藻类样品 .

图 1 草海沉积物采样点分布图

Fig． 1 Location of sediment sampling sites of Lake Caohai
表层沉积物用抓斗采样器采集，采集到的沉积物装于预先处理过的离心管并于低温( 4 ℃ ) 保存 . 采用

课题组自行设计的湖泊沉积物 － 水界面重力采样器采集沉积物柱芯［21］. 对采集到的沉积物柱芯，上层

0 ～ 20 cm 按每 2 cm 进行分样，20 cm 以下按 4 cm 进行分样，分别装于预先处理过的离心管，于低温( 4 ℃ )

保存，带回实验室后用真空冷冻干燥仪( TechconpFD －3 － 85 － MP) 冷冻干燥 . 干燥后的沉积物样品除去砂

砾、动植物残体后用玛瑙研钵研磨，过 200 目筛后装于样品袋中备用 . 藻类样品用 25#浮游生物网采集，经

冷冻干燥后测定 C /N 值与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
2． 1． 2 总有机碳、总氮测定 称取适量沉积物干样于烧杯中，用 1 mol /L 的稀盐酸浸泡 24 h，除去无机碳，

再用超纯水反复冲洗样品至 pH 为中性，在 60 ℃下烘干、研磨至 120 目以下，称取约 30 mg 样品用元素分析

仪( Elementar － vario MACＲO cube) 测定其总有机碳( TOC) 、总氮( TN) 、碳氮比( C /N) ［22］.
为保证分析测试的准确性，实验分析中插入沉积物标准样品 B2150 ( 碳含量为 7． 17%，氮含量为

0． 57% ) 并设置平行样进行质量控制，标样碳氮含量测量值分别为 7． 04% ± 0． 34% 和 0． 59% ± 0． 04% . 通

过插入平行样控制分析误差，其中 TOC 分析误差≤0． 5%、TN 分析误差≤3%.
2． 1． 3 有机质的 δ13C 测定 有机质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 采用熔封石英管高温燃烧法［23］产生的 CO2 气体经纯化后用气体质谱仪 MAT － 253
测定 . 有机质的 δ13C 对应国际标准 PDB，以国际纤维素标样 IAEA － C3 ( δ13 C = － 24． 91% ) 为参考标准，分

析误差 ＜ ± 0． 2%. 计算公式为:

δ13C( % ) = ［( Ｒsample － Ｒstandard ) / Ｒstandard］× 103

上式中，Ｒ = 13C /12C，Ｒsample为样品同位素比值，Ｒstandard为标准物同位素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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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 1 草海表层沉积物 TOC、TN、C /N 与 δ13Corg 含量空间分布

草海表层沉积物中 TOC、TN 含量、C /N 及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2 所示 . 沉积

物 TOC 含量变化范围为 6． 86% ～34． 85%，平均值为 23． 30% ± 7． 80%，高出红枫湖［24］、太湖［6］、鄱阳湖［25］

等湖泊 10 倍甚至更高 . 这与草海湿地水生植物繁茂有关，较高的湖泊初级生产力对草海有机碳贡献非常

大［26］. 大量的水生植物和藻类死亡后累积在沉积物表层，短期内很难被降解，致使表层沉积物中有机碳含

量远远高于其他湖泊 . 毗邻县城的东部湖区近年来水污染严重，沉水植物大幅减少，导致该地区沉积物 TOC
含量不高，而草海出水口的西北湖区水流速度较快，沉积物 TOC 含量也明显低于其他湖区［27］. 表层沉积物

TN 含量在 0． 93% ～4． 00%之间，平均值为 2． 52% ± 0． 76%，空间分布特征与 TOC 接近，东部湖区较低，湖

心和西南湖区较高，出水口湖区最低 . 相关性分析( 图 3) 显示草海表层沉积物中 TN 与 TOC 含量呈显著正

相关( Ｒ = 0． 933 8，p ＜ 0． 01) ，表明草海表层沉积物中 TOC 与 TN 来源一致，且氮绝大部分以有机态形式存在

于有机质中 .

图 2 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氮含量、碳氮比稳定碳同位素组成空间分布图

Fig． 2 The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OC，TN，C/N and δ13C of TOC in the surface sediment of Lake Caohai

图 3 草海表层沉积物 TOC 与 TN 相关性

Fig． 3 The correlation of TOC and TN
in the surface sediment of Lake Caohai

表层沉积物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为 － 28． 49%
～ －18． 19%之间，平均值为 23． 30% ± 2． 88% . 东部湖区相比

其他湖区明显偏负，变化范围为 － 26． 48% ～ － 28． 49%，此处为

全湖水体污染最严重区域 . 其余湖区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值变

化集中在 － 20． 82% ～ 24． 64% 之间，位于西南湖区的 17 号采样

点最正( － 18． 19% ) ，该区域水质较好，沉水植物繁茂 . 表层沉

积物 C /N 值变化范围为 7． 36 ～ 11． 12，平均值为 9． 13 ± 1． 17，未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3． 2 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来源分析

根据沉积物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和 C /N 值可确定其

有机碳的来源 . 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反映了生物体光合作用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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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作用的动力学过程及其碳源的同位素组成 . 由于不同的光合途径，C4 植物吸收 CO2 效率更高，因此体

内碳同位素较 C3 植物偏正［5］. 一般认为陆生高等植物的 C /N 值较高，而低等植物和藻类有机氮含量较高，

因此湖泊浮游植物的 C /N 值较低 . 沉积物 C /N 值越高，说明沉积物中有机质更多来源于陆源输入，C /N 值

较低则反映了更多藻类来源及湖区初级生产力较高 .
研究表明湖泊水生藻类植物含较多的蛋白质，其 C /N 一般小于 10，而 δ13Corg 为 － 20% ～ － 30% . 陆源

有机质富含腐殖质，TOC /TN 一般大于 10，通常 20 ～ 30 之间、也有不少在 30 以上 . C4 植物的 δ13 C 值为

－ 10% ～ －16%，平均为 － 14%. C3 植物 δ13C 值较低，一般为 － 23% ～ － 30%，平均为 － 27%［13，28 － 32］. 为作

图方便，将 C3、C4 植物 C /N 值上限定为 80，再结合 Meyers 的研究［29］，将 C3 植物和 C4 植物 C /N 值下限分

别确定为 20 和 40. 因此确定草海陆源输入的 C3 植物端元的 δ13C 值为 － 23% ～ 30%，C /N 值为 20 ～ 80. C4
植物端元的 δ13C 值为 － 10% ～16%，C /N 值为 40 ～ 80. 根据草海藻类样品分析结果，参考已有研究［15，30］确

定草海藻类端元 δ13C 为 － 24% ～ －31%，C /N 值为 4 ～ 10. 参考南四湖［12］和草海［26］研究，确定草海沉水植

物端元 δ13C 为 － 14． 6% ～ －19． 9%，C /N 值为 13． 2 ～ 18． 6. 四类端元特征值见表 1.

表 1 草海沉积物有机碳来源端元特征值

Tab． 1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end members in the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来源类型 湖泊藻类 沉水植物 C3 植物 C4 植物

C /N 4 ～ 10 13． 2 ～ 18． 6 20 ～ 80 40 ～ 80

δ13C /% － 24 ～ － 31 － 14． 6 ～ － 19． 9 － 23 ～ － 30 － 10 ～ － 16

通过 δ13C 与 C /N 作图绘制草海沉积物有机碳来源端元示意图( 图 4) . 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稳定碳

同位素和碳氮比差异性较大 . 东部湖区少数几个点的表层沉积物主要来源于湖泊藻类初级生产，较少受到

陆源输入和沉水植物影响 . 该地区受到县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营养盐充足，威宁地区光照时间较长［19］，适

宜藻类生长 . 前人研究也表明该区域浮游植物总量和叶绿素 a 均大于其他湖区［33］. 出水口区域沉积物有机

碳基本来源于当地沉水植物 . 此处水流较快，藻类物质很容易被带走 . 其余大部分湖区沉积物有机碳来源

于沉水植物和藻类 . 陆源输入对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贡献较小，即使在主要入湖河流进入湖泊的东部区

域也影响甚微 . 这是因为草海主要补给为大气降水和地下水，几个主要入湖河流流量不大，而且大部分被沿

线居民用于农业灌溉，所以陆源物质较难大量进入湖区 .

图 4 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来源示意图

Fig． 4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organic carbon
in the surface sediment of Lake Caohai

根据前文分析研究区外源输入较少，且草海流域碳 4
植物分布非常少，所以 C4 植物对沉积物有机碳的贡献很

小，可以忽略此端元 . 将草海沉积物有机碳确定为以下三

个端元: 藻类、沉水植物、陆源 C3 植物 . 混合模型为:

δ13Cs = falgaeδ
13Calgae + fspδ

13Csp + fC3δ
13CC3

C /Ns = falgae C /Nalgae + fsp C /Nsp + fC3C /NC3

1 = falgaeδ
13Calgae + fspδ

13Csp + fC3δ
13CC3

上式中 δ13 C 为稳定碳同位素组成，C /N 为碳氮含量

比，s 为沉积物，f 为不同端元对应的贡献值，下标 algae 为

藻类端元，sp 为沉水植物端元，c3 为陆源 C3 植物端元 .
根据端元值范围平均值或文献常用数据确定三个端元特

征值，其中 δ13 Calgae 为 － 30%、δ13 Csp 为 － 16． 6%、δ13 Cc3 为

－ 27%，C /Nalgae为 6． 6、C /Nsp为 16． 1、C /Nc3为 21.
根据各采样点表层沉积物有机碳的稳定碳同位素组

成和碳氮比数据，用上述端元值进行模型计算得到三类端元对应的贡献率( 表 2 ) . 计算结果显示绝大部分

采样点主要来源为浮游藻类和沉水植物，而陆源 C3 植物贡献值为负值 . 这与以上分析基本相符，即草海表

层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生产和沉水植物，陆源输入只影响到东部局部区域 .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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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计算各采样点表层沉积物有机碳来源，假设陆源 C3 植物端元只对 1#、2#、5#三个采样点有贡献，其余采

样点忽略只有藻类和沉水植物两种端元，将上述模型简化为二元混合模模型 . 因为这两个端元值中稳定碳

同位素组成的差异性较碳氮比的差异性大，所以根据稳定碳同位素组成计算两个端元的贡献值更精确，重新

计算的结果如表 2 中实际贡献率所示 .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三类端元中藻类贡献

率为 11． 86% ～88． 71%，平均值为 48． 79% ; 沉水植物贡献率为 11． 27% ～ 88． 14%，平均值为 49． 68% ; 陆源

输入影响较小，贡献率范围为 0 ～ 16． 50%，平均值为 1． 54% . 靠近县城东部湖区表层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

源为藻类( 最大贡献率为 88． 71% ) ，其次为沉水植物，外源输入贡献较小 . 西部湖区沉水植物繁盛，沉积物

有机碳主要来源于沉水植物( 最大贡献率为 88． 14% ) ，藻类贡献较少 .

表 2 草海表层沉积物有机碳各端元贡献率

Tab． 2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end －member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

采样点

编号

三端元贡献率 实际贡献率

falgae fC3 fsp falgae fC3 fsp

1 81． 97 0． 54 17． 49 81． 97 0． 54 17． 49

2 78． 81 9． 13 12． 06 78． 81 9． 13 12． 06

3 66． 61 － 21． 88 55． 27 49． 59 0 50． 41

4 89． 05 － 0． 41 11． 36 88． 71 0 11． 27

5 60． 93 16． 50 22． 57 60． 93 16． 50 22． 57

6 59． 43 － 25． 80 66． 37 39． 37 0 60． 63

7 48． 86 － 10． 17 61． 31 40． 95 0 59． 05

8 71． 46 － 33． 90 62． 44 45． 14 0 54． 86

9 70． 12 － 13． 04 42． 92 59． 99 0 40． 01

10 53． 09 － 13． 40 60． 31 42． 66 0 57． 34

11 59． 90 － 34． 48 74． 58 33． 15 0 66． 85

12 61． 26 － 29． 60 68． 34 38． 26 0 61． 74

13 50． 07 － 23． 94 73． 87 31． 49 0 68． 51

14 75． 71 － 31． 59 55． 88 51． 16 0 48． 84

15 48． 85 － 22． 84 73． 99 31． 09 0 68． 91

16 68． 10 － 30． 82 62． 72 44． 20 0 55． 80

17 44． 32 － 41． 82 97． 50 11． 86 0 88． 14

3． 3 草海不同湖区沉积物柱芯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及 C /N 垂向变化特征

草海 MT 沉积物柱芯中 TOC 与 TN 含量变化趋势相似，均表现为表层高，随深度增加逐渐降低的变化趋

势( 图 5) . 在 0 ～ 6 cm 含量最高( 最大值分别为 15． 3%和 1． 83% ) ，并表现为从上到下缓慢降低 . 这也说明

该区域沉积物沉积较快、且表层沉积物中有机质分解较慢 . 从 6 cm 到 12 cm 迅速降低至相对较低值，从

12 cm到 28 cm 变化不大，此后 TN 含量缓慢降低至最低值，TOC 含量在底部出现波动并略微增加 . C /N 值变

化范围为 8． 57 ～ 15． 45，平均值为 11． 21 ( n = 22 ) . 稳定碳同位素组成表层最负 ( － 27． 64% ) ，底部最正

( － 24． 89% ) ，平均值为 － 26． 05% ( n = 22) . C /N 值与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趋势相似，除在 30 cm 出现波

动外，整体表现为从表层到底部逐渐增大，到底部 10 cm 保持稳定的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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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草海码头沉积物总氮 /总有机碳、C/N 及稳定碳同位素垂向变化

Fig． 5 The vertical profiles of TOC，TN，C/N and δ13C of TOC in MT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HX 沉积物柱芯中 TOC 与 TN 含量变化趋势与 MT 柱芯相似，表现为从表层到底部逐渐减低的变化趋势

( 图 6) ，但 TOC 含量远高于其余两根柱芯，表层 2 cm 沉积物 TOC 含量为 32． 7%，是码头表层的 2 倍多 . TN
含量为 2． 99%，高于码头和阳关山柱芯 . 从表层到 9 cmTOC、TN 含量迅速降低，9 cm 以下缓慢降低 . C /N 值

变化范围为 10． 96 ～ 16． 57，平均值为 13． 46( n = 13) . 表层 C /N 值明显高于 MT 柱芯，从表层到底部逐渐增

大，这可能是藻类比沉水植物来源的有机质更易于降解造成的，随着有机质降解作用的进行，含较低 C /N 值

的藻类占沉积物有机质的比例越来越少，因而从沉积物柱芯表层到底层，有机质 C /N 值越来越大 . 沉积物

柱芯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较小，变化范围为 － 23． 36% ～21． 24%，平均值为 － 22． 04% ( n = 13) . 这反映出

草海湖心沉积物有机质来源在沉积过程中变化不大 .

图 6 草海湖心沉积物总氮、总有机碳、C/N 及稳定碳同位素垂向变化

Fig． 6 The vertical profiles of TOC，TN，C/N and δ13C of TOC in HX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YGS 沉积物柱芯中 TN 与 TOC 含量表层最高，分别为 2． 24%和 23． 2%，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表现为从

表层到 9 cm 迅速降低，9 cm 以下趋于稳定( 图 7 ) . C /N 值变化不大，变化范围为 10． 05 ～ 12． 23，平均值为

10． 88( n = 10) . 除了底部最大值( 12． 23) 外，垂向变化不大，反映出有机质来源的 C /N 值差异很小 . 稳定碳

同位素组成变化与 C /N 值变化趋势类似，变化范围为 － 23． 84% ～ 18． 15%，平均值为 － 20． 52% ( n = 10 ) .
表层到 17 cm 变化较小，略有增加，17 cm 以下迅速减小后又趋于稳定 . C /N 值和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在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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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柱上部和底部差异较大，这也说明阳关山湖区上层沉积物有机质来源与底部有较明显的差异 .

图 7 草海阳关山沉积物总氮、总有机碳、C/N
及稳定碳同位素垂向变化

Fig． 7 The vertical profiles of TOC，TN，C/N and δ13C
of TOC in YGS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综上所述，湖心区域的沉积物的

TOC 和 TN 含量均比码头和阳关山高，

在表层沉积物中尤为明显 . 三个湖区

沉积物柱的 TN 和 TOC 含量均表现为

从表层到底部逐渐降低 . 根据 C /N 与

碳同位素组成分析发现湖心区域沉积

物有机质来源变化较小，而码头和阳关

山的表层沉积物和下层沉积物来源存

在明显差异 . 三根沉积物柱的 TN 与

TOC 相关性分析发现，三个区域沉积物

中 TN 与 TOC 均显著相关( 图 8) . 相比

码头区域( Ｒ = 0． 648 8，n = 22 ) 和湖心

区域( Ｒ = 0． 906 3，n = 13 ) 沉积物柱，

阳关山沉积物柱 TN 与 TOC 含量的相

关性最高( Ｒ = 0． 998 6，n = 10 ) . 这反

映出草海沉积物 TN 与 TOC 来源接近，

TN 绝大部分以有机态形式存在于有机

质中［34］.

3． 4 草海典型湖区沉积物柱芯有机质来源分析

通过对比 3 根不同湖区沉积物柱芯的 C /N 与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并结合草海沉积物有机碳来源

端元分析发现，沉积物柱芯中有机碳来源在水平和垂向均有较大差异( 图 9) . MT 柱芯有机碳主要受到藻类

初级生产的影响，陆源输入和沉水植物对其影响略小，其中表层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受到陆源输

入和沉水植物影响较小，而中下层则受到藻类、陆源输入、沉水植物三者共同影响 . 这与该地区污染历史有

关，近年来，东部湖区受到越来越多生活污水输入，为藻类生长提高了充足的营养，且草海主要入湖河流也将

流域中一定量的陆源物质带入湖区 . HX 柱芯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和 C /N 值差异较小，反映了其有机

碳来源影响因素未发生明显变化，主要来源于藻类生产、沉水植物，而陆源输入影响很小 . YGS 柱芯表层沉

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沉水植物，底部沉积物却更多受到藻类影响，陆源输入对该地区沉积物柱芯有机碳的

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底部沉积物沉积时沉水植物并不像现在这样繁茂，且该地区少有陆源输入 .

图 8 草海柱状沉积物总氮与总有机碳相关性分析

Fig． 8 The correlation of TOC and
TN in sediment cores of Caohai Lake

图 9 草海沉积物有机碳来源示意图

Fig． 9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organic
carbon in sediments of Lake Cao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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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草海湿地表层沉积物 TOC 含量远高于其他湖泊，平均值达到 23． 30%. 其中东部湖区含量较低，主要来

源于湖泊藻类初级生产，较少受到陆源和沉水植物影响，湖心 TOC 含量最高，出水口湖区最低，TOC 主要来

源于沉水植物和藻类，受到陆源影响较小 . 湖心区域沉积物中 TOC 和 TN 含量均比码头和阳关山高 .
三个典型湖区沉积物柱芯的 TN 和 TOC 含量从表层到底部逐渐降低，草海湿地沉积物中 TOC 与 TN 来

源接近，TN 绝大部分以有机态形式存在于有机质中 . 码头区域沉积物柱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初级生产、
少量来自陆源输入 . 湖心区沉积物有机碳主要来源于藻类生产、沉水植物，少量来源于陆源输入 . 出水口沉

积物有机碳更多来源于沉水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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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Organic Carbon in Sediments of Caohai Lake

YANG Haiquan1，CHEN Jingan1，SONG Yilong1，2，WANG Jingfu1，LU Dingpan1，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organic carbon in sediments of
Caohai Lake，a typical plateau lake in China． Stable carbon isotope ( δ13 C ) ，C: N ratio，total organic carbon
( TOC) contents of 17 surface sediments and three sediment cores were analyz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
tents of TOC in surface sediments varied from 6． 86% to 34． 85%，with a median of 23． 30 ± 7． 80% ． The δ13 C
ranged from －28． 49% to － 18． 19%，averaged 23． 30 ± 2． 88%，while the C: N ratio ranged from 7． 36 － 11． 12，

averaged 9． 13 ± 1． 17．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imary production of phytoplankton was the main source of organ-
ic carbon in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east areas of Caohai Lake，the effect of terrestrial input and submerged plant
was negligible． However，primary production of phytoplankton and submerged plants were the main sources in other
lake areas． The contribution of submerged plants to TOC in surface sediments accounted for 49． 7%，while the con-
tribution of primary production of phytoplankton was 48． 8% ． The results of sediment cores in the east area showed
that organic carbon in the upper sediments mainly originated from algae，but in bottom sediments from algae，ter-
restrial input and submerged plants． Besides，organic carbon in center area sediment core mainly came from algae
and submerged plants，while in the outlet area almost came from submerged plants．

Keywords: Caohai Lake，sediments，organic carbon sources，δ13C of TOC，C /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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