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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然有机质是湖泊水体的重要化学组分，是一类组成和结构十分复杂、物理上不均一的有机混合
物；来自动植物体的分解残体，与生物活动密切相关，包括部分人为污染来源。
有机质在湖泊水生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①有机质是生态系统中能
量与物质循环的重要途径，与生态系统的各个重要环节密切相关，是各种养分（碳、氮、磷和硅）循
环的关键环节，是异养型微生物所需能源的主要提供者，是水体各种物理化学条件（溶解氧、pH和酸
碱度）、光合作用和水汽交换等的重要影响因素。
②有机质是水体化学需氧量和生物需氧量的主要贡献者，是目前水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参数，与水体
色、泽、味密切相关。
③有机质是环境污染物的重要络合剂或吸附剂，对各种污染物的形态、毒性和生物有效性有重要的影
响。
在沉积物中，有机质是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主要宿体；在水环境中，有机结合态是许多有毒亲生物金
属离子的主要赋存形式。
④有机质是各种环境工程技术的选择、效率和评价等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饮用水水处理过程的去除对
象，直接关系到饮用水处理工艺的设计和消毒副产品的形成。
所以，天然有机质相关研究不仅是湖泊科学和环境污染控制实践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且是目前环境
科学、生态学、毒理学、环境立法和政策管理研究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
　　天然有机质化学组成比较复杂，研究难度较大。
最早的研究开始于土壤腐殖酸和油田有机地球化学，重点关注它们的历史演变及其与土壤肥力、油气
的关系。
几十年来，环境问题的出现，特别是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的日趋严重，为天然有机质的研究赋予
了全新的科学内涵。
由于研究介质和关注出发点不同，长期以来，湖泊天然有机质在分析技术、手段和过程机理等方面的
研究一直比较薄弱。
2005年天然有机质第一次作为特别专题被列入在美国召开的Goldschmidt国际会议。
之后，环境地球化学和水环境等方面的国内、国际会议多次将“天然有机质及其与污染物相互作用”
列入专题进行讨论。
　　本书是作者及其团队自1998年以来，在湖泊天然有机质及其与污染物相互作用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有以下特点：①涉及我国百花湖、红枫湖、阿哈湖、太湖和滇池，及日本的琵琶湖和加拿大几个
森林湖泊的对比研究；②在技术手段方面，除了借鉴原有的技术手段（元素分析、红外光谱和稳定同
位素等）外，还采用了很多新的方法（荧光光谱、金属亲和离子色谱、体积排除色谱、紫外滴定、偏
振法和超滤）；③金属包括Hg和cu，有机污染物涉及多环芳烃及药品和个人护肤品；④有机质涉及地
表水和各种分离组分，以及常见的羧基和酚基之外的不同官能团。
这些工作都表明湖泊水环境中天然有机质在影响微量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形态、毒理与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E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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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湖泊生态环境系列书之一，是一部介绍湖泊水体中天然有机质及其与污染物相互作用机理方面
的专著。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湖泊溶解有机质的时空分布特征，有机氮的分离方法及其稳定同位素示踪技
术，腐殖质的色谱分离和表征，不同有机组分的化学结构及其环境行为差异特征，河流水体有机质的
荧光特征及其与汞的作用机理，溶解有机质的荧光与相对分子质量之间的关系特征，有机质与污染物
相互作用的紫外吸收和荧光滴定法对比研究，金属铜有机配位体的来源、化学结构和循环特征，有机
质与多环芳烃的相互作用机理。
本书对认识天然有机质在湖泊环境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机理与效应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深入
揭示水体养分循环与富营养化过程、污染物的环境行为、风险评估和环境管理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可供湖泊学、生态学、毒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地球化学和环境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人员和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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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机质本身为带弱负电荷的聚合体，因此水中的一些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将会影响到它们的物理
化学性质。
它们中的胶体部分由于电中和将发生絮凝，而溶解态部分可被吸附到这些沉淀的絮状物上或者金属的
水化合物上并一起沉淀，在这一过程中有机质的疏水性部分会优先沉淀。
湖泊水体中的一些溶质（如钙、锰、铁和铝）对于有机质转化的影响可能与生物作用和光分解作用的
影响相当。
在许多半干旱地区，与人湖河流相比，湖泊水体中的盐度较大，有机质可能发生聚合和沉淀作用。
　　由于湖泊水体中有机质对其他无机和有机污染物形态毒性、地球化学行为和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及其对水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影响，DOM在湖泊水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
而有机质对污染物的环境行为、效应及其对水质的影响程度与有机质的含量、组成、分布和循环规律
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湖泊水体中DOM（主要是DOC和DON）的时空分布和循环进行系
统的研究。
　　同时，有机质含有C、N、P、S等营养元素，是营养元素的储存库。
浮游植物吸收无机营养元素后在生命活动中能释放有机质，有机质发生光降解等物理化学过程产生无
机的营养盐，可以被细菌等微生物直接利用，这些过程都将有机质和无机营养盐联系起来，使得有机
质和无机营养盐在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发生相互作用。
例如，DOC的矿化占底层滞水层矿化的100％，也就是说滞水层的无机营养盐基本来自于有机碳
（HoLlseretal.，2003）。
DOM是水体中最大的有机碳库。
而DON也是不同水体中有机氮库的重要组成，一般DON的浓度都超过了颗粒态有机氮
（particleorgan-icnitrogen，PON）的浓度。
　　内生的有机质富含脂肪链和营养元素，而陆源的则富含木质素，芳环结构多，所含的营养物质少
（Masheta1.，2004）。
湖泊水体有机质中可被树脂截留成分的C／N、核磁共振谱、稳定碳同位素、荧光光谱和紫外光谱、
相对分子质量和木质素酚等都是识别有机质来源的有效手段。
有机质在紫外波长为254nm时的吸收除以DOC浓度被称作有机质SUVA值，它与芳香结构的浓度相关
，低的suVA值说明是内源的或者缺少陆源的有机质（Weishaareta1.，2003）。
　　湖泊水体中DON主要由水体内部的生物过程产生，包括浮游植物分泌细胞外液、N2的固定、细
菌的呼吸、病毒细胞的溶解、浮游动物的进食及其排泄物的降解，另外一个内源是沉积物的释放。
外源则包括径流输入和大气沉降。
有机碳汇包括光降解、生物降解和沉淀作用。
在铝、铁和钙含量高的酸性湖中，沉淀作用是有机质向沉积物迁移的重要途径（Parksand Barker，1997
）。
　　1.1.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体中的DOC和DON基本代表了DOM的含量和特征，因此对其开展
了广泛的研究。
最主要的问题是DOC和DON的准确测定。
　　水体中有机氮的测定在方法上存在更大的困难。
因为有机氮含量是由。
TDN差减溶解无机氮值获得。
要获得准确的有机氮浓度，就必须先准确测定TDN浓度和各形态无机氮的浓度（包括NO2-、NO3-
和NH4+）。
各无机氮浓度的测定方法相对成熟，主要是TDN的测定还没有公认的方法。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有机质及其与污染物的相互作用>>

编辑推荐

　　《天然有机质及其与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可供湖泊学、生态学、毒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
地球化学和环境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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