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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 年春(夏季大辽河近入海河段的大面站和连续站观测$分析了水体溶解氧" ?ANN7;T@? 7J<V@8$ X0#的时空分布

规律$并对近入海河段上游低氧区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B结果表明$水体溶解氧含量在空间分布上呈入海口高(河段上游

低$表层高(底层低的趋势’时间分布上呈白天高(夜间低$春季高(夏季低的趋势B夏季溶解氧含量介于 "‘*% gF‘$$ GVP4之

间$平均为 *‘FF GVP4$其中河段下游的溶解氧含量平均为 *‘#F GVP4$上游距入海口约 F) IG处开始出现较大面积的低氧区$

溶解氧含量平均为 ’‘** GVP4$最低 "‘*% GVP4B溶解氧与温度(盐度(叶绿素 D(营养盐和高锰酸盐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溶

解氧含量与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的相关性最显著$由此推断低氧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径流营养盐的输入和有机污染物的排

放$而夏季表层水温升高导致的水体垂直层化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底层溶解氧含量的降低B

关键词!溶解氧’ 低氧’ 大辽河’ 河口
中图分类号!_"*"‘’!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E**(""’(""#("E(()"E($

收稿日期#’("(E("E(%’修订日期#’("(E(*E’F
基金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_($)’%E

(("E(’$ ’((#\_($)’&E((%E(*#
作者简介#杨丽娜""#&) g# $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河口

环境生态学$+EGDA;!<D8V;8w&)"((’K"’%‘M7G
" 通讯联系人$+EGDA;!c:@8V<D8K7>MB@?>BM8

5’,)&’3#)’+(-0F&F7)%&’,)’7,+15’,,+4\%*C]H9%(F(*X%70F(’,6 +1:H$+]’F ’(
)0%;$$%&/,)#F&’(% +̂(%+1)0%5F4’F+0%V’\%&
Z3,[4AE8D"$ 4.\:@8VE<D8"$ ’$ \]3,[_>@EdA8V"

""B67;;@V@7S+8TAL78G@89D;5MA@8M@D8? +8VA8@@LA8V$ 0M@D8 Y8AT@LNA9<7S6:A8D$ bA8V?D7’%%"(($ 6:A8D’ ’B̂ @<4DR7LD97L<7S

1DLA8@+8TAL78G@89D;5MA@8M@D8? +M7;7V<$ 1A8AN9L<7S+?>MD9A78$ 0M@D8 Y8AT@LNA9<7S6:A8D$ bA8V?D7’%%"(($ 6:A8D#

<3,)&F7)!UDN@? 78 SA@;? N>LT@<NA8 9:@>OO@L@N9>DLA8@c78@7S9:@XD;AD7:@/AT@LA8 5OLA8VD8? 5>GG@L7S’((#$ 9:@NOD9AD;D8?
9@GO7LD;?AN9LAR>9A78N7S?ANN7;T@? 7J<V@8 Q@L@D8D;<c@? D8? 9:@G@M:D8ANG 7S:<O7JADQ@L@OL@;AGA8DLA;<?ANM>NN@?B2:@L@N>;9N
A8?AMD9@? 9:D9X0M78M@89LD9A78NQ@L@:AV:@LA8 9:@LAT@LG7>9: D8? ;7Q@LA8 9:@>OO@LL@DM:@N$ :AV:@LA8 N>LSDM@;D<@LND8? ;7Q@LA8
R7997GM78M@L8A8VA9NNOD9AD;?AN9LAR>9A78B=7LA9N9@GO7LD;?AN9LAR>9A78$ X0M78M@89LD9A78NQ@L@:AV:@LA8 ?D<9AG@D8? ;7Q@LD98AV:9$
:AV:@LA8 5OLA8VD8? ;7Q@LA8 5>GG@LB2:@X0M78M@89LD9A78NA8 9:@>OO@L@N9>DLA8@c78@7S9:@XD;AD7:@/AT@LA8 5>GG@LLD8V@?
R@9Q@@8 "‘*%EF‘$$ GVP4QA9: D8 DT@LDV@7S*‘FF GVP4B2:@M78M@89LD9A78NA8 9:@;7Q@LL@DM:@NQ@L@:AV:@LQA9: D8 DT@LDV@7S*‘#F
GVP4B3;DLV@:<O7JADDL@DQDNL@M7L?@? A8 5>GG@LA8 9:@>OO@LL@DM:@N7S9:@@N9>DL<N9DL9A8VSL7GDR7>9F) IGDQD<SL7G9:@LAT@L
VD9@QA9: D8 DT@LDV@X0M78M@89LD9A78 7S’‘** GVP4D8? DGA8AG>G 7S"‘*% GVP4B2:@M7LL@;D9A78 D8D;<NANN:7Q@? 9:D9X0
M78M@89LD9A78 QDNNAV8ASAMD89;<M7LL@;D9@? QA9: 8>9LA@89ND8? O@LGD8VD8D9@A8?@JB+JM@NNAT@?ANM:DLV@7S8>9LA@89ND8? 7LVD8AMO7;;>9D89N
Q@L@$ 9:@L@S7L@$ GDA8 SDM97LNMD>NA8V:<O7JAD$ D8? QD9@LM7;>G8 N9LD9ASAMD9A78 ?>@979@GO@LD9>L@LAN@A8 5>GG@LA8 N>LSDM@;D<@LN;@?
97S>L9:@LL@?>M9A78 7SX0A8 R7997G;D<@LN7S9:@QD9@LB
A%H I+&*,!?ANN7;T@? 7J<V@8’ :<O7JAD’ 9:@XD;AD7:@/AT@L’ @N9>DL<

!!溶解氧含量是衡量水体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
一$它可以直接反映生物的生长状况和水体的污染
程度B水体中的溶解氧主要来源于大气中氧的溶解
和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消耗途径则主要包括水生
生物的呼吸作用和有机物质的降解B一般来说$水体
中溶解氧的含量低于 ) GVP4时$便会对水生生物的
生存产生不良影响$低于 ’ GVP4时会导致鱼类窒息
死亡$大多数藻类也无法存活 *"+B5M:>R;@等 *’+把低
氧 "]<O7JAD# 的标准定义为溶解氧含量低于 *
GVP4B

河口是海洋与河流相互作用的耦合带$是陆源
物质的主要接受体 ".汇/#$也是海洋物质的输出

.源/B它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不仅受到海陆自
然力的强烈作用$也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环境变化最
剧烈的地区之一B因此$河口中水体的溶解氧含量除
受营养物质(有机污染和生物活动的影响外$还取决
于水体稳定度(垂直层化作用以及海水运动等水动
力条件B营养盐和有机物的大量输入$藻类的过度繁
殖$以及水体发生较强的层化作用而妨碍垂直混合$
都会大量消耗溶解氧而导致河口低氧区的形成B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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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河口的缺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生态
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B’( 世纪 #( 年
代初到现在$世界许多河口地区$夏季常常出现缺氧
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湾北部发现的高达 ’
万 IG’ 的低氧区 **+ $研究表明$径流带来的营养物
质分解是该低溶氧区形成的主要原因B在美国西部
的长岛海峡$CD<等 *F+认为夏季层化作用形成的密
度跃层是导致底部水体缺氧的主要原因$而 a@;N:
等 *)+的研究发现$氮的过度排放及其导致的藻类大
量繁殖是形成低氧区的主要原因B在中国$长江口(
珠江口以及一些沿岸海域也存在季节性的缺氧现
象$研究较多的是长江口外的低氧区$强烈的水体层
化作用限制了表底层的氧交换$导致出现了面积达
"* $(( IG’$平均厚度达 ’(G的底层低氧区"X0p’
GVP4#$其溶解氧的最低值甚至达 " GVP4B同时$长
江径流携带的大量营养盐促进了这一海域的初级生
产$从而加剧了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氧的亏损 *%+B

大辽河是辽宁省内自浑河(太子河汇流后的三
岔河至营口入海口的水域$是一条具有航运(养殖(
灌溉等多功能的河道$近入海河段长度约 #% IGB由
于沿途流经众多工业城镇$携带了大量的工业和生
活污水$河水及其所携带的物质进入大辽河之后$会
受到河流与海洋共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
的影响B营养物质的输入(有机污染物的氧化降解(
水体的垂直层化作用(浮游植物的过度繁殖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很容易引起水体溶解氧含量的降低$甚
至导致低氧区的形成B但目前国内对大辽河河口的
溶解氧分布特征及低氧区成因的研究报道还不多
见$且研究区域主要分布在入海口邻近海域 *$+ $而
对于大辽河近入海河段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本
研究考察了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水体溶解氧的时空分
布特征$并初步分析了低氧区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这
对于大辽河河口的水质保护和环境管理工作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B

JK材料与方法

于 ’((# 年春季") 月 ") g’) 日#和夏季"# 月 "
g"’ 日#对大辽河近入海河段"F(kF(lgF"k("l,$
"’’k()lg"’’k’%l+#环境进行了调查$共设置 "% 个
调查站位 "图 " #$并在辽河公园 " 5F # 和三岔河
"5"%#’ 个站位进行了 ’F: 连续观测B观测项目包括
温度(盐度(溶解氧(营养盐(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D等"表 "#B其中$温度(盐度和溶解氧分别由便携
式水质参数仪和溶解氧仪现场测定’营养盐样品经

醋酸纤维滤膜过滤$氯仿固定后用 ULD8 4>@RR@营
养盐自动分析仪进行测定B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采
用碱式高锰酸钾法B测定叶绿素 D的水样经醋酸纤
维滤膜过滤后$将膜于 h’(m下冷冻保存$采用萃取
荧光法测定B连续站溶解氧的含量采用多参数水质
仪进行测定B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5W55"*‘(B

图 J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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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水深&表层水温

和表层盐度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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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结果与讨论

MLJ!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溶解氧空间分布特征
MLJLJ!夏季溶解氧平面分布特征

夏季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水体的溶解氧含量总体
表现为自入海口至河段上游逐渐降低的趋势B溶解
氧含量 "‘*% gF‘$$ GVP4$平均为 *‘FF GVP4B表层
溶解氧含量 ’‘"’ gF‘$$ GVP4$平均为 *‘%’ GVP4B
底层溶解氧含量 "‘*% gF‘%* GVP4$平均为 *‘’&
GVP4$基本上呈表层高(底层低的分布规律"图 ’#B
在入海口附近$表底层溶解氧含量差异较小$但往河
段上游方向表底层溶解氧的差异逐渐增大$且从
5"’ 站位开始表底层均出现较大范围的低氧区"X0
p* GVP4#$底层溶解氧含量最低可达 "‘*% GVP4B
较以往报道的大辽河溶解氧含量的最小值更低 *$+ $
说明溶解氧的含量正在下降$该流域的缺氧问题也
日趋严重B

图 MK夏季大辽河近入海河段表底层水体

溶解氧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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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JLM!夏季溶解氧垂直分布特征
以辽河公园"5F#和三岔河" 5"%#’ 个站位的溶

解氧含量随水深的变化为例来研究夏季大辽河近入
海河段上游和下游的溶解氧垂直分布规律B由图 *
可知$辽河公园站和三岔河站的溶解氧含量均呈现
由表层至底层递减的规律$且都存在垂直分层现象B
辽河公园站邻近大辽河入海口$表层水E气交换条件
好$溶解氧含量较高$底层由于有海水入侵$垂直变
化很小$反而在水深 ’ G左右的次表层出现较弱的
溶解氧垂直分层B三岔河站位于河段上游$由于夏季
水体稳定度高$垂直混合作用较弱$阻碍了上(下层
的氧气交换$因此溶解氧含量的垂直变化较大B
MLM!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溶解氧时间分布特征
MLMLJ!溶解氧含量的昼夜变化特征

分别在辽河公园"5F#和三岔河"5"%#设置 ’F :

图 NK夏季营口公园站和三岔河站的

溶解氧垂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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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F!(( g# 月 F 日 "F!((#连续监测站位$
观测表层溶解氧的昼夜变化特征B结果表明$三岔河
站的表层溶解氧含量为 (‘$& g’‘%( GVP4$平均为
"‘F GVP4$其昼夜变化规律明显$最高值出现在 "$!
(($最低值出现在 ("!(($溶解氧含量呈现白天高(
夜间低(昼夜差别大的特点B由于三岔河站位于大辽
河近入海河段的上游$水体稳定度高$表(底层的氧
交换受阻$因而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了溶解氧
含量的昼夜差别B相反$辽河公园的表层溶解氧含量
昼夜变化不明显$最高值为 *‘#% GVP4$出现在 "F!
(($最低值为 *‘&( GVP4$出现在 (%!(($平均含量为
*‘&$ GVP4"图 F#B辽河公园站靠近入海口$水动力
条件较好$海水的潮汐运动会带来大量的溶解氧$从
而使表层溶解氧得到补充$而且辽河公园站与三岔
河站相比$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减弱"表 ’#$因此其
表层溶解氧含量的昼夜变化较小B

图 OK夏季大辽河近入海河段连续站水体

溶解氧含量的昼夜变化特征

=AVBF!XA>L8D;TDLAD9A78 7SX0D9M789A8>7>NN9D9A78NA8 9:@>OO@L

@N9>DLA8@c78@7S9:@XD;AD7:@/AT@LA8 5>GG@L

MLMLM!溶解氧含量的季节变化特征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春(夏季溶解氧含量的变化

如图 ) 所示$表(底层水体都呈现春季 o夏季的规
律B春季表层水体的溶解氧含量 F‘$F g$‘() GV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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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M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表层溶解氧与温&盐&高锰酸盐指数&营养盐和叶绿素 F 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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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 . = 高锰酸盐指数 ,0h
* ,]f

F ,0h
’ W0* hF 6:;ED

X0 "
. h(‘)(%" "
5 (‘&%""" h(‘$"’"" "
高锰酸盐指数 h(‘%%)"" (‘*(& h(‘%F("" "
,0h

* h(‘$&""" (‘’($ h(‘%F)"" (‘%"*" "
,]f

F h(‘%FF"" (‘’#F h(‘))%" (‘F() (‘)*F" "
,0h

’ h(‘%F("" (‘’() h(‘)%$" (‘*%% (‘)$&" (‘#(%"" "
W0* hF h(‘(F# (‘(F# (‘(") (‘"’$ h(‘("" (‘()" h(‘"#) "
6:;ED h(‘&$%"" (‘F)* h(‘$#F"" (‘F)# (‘$$""" (‘$(#"" (‘&"&"" (‘")( "

"# ""表示 Kp(‘("$极显著相关’"表示 Kp(‘()$显著相关$下同

平均含量为 %‘%( GVP4’底层溶解氧含量 F‘%) g
$‘() GVP4$平均含量为 %‘)$ GVP4B除入海口处
"5"#溶解氧含量稍偏低外$其它站位的溶解氧含量
都相对较高$没有出现溶解氧的垂直分层现象$也不
存在底层的缺氧问题B夏季溶解氧的含量则普遍较
低$自入海口至河段上游逐渐出现溶解氧含量的垂

直分层$且从 5"’ 站开始表底层均出现溶解氧含量
低于* GVP4的缺氧现象B夏季溶解氧含量低于春季
的原因可能是!夏季表层水温较高$水体的垂直混合
作用与春季相比较弱$层化作用形成的密度跃层导
致表底层氧气交换受阻$因而夏季更容易形成低
氧区B

图 P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春季与夏季溶解氧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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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N!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低氧成因的初步分析
水体中溶解氧的含量是物理(生物和生物化学

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受温度(盐度(水交换能力(浮
游生物以及耗氧有机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B然而河
口低氧区的形成受人为活动影响更为显著$沿岸大
量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径流各种营养元素的输入被
普遍认为是导致河口地区低氧的主要原因B由于大
辽河流经海城(盘山(大石桥(大洼(营口等城镇$穿
行于辽河中下游区的近海地带$沿岸分布有养殖区(
造纸厂等污染源$再加上大辽河属于感潮河段$潮汐

作用对溶解氧及其各个环境因子的分布具有一定影
响$因此大辽河近入海河段低氧区的成因较为复杂B
本研究通过分析溶解氧与温度(盐度(高锰酸盐指
数(营养盐和叶绿素 D的相关性$初步探讨了大辽河
近入海河段低氧区形成的原因B
MLNLJ!夏季溶解氧与温度(盐度的相关性分析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表层的溶解氧含量与温
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表 ’#$底层溶解氧与温度
没有显著相关性"表 *#B其水温的水平分布呈现上
游高(下游低的趋势"表 "#$且水体温度的高值区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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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区相对应’垂直分布由浅至深呈逐渐降低趋势$
形成了水温的垂直分层B由于溶解氧含量取决于它
在水中的溶解度$而溶解度又与水温密切相关B一般
情况下$水温低$溶解度就高$反之亦然$这可能是造
成夏季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溶解氧含量普遍偏低$且
上游低于下游的原因之一B其次$夏季的热量输入增
强了水体层化作用$产生密度跃层$使得垂直混合作
用减弱$因此夏季水温的垂直分层是形成底层低氧
区的主要物理因素之一B

从溶解氧与盐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表(底
层的溶解氧含量与盐度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表 ’(
*#$但溶解氧随盐度的变化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分
布规律$而是呈现一种分段式的 .溶解氧E盐度/关
系B在盐度 o* 的区域" 5" g5"" 站#$溶解氧与盐度

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 q(‘&$’在盐度 p* 的区
域"5"’ g5"% 站#$溶解氧与盐度无显著相关关系$
D’ q(‘’%B而盐度 q* 在近入海河段可以作为海水
与淡水的分界线 *&+ $由此表明潮汐作用对河段下游
的溶解氧含量影响很大$大量海水的涌入$不但对河
道水体起到了扩散和稀释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大量
的溶解氧$因此溶解氧含量随盐度的增大而增大B在
盐度 p* 的 5"’ g5"% 站$恰好也是大辽河近入海河
段的低氧区$溶解氧含量几乎都小于 * GVP4$故在
这一水域盐度不是导致低氧的关键因素B相比之下$
人为排放的营养物质和耗氧有机污染物分解等生物
化学过程可能对河段上游溶解氧含量的影响更为重
要$而在中下游及入海口附近水域潮汐作用对溶解
氧的分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B

表 N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底层溶解氧与温&盐&高锰酸盐指数&营养盐和叶绿素 F 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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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NLM!夏季溶解氧与叶绿素 D的相关性分析
生物活动包括浮游生物的呼吸耗氧和浮游植物

的光合作用等$也是影响溶解氧含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B而叶绿素 D是反映水体初级生产者"浮游植物#
生物量的重要指标$因此这里通过分析溶解氧与叶
绿素 D的相关性来讨论生物活动对大辽河近入海河
段溶解氧分布的影响B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的表
层叶绿素 D总体表现为河段上游高$下游低的趋势$
变化幅度大$最高可达 ’"‘* GVPG*$是最低值的 "&

倍B叶绿素 D含量与表层溶解氧含量呈极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表 ’#$叶绿素 D浓度高$表明生物"主要
是浮游植物#活动旺盛$但浮游植物大量繁殖释放
的氧气并没有使河段上游的溶解氧含量增高$反而
河段上游存在一定面积的低氧区B导致这一现象的
原因可能与表层浮游细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降解有
机质(消耗溶解氧有关 *#+ ’也可能是由于生物学上

的.双峰效应/$径流带来的营养物质促使浮游植物
迅速繁殖的同时$浮游动物也随之大量生长$从而消

耗溶解氧 *"(+B本研究结果也发现表层叶绿素 D与无

机氮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结果与以上理论相符$因
此河段上游表层的低氧区$可能与浮游动物活动较
活跃$消耗大量溶解氧有关B但底层叶绿素 D与溶解
氧几乎无相关性"表 *#$说明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
过程不是导致底层溶解氧变化的主要因素B
MLNLN!夏季溶解氧与营养盐的相关性分析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表层的溶解态无机氮含量基
本表现为自河段上游至入海口逐渐降低的变化趋
势$与表层溶解氧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表 ’#B大量
营养盐的输入会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水生生物迅
速繁殖$当这些生物死亡腐烂$其耗氧作用大大超过
光合作用时$溶解氧含量将急剧下降从而使该水域
形成缺氧状态B* 种不同形态的溶解态无机氮中$以
硝酸盐的浓度最大$氨氮次之$亚硝酸盐浓度最小$
硝酸盐含量在夏季出现最高值$可能是灌溉区或养
殖区营养盐的沥滤作用加强引起的结果 *""+B底层的

溶解态无机氮含量与溶解氧也呈负相关关系$但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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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与溶解氧的相关性不显著"表 *#B由此推断$底
层溶解氧的含量受亚硝酸盐和氨氮的影响较大$*
种溶解态无机氮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可能是导致水体
中溶解氧含量变化的重要原因$氨氮通过硝化作用
转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的过程会消耗大量溶解
氧 *"’+B

活性磷酸盐的含量从河段上游至入海口几乎保
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变化幅度较小$与溶解氧没有
显著相关性"表 ’(*#B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水体中活
性磷酸盐含量的无规律变化表明磷酸盐已经发生了
明显的转移$而水体中悬浮颗粒物质对磷酸盐的吸
附E解吸作用$则可能是活性磷酸盐含量无规则变化
的主要原因 *"*+B
MLNLO!夏季溶解氧与高锰酸盐指数的相关性

影响溶解氧含量的主要生物化学过程是耗氧有
机物的氧化分解$而高锰酸盐指数作为表征水体中
有机物被氧化所需氧量的指标$可以反映水体中有
机污染的程度B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溶解氧与高
锰酸盐指数之间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 ’(*#$
说明有机污染物参与了水体耗氧过程$随着高锰酸
盐指数由入海口至河段上游逐渐增大$X0呈降低
趋势$并在 5"’ 站开始出现低氧现象B由于低氧区受
海水潮汐作用影响较弱$因此耗氧有机物的氧化分
解可能是导致河段上游溶解氧含量较低的主要原因
之一B通常$低氧区比较容易出现在水体底层$但本
调查发现表层水体也存在低氧现象B由此推断$在受
耗氧有机物严重污染的区域$其表层也可能形成低
氧区 *"F+B

NK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低氧成因的初步分析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溶解氧含量介于 "‘*%
gF‘$$ GVP4之间$平均为 *‘FF GVP4$其中河段下
游的溶解氧含量平均为 *‘#F GVP4$上游距入海口
F) IG处开始表底层均出现较大面积的低氧区$低
氧区域内溶解氧的平均含量为 ’‘** GVP4$最低值
可达 "‘*% GVP4B溶解氧含量受物理(生物和化学作
用的共同控制$因此可以从温盐特征(生物活动(营
养盐以及有机污染物的输入等方面来综合探讨夏季
大辽河低氧区的形成原因B由溶解氧与各环境因子
的相关性分析可知"表 ’(*#$表层溶解氧含量与温
度(叶绿素 D(溶解态无机氮和高锰酸盐指数呈显著
性负相关$且叶绿素 D与溶解态无机氮之间也表现
出良好的负相关关系B该结果表明随着夏季温度的
升高$营养盐的不断输入会导致表层浮游植物的大

量繁殖$根据.双峰效应/$浮游动物也会随之繁盛$
消耗表层的溶解氧B此外$径流携带的有机污染物会
在表层浮游细菌的作用下降解耗氧B当溶解氧的消
耗量大于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及大气复氧时$表层
的溶解氧含量就会降低而形成低氧状态B底层溶解
氧含量与溶解态无机氮和高锰酸盐指数呈显著性负
相关$表明沉降到水体底层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浮游
生物死亡残骸的分解过程中会消耗大量溶解氧$从
而造成底层的缺氧现象B底层溶解氧含量除受营养
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影响外$还取决于水动力交换条
件$夏季表层水温的升高会导致温(密跃层$使表底
层的垂直交换作用减弱$因而水体的垂直层化作用
是造成底层低氧的主要物理因素B此外$本调查发现
溶解氧与盐度之间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显著的正相
关$但实际上呈现分段式的.溶解氧E盐度/关系$在
盐度 p* 的河段上游$潮汐作用对溶解氧影响很小$
溶解氧与盐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而在河段的中
下游段$溶解氧随盐度的增大而增大$与盐度呈极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态无机氮也
与盐度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海水的潮汐
作用$不仅携带了大量的溶解氧$而且起到了扩散和
稀释的作用$增强了河水的自净能力B因此$潮汐作
用对大辽河河段中下游及入海口处溶解氧的分布十
分重要$但不是河段上游低氧区形成的影响因素B与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相比$夏季河口或海区一般在底
层形成低氧区$主要原因是海水层状结构的稳定$阻
止了表底层 X0的垂直交换$从而使底层有机物分
解所消耗的氧得不到补充$造成底层 X0的严重亏
损 *")$"%+B由于大辽河上游的有机污染比较严重$而
河口与海区的水交换条件较好$海水运动对污染物
可以起到稀释和扩散的作用$因此河水底层缺氧的
主要原因是有机质耗氧所致$而海水底层缺氧的原
因则主要取决于海水的垂直层化作用B综合分析大
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水体溶解氧的分布特征以及溶
解氧与各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径流输入及沿岸排
放的大量营养物质和耗氧有机污染物分解是河段上
游低氧区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水体的垂直层化作用
等物理过程与上述生物(化学过程一起直接或间接
决定了低氧区的规模(程度和持续时间B

OK结论

""#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在空
间上呈现入海口高(河段上游低$表层高(底层低的
分布格局’在时间上呈现白天高于夜间(春季高于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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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的分布趋势B溶解氧的含量受到温度(盐度(生物
活动(营养盐以及有机污染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B

"’# 夏季$大辽河河段上游出现较大面积的低
氧区$溶解氧含量平均为 ’‘** GVP4$最低值达 "‘*%
GVP4B通过探讨溶解氧与温度(盐度(叶绿素 D(营养
盐和高锰酸盐指数的相关关系$发现溶解氧含量与
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的相关性最显著$因此营养盐
和有机污染物的过度排放是大辽河近入海河段夏季
低氧区形成的主要原因$水体的垂直分层作用造成
了底层溶解氧含量的进一步降低B

"*# 大辽河近入海河段低氧区的溶解氧含量呈
现继续降低的趋势$这与人类活动的加剧有关B由于
低氧区的存在会对整个河口甚至邻近海域的水质和
生态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低氧区的生消过
程和分布区域开展持续的跟踪观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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