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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笪查± 箜； 鎏 ．电导率与三峡库区底泥氮磷释放关系研究 

1．2 试验方法 

每五个浸泡缸为一组，共 5组。系列 1以长江原 

水(储奇门断面)为供试水样；系列 2、系列 3、系列 4、 

系列5将长江原水用 NaCI进行电导率调节。系列 1 

至系列5电导率分别为257 I~s／cm、609 I~s／cm、1 007 

I~s／cm、1 489 I~s／cm、2 012 I~s／cm。 

浸泡缸内先加入50 g底泥(粒径为 100目)，然后 

加入500 mL水样(水与底泥重量比为 10：1)，水样在 

加入的过程中边加入边搅拌直到水与底泥混合均匀为 

止。取回的长江原水测量其背景 TN、TP浓度，电导 

率，温度等指标。每13从同一系列的一个浸泡缸内取 
一

个水样，水样取完以后此浸泡缸内的剩余水样作废 

弃处理，下一次供测试水样取 自同一系列的另外一个 

浸泡缸，水样每隔24 h取一次，试验进行5 d。取样前 

用玻璃棒将浸泡缸内的水与底泥搅拌均匀，然后沉淀 

1 h，取其上清液约100 mL，水样用0，45 m滤膜过滤 

后进行TN、TP、电导率，温度等指标的测定。 

氮磷指标的测定 ：TN为过硫酸钾氧化一紫外分光 

光度法；TP为过硫酸钾氧化一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TN释放 

表 1 电导率与总氮实验结果数据 

注 ：各个指标测定均是l司时进行 多个平行样测量 的平均值。 

时间与 TN浓度的关系曲线如图 1所示，从 图 1 

可以看出 TN的释放量都是在 3 d达到最大值，在 3 d 

后虽缓慢上升但变化不大。水溶液的电导率不同，TN 

最大释放量不一样，随着水溶液中电导率的升高TN 

的释放量增加。其具体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得出，TN的最大释放量(在试验电导 

率变化范围内)同电导率线性相关，其线性方程为：Y 

= 0．000 4x+0．526 6，R =0．990 8(经过显著性检验 

图 1 时间 一TN浓度关系图 

系列1 

系列2 

系列3 

系列4 

系列5 

77 

图2 电导率 一TN释放量关系图 

a=0．01，其相关性达到极其显著水平  ̈)。本组试验 

加入 NaCI增加电导率，氯离子浓度、钠离子浓度也随 

之增大。由于底泥胶体吸附阴离子的顺序是(在以下 

各种离子浓度相差不是很大时)草酸根 >柠檬酸根 > 

磷酸根 >硫酸根 >氯离子 >硝酸根 ，水溶液中存在 

大量氯离子及其它一些阴离子，它们同底泥胶体吸附 

的以阴离子形式存在的 TN竞争吸附位置，结果以阴 

离子形式存在的 TN被代换下来进入水溶液中，使水 

溶液中TN的浓度增加，并且随水溶液中氯离子浓度 

增加而增大；NH 离子的半径(143 pm)与 K 的离子 

半径(133 pm)差别不大，NH (水合离子)半径(537 

pm)与K (水合离子)半径(530 pm)更为接近，故铵 

盐同碱金属盐的性质类似 j。因此，钠离子浓度越 

大，同底泥胶体中的 NH 离子竞争吸附位置能力越 

强，使底泥胶体吸附 NH 离子被代换下来的量也越 

大，从而使水溶液中 TN的浓度增加量也相应增大。 

因此，随着水溶液中电导率升高，TN的释放量增加。 

2．2 TP释放 

时间与TP浓度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 

图 3 时 l司一 I’P浓度关系 图 

从图3可以看出 TP的释放量都是在 3 d达到最 

大值，在 3 d后虽缓慢下降但变化不大。水溶液的电 

导率对TP释放的影响关系见图4，从图4可以看出， 

TP最大释放量受水溶液的导电率影响不大，其具体相 

关关系如图4。 

水溶液电导率升高，TP释放量并不随之升高，即 

电导率在 257～2 012 I~s／cm之间变化，而 TP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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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电导率 一TP释放量关系图 

量在误差范围内没有变化(经过假设 U检验⋯)。电 

导率是间接推测离子成分的总浓度，当电导率升高，水 

中离子总浓度增加。由于NaCI的加入，水溶液中的氯 

离子以及其它阴离子与底泥胶体吸附的磷相互竞争吸 

附位置，使底泥胶体吸附的磷被解吸下来而进入水溶 

液中，因而水溶液中总磷的浓度升高。 

表 3 电导率与总磷实验结果数据 

注：各个指标测定均是同时进行多个平行样测量的平均值。 

然而，在本组试验范围内，系列 1，系列 2⋯⋯系列 

5，系列与系列之间电导率的变化，'IN的释放量相同， 

由Sehulze 4 原则可知电解质中阴离子对带正电荷的 

胶体起主要聚沉作用，阳离子对负电性胶体起同样的 

作用。聚积沉淀能力随异号电荷离子价数的增高而显 

著增大。 

28卷 

因为氯离子是带一个负电荷，而磷无论是以磷酸 
一

氢根离子、磷酸二氢根离子、磷酸根离子还是其它形 

式存在，磷所带电荷都是大于或等于 1，即使磷以一价 

离子集团的形式存在，磷离子集团的聚沉能力大于氯 

离子，比如说磷酸二氢根离子的聚集沉淀能力大于氯 

离子 。它们对胶体的聚沉能力大于氯离子对胶体 

的聚沉能力。虽然本组试验加入 NaCI使氯离子浓度 

增大，增加了氯离子与磷同底泥胶体相互竞争吸附位 

置的能力，使水溶液中磷的浓度有所增加，但是水溶液 

中所增加的氯离子并不能对上述系列与系列之间 rI'P 

的释放产生特别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本组试验电导率 

变化的范围内，系列之间rI'P的释放量基本相同。 

3 结论 

通过对电导率对三峡库区底泥氮磷释放影响的试 

验研究及其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底泥中'IN、TP都是在3 d内释放完毕达到最 

大释放量。 

2)水溶液的电导率在257—2 012 I~s／cm范围内， 

TN的最大释放量随电导率的升高而增加，并成线性相 

关关系；TP的最大释放量不随电导率的变化而变化。 

3)根据电导率对三峡库区底泥'IN、TP释放量的 

影响规律，合理的确定三峡库区沿江带的排污量，为三 

峡库区富营养化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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