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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化学提取法分析了红枫湖主要出入湖河口及湖心沉积物生物可利用磷（BAP）的含量，并探讨了

BAP空间分布与总磷（TP）和粒度组成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形态BAP含量顺序为：藻类可利用磷

（AAP）＞NaHCO3可提取磷（Olsen-P）＞水溶性磷（WSP）＞易解吸磷（RDP）．沉积物柱芯中BAP迅速降

低，剖面变化比TP更为明显．各形态BAP与TP显著相关，除RDP与AAP外，其它形态BAP之间也显著相关．

Olsen-P是评价红枫湖沉积物磷的生物有效性的最佳指标．红枫湖沉积物颗粒组成以粘土及粉砂为主，湖心

沉积物比河口粒度小．表层（05cm）沉积物中Olsen-P和AAP的含量与细组分（粘土）的比例呈正相关，而

RDP、WSP与细组分呈负相关性，表明沉积物细组分对深水湖泊富营养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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