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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报道了1惮9年1月 5月杭州湾畔金山糟泾地区用亏水产养殖的河口沿岸水化学状况总含盐

量(16.09主2.17)g/L;碱度(1.61 :t 0.61 hnmoVLõ同值为8田企0.12;阴阳离子中含量最高者分别为(8.37士

l.23)g/L的 C1与(5.05主O.72)glL的Na++K'，为典型河口区水质特点c 属海水水质类型，即氯化水纳

级、皿型(口时)。 常规水质指标如F风为(2.01主O.40)mg/L，其中吼一问占52.9 %，NÛj- -N占46.6%，

NÛJ.- - N占0.5%;有效磷P叫 P含量为(0.021土O.OlO)mg/L;氮磷比(町的'" 212(原子比);化学筒氧量

(CO队伽)为(1O.59:!: 1.42)mg/Lõ五日生化需氧量(BC民)为(1.52:tû.67)吨L;溶解氧(田)平均值为(8.29士

。曲)"""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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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hemistry of the coast along Caojing， Hangzhou Bay 

ZANC Wei_lingl， JIANG Minl， DAI Xi 时，CAI Yun-long1， ZHlì Zhe吨 guOI ， ZHI li_rong1， XU Gui-rong'
(J. Fi仇eries COU嚼， SFU，岛吨阳酬圃， China; 2拙encao Espec叫且也l'Ìe.I Culture cv叩any 01 

岛a咆阳i， 报a咱也i四1507， China) 

Ab瞄田t: Hydrochemit巧。，[ the ooast along Caojing， Hang....hou Bay was studied from Ji皿咀ry to May in 1饵"咀"

f回ul�缸-e summarized画follow回 Total salt content was aOOut 16.09土2. 17g;L; Alkalinity was 1. 61 主
O.61nunoνLô pH was 8∞.0，12. CI- (8.37主1.23g1L)阳d Na+ + K+ (5.05士Q.72g/L)were由e rich白t

""'"咱 Ih田e anÎon and kation io阻，由us water of thìs area had obvious回阳"'Y dUH配tenstJ臼�d ，山ordinatecl to 

且awater咐， 町lely CI�8. Contents of effect附nitrogen(叫) in也e area were rich， N， oontent reached 2.01:t 
O.4OmgIL， in由ich NH3�Nt amOlmting to 52.9%; NÛ:3- -N amounling 10 46.6%缸d NÛz- - N amounting 10 

o . 5 %; COIltent of eff，田tive phω，phorus was 0.021士O.OlOmglL; N/P w龄212;由e chemical ox陌阻【:onsmnption

(coo，，") w，-， 10.59 土1.42吨Lõ BODd .52 土0.67mg1L. Di恼。Ived 0巧'gen was 8.29土0.68πψL
K町W田咀S:c咽81; Hydrochemistry; effec鬼附nitJ可币1; efft田tive phosphorns 

闭口区是陆地、海洋和 大气之间各 种过程相互作用最活跃的水域，这里的环境和 生态皇统受到来自
陆地和 海洋双重作用的影响。 全球有二分之一左右的T�城市坐蓓在向口及邻近 地区 ，优越的自然条

件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城市发展的同时反过来给自们赖以发展的河口区及邻近海域造成了严
重污染[\指国也一样，1993 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医养殖的中国对虾发生前所未有的暴发性梳行桶，
中国对虾大面积死伫。 地处杭州湾北岸的上海郊区(盘山、南汇、奉贤等)的养噩场也不 例外。 至今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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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搞民维玲等 杭州湾糟泾沿岸水化学状况 201 

对虾养殖未走出低谷，而其它水产品养殖也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发生。7)<.质作为水产养殖的关键因素之
近些 年为人们所关注，对于杭州湾北岸潮间带的水质状况曾有人作过调查时。 但近年来未见报道。

处于杭州湾畔养殖用水正是来自潮间带，其排放的匮水常随潮水涨曹又反复被纳入贮*河作为养殖用
水，有关这 水域的水化学状况报道较为罕见o 因此，调查研究海湾沿岸在域水化学状况，时发展沿海
海水养殖甚为重要 。 为此 ，于1拥9 年1月 5月对杭州湾畔糟泾地区 海水养殖取水的沿岸河口水进行
了水化学指标的分析测定，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养殖工作提供科学依据c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样时间与地点
选取金山区糟泾上海申溜特种水产品开发公司养殖用水贮水河闸门外水域为果样点(见国1)，于

每月大，11、潮高潮、水探1-2m处JIi<样分析测定。
1.2 测定内容与方法

p H用p HB-4型酸匮计测定，用海水比重il测
定现场比重，盐度由不同温度下比重盐度公式换算，

溶解氧(00 )与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用叠氧化饷
腆量法测定[3，4]化学需氧量(COD)用碱性高锺酸悍
法测定[7J硬度及硫酸根离子用络合法测定[;J晒度
( A )用酸直接滴定法[6J氯离于(Cn以窑量沉淀Ii
测定[;J铀饵(Na+ +K+)用阿列全差减法计算求
得[7J 且氨氨(阳3-N t)与亚硝基氨(NOi -N)及硝酸

组(N o，' -N)用比色法测定[.J非离子氮氧(NH7
N m)根据文献提供方法计算得到[剖，可溶性磷用磷
铝蓝比色法测定恼，.J。

2 结果与讨论

2，1 主要化学成分吉量及分析
2，1，1 水质类型

上海

图1 杭州湾渭泾示意图

Fig. 1 The sketc}t阳Ip ofQ呼鸣. HangdJou Bay 

杭州湾渭泾地区沿岸水分析测定结果列于表1 。 由表1可知，阴、阳离于含量最高者分别为α和
N a++K+，且 HO句 + scn.- < Mi+ + ea2+ ，据阿列生分类法[7J 糟泾地区沿岸河口在属悔水类型，即
Cl齿，氧化革，纳组，皿型。
2，1，2 pH:&盐度变化

表l表明，今年1月 5月，水温由 3，5'C升至23， 8'C，温度变化达2O，3'C。 这样大的温度变化范
围，p H的变化幅度却很小，最小值为7剖，最大值为8.16 ，平均为8.00土O.J20 这与有关资料报道相一
致r210 p H变化如此 之小，主要取决于海水中二氧化碳体系的缓冲作用。 根据公式求算得河口区表征水
体缓冲能力的缓冲睿量(日)为0 .1ωO.3mmol/L.其中40%*样的日 为0.2 - O.3ßllJ宜过/L，略低于大洋水的
缓冲睿量(约o.4nunol/L) [10 J。 如此 稳定的酸碱性环境高利于河口区生物的生桂、繁衍。

自表1可知，河口水盐度变化幅度很大。仅4，5月，盐度变化由11. 68升至18 .74，最大值与最小值
差7.06，此 符合一般河口水盐度变化特点。1999 年的盐度为近年来最高值，平均值为15.4，而1998 年，
因长江发冬讯，盐度降至近年来每季的最低值，仅为6.5①，而且有资料[11]指出·河口水主要受大陆径流

①戴维玲戴习株，江 徽等'应节对虾糠化养殖糖水化学状况1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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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河口区潮间带谈水平衡不稳定，不同年份各月降水径流量差异很大，同时海洋环流各年情况不同，
所以 表面盐度年变化每年都平思相同，极值出现时间也不稳定，不象温度那样规律性强。可见，河口区
盐度变化相当复杂。

褒1 四"年1月 5月1可口E沿岸水质指标测量结果

T曲.1 AoaIy阳1 .... 血，，" 酬... ....... 咽皿lity In esb皿町阳ÐJ:缸皿町臼May in 1饵"

来样H期 1.13 2.28 3.4 3.9 4.3 4.8 5.2 5.5 5.25 

水温(�) 3.5 8.5 11.6 8.6 12.8 14.5 19.0 ，".0 21.0 

，H 7.88 8σ7 8. i1 7.88 8.14 8.16 8. iO 7.95 7.90 

比重 1.0140 1αm 1.0135 1.0145 I晶。140 1.0145 1.0115 1.0115 1.0102 

二:Ci(glL) 17 .0 11.1 16.1 17.8 17.2 16.4 15.6 15.6 13 .1 

DO(mglL) 8.84 9.36 8.51 8.61 8.28 UJ 7.88 

COD(mglL) 9.24 10.67 11.05 8.11 9.93 11.48 10.6θ 13.17 

BODs(，昭!.) 1.96 2.55 1.86 1.62 1.27 0.84 

Nao +直， (mWL) 5�泪8.4 3584.9 5477 .3 5也8.1 5675.6 5旦B.7 5127矗E 51.9.9 4自"'.0

oè+ (mglL) 221.24 179.56 227.65 239.68 224.45 214.回 205.74 组nσ7 173.68 

M，/'(吨;L) 653.72 434.19 644岁7 689.55 642.0鸥 但5.18 575矗57 578矗阻 486.40 

Cl- (mglLl ，...4 6108.7 9235.2 9812.4 9331.4 9013.9 E丑)2.1 8页)2. ! 6993.7 

5.31 

23.8 
7.84 

1田"。

\3.6 

7.28 

10.97 

4443 8 

l76.35 

5σ7.48 

7186.1 

蜗 (m串汀，) I面8.10 "勤6.83 1例'.9B 1147.妇 1283.36 1帽7.40 1252.62 1234.37 1024.96 1112.86 

HCC可，C硝(mglL) 68.07 ".54 70.41 68σ7 66.65 59.92 149.05 137 .26 122.73 147.12 

A(皿叫/L) 1.12 1.46 I矗16 1.12 1.10 。" 2.46 2.26 2，{)2 2.42 

水质类型 Qttl.� o"t1t:i 。lllrtl:t 。lt辑: α世骨; α晴"9 α1阳; αE耳; αlrt!:� 。且21

2，1.3 潜解.(00)、化学需氧量(∞0)与五目生化需氧量(BOD，)

从 表l看出，河口区田随温度升高， 其吉量递减，而溶氧饱和 度呈递增趋势，变化幅度在88，0%-
肝4%之间。 化学需氧量(COD)随温度升高呈递增趋势， 变化革围为8.11 - 13， 17mg/L，平均为(10， 59
土1.42)mglL，按通常将化学需氧量达到13 - 15mg/L 的事即 属肥水的标准[剖，贝u此 处河口水已接近 肥水
标准。海水水质标准对渔业和 海在养殖用水中COD 的要求为小于3mg/L，如此 高的COD，对于养殖与
苗种培育均不利。 如用于育苗，必须进行净化处理， 否则难以 取得良好效果。 五日生化需氧量(8005 )
变化范围为0，84 - 2，55mg1L，平均值为1.52mg1L，尚符合渔业水质标准[10]。

2，1.4 常量离于变化特点

表2列出糟泾河口区常量离于吉量的
均值旦大洋*'常量离于古量。 由表2 可

知，由于受河串的影响，河口水中主要离于
的吉量失去了海水的特点，特别是失去了
海水所具有的常量成分恒定性原理这一重
要特征[剧。 思管河口水主要离于绝对吉
量与大洋水相 差甚大，但各 离子吉量大小

河口水

大洋水

褒2 渭泾南岸水E大洋水常量离子含量均值

Thb.2 Av，四百ge <OOfe画画..a擅自tantk圃..a陶蝇皿
跚阳·础吨。..h唱皿"'"皿 ....... glL 

Na++K+ C." h旷· 。 �- HCC可，C，"

5.054 0.'万 0.5页w 8剑" 1ω5 0.098 

11.147 0.413 1.294 19.353 2.712 。.142

顺序与海水相一致，阴离于大小顺序为Cl->S叫 >HC句! + c时 ，阳离于为Na+ +K+ >Mg2+ > Ca2+C 

可见，河口水受海在影响超过河事，故仍属海水类型。

2，2 氮磷营养元素
表33到j出1999年3月重5月，杭州湾北岸槽径地区闸外附近 营弄元素吉量及均值。去3 表明，渭泾

地区河口水有效氧肯量丰富，三志氧且量(N，)均值为(2，01土O，40)mg/L，其中且靠靠(NH3-Nt)占且坦
(Nt)的52.99岛，硝酸缸占46，6%，亚硝基氨占0.5%0 且直盟和 硝酸篝吉量都很高，这与有关资料调查
结果 一致['J。 而根据丈献[12J关于长江口外东海区营养元素吉量数据统计可知，总量(N，)为0，140mg/
L，且氨氧占359岛，硝酸氨占曲%， 亚硝基篮占5%，两个区域且组吉量量躁，而且且氨氮租硝酸氧占总氧
比例大小正好相反，由此可见，河口区近 岸有效氨吉量有其不同于外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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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3 1'J9'I年3月 5月曹泾沿岸水营养元素含量

T曲.3 c.nt皿也mm血ient eler田E也"'a擅自dw回;er aloog C舶ding fr回. Man-b阳M町;'1饵" n理vL
3.4 3.9 4.3 4.' 5.2 5.5  5.25 5.31 平均债

风 1.5B 2.88 1ω ..97 1.95 2.21 2ω .. " 2.01士0.40
NÜ:!--N o到� 0.49B 0.758 o叨飞3 iω2 1.213 ..340 1.196 0.938士0.322

NOj -N 0.014 。α" o α� 0.0\9 。α" 0.010 0.014 0.010士。αM

NHJ- - N， ..0ω 2.370 0.933 0.9时 。现n 0.985 0.673 OHf1 1 016士0.550

NHJ-- Nm 0.019 。α'" 。α26 0.027 。ω7 0.052 。但5 0.025 0.02且士0日13
POl--p 0.014 O.OW 0.015 0.018 0.018 0.013 。ω5 O.�5 0.011 "，0.010 

注 .， 为未幢出

有效氧啻量如此之高， 部分是由 于洒水携带所致[13]再就是河口区水产养殖大量排水造成。 养
殖用水的排换都集中在潮间带，而地处杭州南北部的河口区特合盐模型河口港湾环流模式"1且为强
潮沙区，海湾中海水来回运动，不易输入海拌，因而养殖排放水中携带的大量有机物(包括生物尸体、排
泄物、残饵等)便罪于河口区，大量有机物分解，致使在体阳-3 - N和No，' - N含量较高，且高浓度NH3

Nm 和 Nûi -N 对养殖生物有毒害作用，能诱发生物疾病[臼]。
该地区可溶性磷吉量较低，平均为(0.021主O.01O)mglL， N/P = 212 ( 原于比)。 胡明辉和 杨逸博[16J

曾提出，长在口水域中，N/P为40- 150 ，而海洋生物和 大洋在氨磷比通常约为16 ， 当N/P> 30时 角
褐指菌等多种浮游植物生t主均受到暗含量过低的限制。 可见阿口区氨瞬吉量的比例严重失调，处于非
最佳状态。

综上所述，杭州i湾糟泾地区河口水属海水类型， 盐度变化复聋，pH较稳定，COD与三态氨含量均较
高，且氨氧(N H3-Nt)占比例最大，有效磷融王。 故该处河口水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3 结语

(1)常量成分吉量。 主要离于中，阴、阳离于吉量最高者分别为Cl 和 Na+ + K\1999年1月-5 月
平均值分别为(8.37< 1. 23)glL 和 (5.05尘。η)glL，水质属海水类型(C咐 ，)， L;Ci=(16回土2.17)gI
L，A=(1.61土0.6!)mmoVL。

。)pH与盐度。河口革缓冲能力较强.pH稳定。盐度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3)三态氨吉量丰富、高雄磷缺王。 Nt= (2.01土O.40 )mglL，阳γN占52.9%，N何-N 占46.6%，

NO豆-N占0 .5%，1'(咱 -p=(。但l主O.OlO)mglL，N/P二212 ，比例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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