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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表水中总磷测定的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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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2要!总磷是评价水质的一项重要指标"现对样品中悬浮物)泥沙*含量&加酸保存样品保存时间与调节E_值对总磷测
定的影响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沉降时间的延长总磷测定值逐渐降低"加酸保存的样品总磷测定值随保存时间的延长
而增高"且测定时是否调回中性对测定结果基本无影响% 故进行地表水中总磷的测定需严格按照标准规定的样品采样过
程控制采样沉降时间"加酸保存"10 ;以内进行测定"测定时无需调回中性%

关键词!地表水'泥沙'自然沉降时间'E_值'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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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水中磷可以元素磷&正磷酸盐&缩合磷酸盐&焦
磷酸盐&偏磷酸盐和有机团结合的磷酸盐等形式存
在"其主要来源为生活污水&化肥&有机磷农药及洗
涤剂中的磷酸盐增洁剂等% 磷是藻类生长需要的
一种关键元素"过量磷是造成水体污秽异臭&湖泊
富营养化和海湾赤潮的主要原因% 总磷作为重要
的水环境监测指标之一"常被用来表示水体营养化
污染的程度.$ 61/

% 地表水中泥沙等悬浮物含量较
多"由于泥沙和悬浮物中吸附大量的有机磷和无机
磷"因此泥沙等悬浮物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总磷测
定的结果.'/

% 此外"水样不稳定"采样后应立即分
析"如果采样后不能立即进行分析"样品需加盐酸
或硫酸至E_值

(

1% #_P*D($(1%%1$

.0/和#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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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规定了加酸保存"前者明确规定
了样品保存10 ; 内测定"后者规定加硫酸保存的
样品分析时需调E_值至中性而对样品保存时间
没有明确规定% 现对地表水中泥沙含量及加酸保

存样品的E_值对总磷浓度测定的影响进行研究"

为地表水中总磷的准确测定提供参考%

$2实验部分
$&$2仪器及试剂

普析D< 6$(%%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
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_\Z64% 高压蒸
汽灭菌锅)_,F?J?S?Y?.<H?LM<F,.B公司"日本*%

磷标准溶液)4%% SB*̀"环保部标样所*'实验
所用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实
验所用试剂的配置参考#9X$$W('(W($

.4/进行%

$&12分析方法
参照#9X$$W('(W($

.4/进行测定% 水样取自
南京市秦淮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水样含泥沙情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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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个条件实验水样性状相似% 分析时均对样
品的浊度&色度进行了补偿%

12结果与讨论
1&$2自然沉降时间的影响

取浑浊程度不同的$%个地表水样品"摇匀后"

采用自然沉降法.)/分别沉降%"%&4"$"1"4 ; 后取
上清液进行总磷测定"结果见表$%

表$2不同沉降时间样品中总磷浓度变化
样品
序号

总磷测定值*)SB0`

6$

*

% ; %&4 ; $ ; 1 ; 4 ;

$ %&W' %&)' %&41 %&0' %&'W

1 %&4/ %&01 %&'4 %&'% %&1)

' %&)% %&0W %&0% %&'4 %&1(

0 %&41 %&'' %&1/ %&11 %&$(

4 %&04 %&1( %&$W %&$' %&%(

) %&'' %&1) %&1% %&$4 %&$1

/ %&10 %&$W %&$4 %&$% %&%W

W %&11 %&$) %&$% %&%/ %&%4

( %&1% %&$4 %&$$ %&$% %&%W

$% %&$) %&$' %&%( %&%W %&%/

22由表$可知"随着样品沉降时间的延长"上层
水中悬浮物)泥沙*含量的降低.'/

"水样中的总磷
浓度逐渐降低"说明地表水中泥沙含量的高低直接
影响水样中总磷的测定结果.//

% 一般情况下"含
悬浮物越多&总磷浓度越高的样品随着沉降时间的
延长"总磷浓度测定值降低越明显.W/

% 根据#_P*D

($(1%%1$

.0/的要求"采样过程中如果水样中含可
沉降的固体)如泥沙等*"则应分离除去"除去的方
法是将水样静置'% S,. 后灌装在采样瓶中"带回
实验室分析% 实验室分析时摇匀立即取样测定%

由于泥沙对总磷影响很大"现场采样与实验室分析
都要严格按照标准规定时间采样和分析"才能得到
准确的总磷浓度%

1&12E_值的影响
样品从采集到分析这段时间"由于物理&化学&

生物及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发生变化.(/

% 根
据#_P*D($(1%%1 $

.0/的要求"水样需现场用硫酸
酸化至E_值

(

1"并在10 ;内分析完毕% 为探讨
加酸保存及加酸后调回中性对总磷测定的影响"现
取不同浑浊程度的$% 个地表水样品"每个样品摇
匀后均平均分成两份"一份不加酸直接测定"一份
加酸至E_值

(

1后分成两份"一份直接测定"一份
E_值调回中性后测定.(/

"各样品均在分装后10 ;

内测定"测定结果见图$%

图$2E_值对总磷测定的影响

由图$可见"' 种处理方式下"总磷测定结果
差异不显著"低浓度样品相对偏差

(

$%]"高浓度
样品相对偏差

(

4]"符合平行样品之间浓度变化
范围% 对于加酸至E_值

(

1 保存的样品"在规定
的样品保质期)10 ;*内测定"样品调回与不调回中
性情况下总磷测定值无显著差异.$%/

"因此加酸保
存后无须调回中性进行测定%

1&'2保存时间的影响
选取不同浑浊程度的4个地表水样品"分别加

酸调节E_值
(

1"放置%"$"'"4 和/ K 后进行测
定"比较不同保存时间对总磷测定值的影响"结果
见图1%

图12E_值
(

1样品不同保存时间的总磷浓度变化

由图1可知"样品加酸后总磷浓度测定值随样
品保存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大"而后趋势逐渐变得平
稳"直至浓度不再增加% 这是由于加酸保存的样品
随保存时间的增长"泥沙及悬浮物中溶出的有机磷
和无机磷的量增加"随后逐渐达到溶出平衡.$$/

%

故建议加酸后的样品保存时间不超过10 ;%

'2结语
地表水中泥沙的含量对总磷的测定影响很大"

在分析时应严格控制样品的沉降时间% 加酸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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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在10 ;内测定E_值是否调回中性对总磷
测定结果几乎无影响"故加酸保存的样品在10 ;

内测定时无需将样品调回中性"这可以减少分析人
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地表水中的泥沙对总
磷有吸附作用"加酸保存时"泥沙吸附的总磷会缓
慢溶出"且溶出量随加酸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

考虑到泥沙中总磷的溶出现像"建议样品10 ; 内
及时分析"以确保对泥沙含量多的水样做出合理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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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占比最低"且农村居民用地
交错分布在农田中"平均斑块面积较低"生态景观
较为破碎"生态服务功能较低% 从1%$1(1%$' 年
变化来看"大部分生态红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域与河流生态维护
红线区域指标都略微有所下降"生态环境综合质量
总体略有下降%

02结语
以江苏省盐城沿海地区为研究区"研究了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遥感监测技术方法"包括多源遥感数
据预处理方法&面向对象的遥感解译技术方法&生
态环境状况监测及评价指标体系等% 分析评价了
1%$1(1%$'年盐城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生态红线区
域内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平均斑块面积及生态
系统植被指数变化情况"综合评估了生态红线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变化情况"监测及评估结果可以
为生态红线区域监管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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