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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植物生长对沉积物间隙水中的氮磷分布及界面释放的影响                      全文下载 

包先明1,2，陈开宁1，范成新1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摘要：采集未破坏沉积物结构的柱状沉积物样品，通过室内41d的培养实验，研究了沉水植物生长过程对间

隙水中NH+4 N和PO3-4 P的浓度的动态影响，分析了沉水植物生物量与沉积物中氮磷释放通量的对应关系. 

结果表明：随沉水植物生长和生物量增加，上部0-5cm沉积物垂向各层间隙水中NH+4 N含量呈逐步降低，表

现出沉积物－水界面氮的释放通量与沉水植物生物量存在负相关性；而间隙水PO3-4 P含量则随沉水植物生

长呈单峰型变化，磷释放通量与生物量相关性不明显. 初步反映沉水植物在沉积物的生长过程中对氮磷吸收

的生物地球化学机制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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