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塘养殖环境中底质 水界面营养盐 

扩散通量的现场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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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是水产养殖生态系中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而养殖环境中底质与养殖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 

是其营养盐 的主要来源。有关浅海或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的营养盐扩散通量的研究 ．国内外已有报道 一一． 

但在水产养殖环境中该方面的研究尚较少 。 

鉴于以往采用的室内模拟测定方法 ，不仅改 

变 了温度、光照等测定条件 ，还破坷：了沉积物的 

层次结构，有时甚至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固 液界 

面的接触面积 ，从而改变 r沉积物一水界面的真 

实物质交换速率 ；数学模拟 计算固一液界面物质 

交换的方法，则因涉及参数多，很多参数难 准 

确测定．且操作繁琐等原因受到很大限制。本史 

旨在探索一种适合池塘养殖环境 ，而且较为可靠 

的现场测定底质一水界面营葬盐扩散通量的方法 。 

1 实验部分 

1 1 测定装置 

池塘底质 水 界面的营养盐扩散通量现场模 

拟测定装置见图 1 其中主要包括 ：蠕动泵(HI 

1型)．底质一水界面物质交换模拟删定罐 (自制)， 

塑 料软管(内径 2．5 ram)，实验海水；选 择营 养 

盐含量低的海水，并经过滤、煮沸和充气处理 

底质一水 界面物 质交换模拟测定罐 系用 0．5 

cm厚的无色有机玻璃制成 ，具体设计见图 2。其 

中阻力有机玻璃环与罐体系胶接 为一体。 

1．2 测定方法 

图 1 池塘底质 水界面营养盐扩散 

通量现场测定装置 

ng 1 Field determination device of diffuston 

flux of nut⋯ rs fr ~d[nent atef 

interface of culture pond 

将有机玻璃制成的底质一水界面物质交换模拟测定罐垂直插入池塘底泥中，直至阻力环使阻力安然增 

大，罐体不能继续下压为止。按 图 2连接测定装置 中的水循环线路 ；断开 B管的水上部分 ，开动蠕动泵． 

并使 A菅中的水反向流动，将罐内水抽干 ；然后 ，使蠕动泵重新按水循环方 向流动 ，将经处理海水充八罐 

内。注意在操作过程中要适当调节蠕动泉的流速． 防止底质表层沉积物重新悬浮 。罐被充满后 ，连接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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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装置的求循环线路 ，使罐内水处干循环j 态 罐 内充水及水循环速率均为 n．-5 L／h 取罐 内经 12 h循 

环后海水删定其尢机氯(1N，其 包括 NH-N、 ()：N和 NO 一N)、无机磷酸盐(IP J、 飘(TN)和总磷 

(TI j，并以经处理海水为空 白按 F式计算萁在底质 水界面的j=r散通量 ： 
’

一  · V／A 一 

其中：F为营养盐通过底质 水界面的净扩散通量 (mg／m。一d)，凸c为罐内海承中实验结束与实骑起 

始之问的营养盐差值 (mg／m )，V为罐内实验海水体积 (m：)，A为罐 内沉l襁物表面积(ra )， 为实验持续 

时间fd) IN和 IP按规范方法进行测定 一TN和 TP则按碱性或酸性过硫酸钾氧化法测定 。测定Ei,fI~】 

设在无 日照影响、温度相对稳定的 19 ∞ 毛扳 El 7：c)。： 

． - 

。 】 
9 cm 

f 

1 
】0 cm 

l 

I示图 
俯示图 

囝 0 底 质 水界 面物质 交换模 拟测 定罐 

Fig．2 Imitative dete~ ining pot of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sediment—watec interface 

本 实验 系在 口照市石 臼所十村养殖场的对 

虾养殖池塘 内进行 。虾塘 均水深 1．2 m。 

2 结果与讨论 

2．1 模拟测定罐设计中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2．1．1 模拟测定罐尺寸的确定 自身污染严重 

的养殖池塘国其表层沉积物粒度微小 ，极易受外 

来干扰而 再度悬浮 ，造 成测定偏 差 ；经多 次试 

验，选择和确定 丁流速较 ，但又不引起任何种 

类 池塘沉积物再悬浮的水循环速率 (o 5 L／h)。 

在承循环速率被确定的前提下 ，模拟测定 罐尺寸 

(见图 1)的确定兼顾 r下列 圃素：(1)直径 直 

量大 ．以使罐内截取的沉积物表面有较好的代表 

性 ；(2)窖积应较小．以减少罐内承体完全循环 

一 次所用的时间：(3)阻力环 七的罐体应有 一 

定高度 ． 使测定前罐内排不净的积水对测定影 

响相对较小 。 

2．1．2 测定罐垂直插 入深度的自动调节 测定 

匪 3 他瑭底质一水界面营养盐扩敬通量室内 

模 拟恻定 装置 

Fig 3 ln door determining device diffusion 

fh㈣of t rients from dimem t T 

interface of cu['ture pond 

罐垂 直插 入底泥深度直接影响着罐的容 积 ，以技能否较彻底的排净测定前的罐 内积水，从而间接的影响 

着测定值的准确 ·。由丁安置测定罐时系水 1：操作 ．其插 入深度难以掌握 ，故本设计中．在罐体上增加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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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环(见图 1)，依靠其产生的阻力．能 自动调准罐体插入底泥的深度 ，使测定罐的容积和高度在测定中 

保持 良好的重现性 。 

2．2 温度对测定的影喇 

在可 损坏底质表层结构的前提下，将现场测定转移到室内恒温水沿中进行(图 3)。测定结果表明，随 

温度升高 ，底质 承界面的营养盐扩散通量增加比较明显(见表 1) 

表 1 温度对池塘底质一水界面营养盐扩散通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emprature OI1 diffusion flux of 

nutrients from sed ment winter interface 

表 2 底质表层结构对池塘底质一水界面营养 

盐扩散通量的影响 

Table 2 Eff盹t of鲫 rface strueture OⅡsediment 

of dlffusiou flUX of nutrlentS from 

sediment-water laterface ‘ 

结掏束改变 structure not changed 0．41 442．0 0 61 6 79 

结构改变 Structure changed 2．71 1260．6 3．弛 17．36 

2．3 底质表屡结构对测定的影响 

测定也在室 内恒温水浴 中进 行 首 先 

在底质表层结构未受损条件下测定沉积物一 

水界面的营 养盐扩散通量；然后将玻璃棒 

伸入罐内，搅乱厚约 5 cm的底质表层结构 

后重新铺平 ，井在相同条件下再次测定。 

从表 2知 ，底质表层结构被破坏后 ，该 

测定值明显大于未被破坏前 的测定值． 

2．4 现场测定 

对虾养殖 池塘底质一水界面营养盐扩散 

通量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3=营养盐 由虾塘底 

质向养殖水体中的扩散贯穿于对虾 养殖期 

间，且 扩散速率随季节和地点的不 同有很 

大差 异 。 

由于池塘养殖环境中底质一水界面的营 

养盐 扩散通量受到温度、底质表层结构等 

环境 因子的显著影响．故在测定中应尽量 

与实际环境条件保持 一致；显然 ，采用室内 

模拟测定的方法难 以达到该项要求。率方法在不改变池塘养殖 环境的现场条件下完成测定，无疑将会取 

得较为可靠的测定结果。 

表 3 池塘底质一水界面营养盐扩散通量 

Table 3 Field determining resulb of diffusion flux of nutrien ts from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f shrimp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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