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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筑坝对流域 内碳 、氮 、硫等营养元素生物地球库水 、库 区水和下泄水之间变化不 明显 ；
夏季 ，

研究

化学循环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 。 为更加清晰区表层水 ｓ ｅｔ 浓度在亭子 口 、 新政和东西关水库 间

的认识 ｃ
、
ｓ 在梯级水库群影响下 的循环转化过程 ， 选变化不大 ，

至草街水库 明显下 降 ， 受渠江和涪江支流

择长江左岸一级支流嘉陵江干流上 ４ 座代表性梯级水汇人影响显著 ， 冬季表层水 ｓ ｅｔ 浓度则 随支流 的 汇

库为研究对象 ，
于 ２〇 １ ６ 年 Ｉ

，

４
，

７
，１ ０ 月 沿流程方 向对人而 升 高 。 ⑤ 剖 面 上

，

Ｄ Ｉ Ｃ 浓 度 和 ＳＯ
〗
浓 度 、

各水库的人库水 、库 中分层水 、坝前分层水和下泄水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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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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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同位素组成 。 结果表 明 ： ① 研究 区水 则 随水深增加而减少 ，
下层水缺氧环境 引 起有机质

体水化学受碳酸盐平衡体系控制 ，
以碳酸参与 的碳酸 矿化分解和 Ｄ Ｉ Ｃ 浓度升高 ， 这

一过程优先释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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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岩风化为主 ， 来 自 于黄铁矿和大气 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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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广泛参与了麵盐岩风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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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 Ｔ
’

ＤＯ 和 Ｐ
Ｈ 分层 ’ 表现 出 明显 的湖泊化特点 ’ 其

余水体＿＇ 。
２ 值偏正 。 夏季 ， 亭 子 口 水＿Ｘ ｉ ｃ

他水库则 出 现物化参数 的弱分层或无分层 ， 河流特征＋ 二 伯 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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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均受到 ＤＯ 剖面变化 的影 响 。 ⑥ 根据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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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Ｋ均值 ７ ． １％
， 指亦研究 区Ｄ Ｉ Ｃ及其 同位素组成ｃ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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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内 部 各 种 作 用 ， 尤其是生 物过程 的 影 响 。 夏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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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变化特点 ＾ 夏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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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 ， 更多来 自 于黄铁矿氧化 的 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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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的特点 。 ④ 空 间 上 ， 研究 区表层水 Ｄ Ｉ Ｃ 和 ＳＯ
）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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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出 现相似变化特点 。 夏季 ， 受 到支流汇人 的影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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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研究 区表层水 的 Ｄ Ｉ Ｃ 浓度 沿流程方 向 呈 下 降趋说 明水库水体 Ｃ

，

Ｓ 元 素循环可 能受 到 相 同 环境 因

势 ； 冬季 ， 表层 水 Ｄ ＩＣ 浓度 则 随支流汇入而 升高 ；子或相似演化过程制 约 。 经过梯级水库改造 ， 河 流

水库底层水 因 有机质分解释放 出 大量 Ｄ Ｉ Ｃ 导致下原有水化学性质发生一定程度 的改变 ，
运用 Ｃ

、
Ｓ 双

泄水 ｄ ｉ ｃ 浓度往往高于库 区表层水 ；

ｓ〇 ｒ 浓度在人同位素示踪这一演化过程具有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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