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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三维荧光光谱研究了河流、湖泊等不同来源溶解有机质(DOM)的荧光光谱特性。河流DOM的三维荧

光光谱图中含有类富里酸荧光峰A和C以及类蛋白荧光峰B和D，一般而言，类富里酸荧光峰强度比较大，或者只

有类富里酸荧光，但是受人类活动污染河流DOM的三维荧光光谱图中具有极强的类蛋白荧光。同样，红枫湖

DOM可以由陆源输入，还可以由水体内微生物活动产生，具有4个荧光峰，受人类活动影响比较显著的百花湖

DOM则表现出强的类蛋白荧光。贵阳市地下水中DOM含量相对较低，一般只含有类富里酸荧光峰，但是若受生

产生活污水污染，也可检测出强的类蛋白荧光峰。考察DOM含量(以DOC表示)与类富里酸荧光强度(peak C)以

及在254 nm处紫外吸收光谱强度的关系时发现它们都具有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r2＝0.82和0.95)，而紫外区类

富里酸荧光与可见区类富里酸荧光之间也存在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r2＝0.96)。此外，pH对DOM的三维荧光光

谱具有显著影响，并且类富里酸荧光峰A和C的pH值效应基本一致，荧光强度最大值出现在pH 10左右，类蛋白

荧光峰B的pH值效应与之略有区别，荧光强度最大值出现pH 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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