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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与效应》以湖泊表层沉积物微环境特征、界面物理和生物扰动过程及其环境和
生物效应为主线，围绕磷、氮及碳等营养物质在界面微环境介质中的存在形态、性质、行为及其影响
，系统概括湖底复杂边界的基本特征、水动力和底栖生物扰动影响的空间尺度等，阐述扰动作用下不
同形态物质在微界面迁移转化的过程和机理，并给出若干新认识和新观点。
《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与效应》的特点是以浅水富营养化湖泊为例，以翔实的实验数据为依据，通过
对微观过程、微小特征和微细效应的观察分析，对湖泊沉积物-水界面的微环境过程和机制进行系统分
析和总结，以期对现有的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和效应方面的相关认识给予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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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微生物数量 微生物在有机质的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有机质不仅对
微生物的活性有制约效应，而且还是控制微生物生物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Boetius和Damm（1998）认为，有机质与微生物的多样性有关，且二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魏中
青等，2005）。
 富营养化湖泊（如太湖）沉积物中，有机磷细菌数量显著高于无机磷细菌数量，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图2—4），这可能与营养浓度水平有密切关系。
沉积物有机磷细菌在冬季（12月、2月和3月）数量最少，春季（4月和5月）、夏季（7月）数量较多，
与叶绿素a浓度及着生藻的种类和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周纯，2010）。
 沉积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营养循环的重要一环。
例如，沉积物中的钙、铁、铝等能直接与磷发生吸附或者沉淀反应将水体中的磷固定在沉积物中。
营养来源分为外源和内源，而沉积物是内源营养的重要来源。
沉积物不仅会富集磷，其磷的释放更是导致湖泊恢复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沉积物有机质的矿化与腐殖化过程均需微生物介导。
微生物本身具有数量多、分布广、适应性强等特点，使得其在沉积物有机质分解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
要。
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与微生物数量的关系应当是显著的，从滇池福保湾四个样点的底泥中氨化细菌数的
记录来看，有机质含量较高的样点氨化细菌数量达到12.94×108cells／g，而贫瘠的砂质沉积物中氨化
细菌数只有0.2×108cells／g（李宝等，2008）。
Haglund等（2003）研究发现细菌的数量随着沉积物深度的增加而下降，下降最快的为腐生菌，这是由
于沉积物深处有机质含量越来越少。
通过对太湖沉积物不同深度的微生物多样性研究发现，不同深度的样品呈现出不同的DGGE指纹图谱
（图6—1），由图可以看出，随着深度的增加，条带显示出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表明生物多样性表
现出随有机质含量先增多后减少的相同趋势，亮度的增减变化同样可以表示细菌相对数量随有机质含
量的变化而产生相同变化（赵兴青等，2008）。
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数量与有机质含量的关系已经在国内外的各种文献中提及和发现，模拟实验对进
一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沉积物有机质降解的模拟实验更加直观地显示有机质分解与微生物数量的联系，郭亚新（2006）采集
了湖北武汉月湖的新鲜沉积物，置于玻璃水缸中，铺平，加自来水至淹没，室温培养，设置A、B、C
三组，A组为对照组，在B组和C组所加沉积物中均匀混入月湖莲花残体干粉碎物50g，B组持续充气
，A、C组静置。
从图6—2中可以清楚看到，加入有机质后的C组细菌数量骤增至峰值，之后随着有机质的厌氧降解逐
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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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与效应》的特点是以浅水富营养化湖泊为例，以翔实的实验数据为依据，通过
对微观过程、微小特征和微细效应的观察分析，对湖泊沉积物—水界面的微环境过程和机制进行系统
分析和总结，以期对现有的湖泊沉积物界面过程和效应方面的相关认识给予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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