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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和湖沼化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巾国海洋湖沼化学学会和中国海洋化学学会于 l ` ,
眨 年 】2 月 l一 6 日在 )

“
州联合召开 了学术 讨 论

会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海洋局
、

高等院校
、

国家水产总局
、

海军以及有关省
、

市海洋和湖沼方面的科研
、

教

学和生 产等 “ 个单位的 t犯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讨 i仑会 会议共收到论文和摘要 、 8 8篇
,

按 照地球化学

和物理 化学
、

分析化学及河 口
、

湖沼和资源化学三 个组进行了学术交流
。

地球化学和物理化学组 共报告论文 2 ; 篇
,

其 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

其中固液界面离 子吸附

理 i仑 「、一 交换吸附 平衡及其动力学兼沦海水提铀交换吸附机理
、

自生硅酸盐矿形成与金属迁移的关系
、

海水中微量元素分 配在粘 性矿物 上的 一个新的 化学模型等论文有一定理 i仑意义 ; 乃交州湾海水腐植质和

乙醇可 溶有 机物含量的研究是我国新开展的工作
,

对研究海洋生产 力
、

实现海洋水产生 产农牧化有 一定

意义 : 东北太 平洋沉积物间」嵘水中铬和饥的分布及 勃海湾沉积物间隙水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 ,

标志着这

方而 的工作已有一定的水平 : 某此铁锰结核的化学成分研究
、

冲绳海槽了兀积物中元素的中子活化分析及

他球化学研究等报告
,

分别探讨了用地球化学和放射化学 的研究手段解决海洋化
`

翔司题
,

取得了可 喜

的成果 此外
,

还报告
一

了东北 太平洋
、

渤海
、

南海以及佼州 湾等水体
、

沉积物
、

间 凉水中饥
、

铬
、

锰
、

砷
、

溶

解氧
、

硅酸盐
、

磷酸盐的分布和迁 移转化规律
。

会 i义还对海洋人工和 天然同位素的研究 (包括方法
、

污

染
、

评价 )及其在海洋学巾的应用进行了较深 入的 讨论

分析化学组共报告 沦文 3书篇
,

交流 了新方法
、

新技术 如氢催化波测定海水中超痕量 钨与阳极溶

出伏安法侧定海洋有机物质对铜的络合容量等在我国 系首次提出 : 海水
、

悬浮物和沉积物的多元素中子

活化分析具有灵敏度高
、

分辨率好和对单一样品可作多元素测定 等特点
。

其它用极谱法
、

热 分解法
、

原

子吸收法
、

分光光度法
、

气相色谱法
、

红外光谱法测定海水
、

沉积物中微 量元素
、

溶解氧和氮
、

无机碳及有

机碳和氯
、

酚及农药的报告均有所创新和改进
。

会义还交流了关于钾
、

钠离子选择电极的研制
、

样品分

离和富集方法以及分析机理研究等方面的新进展
。

河 口
、

湖沼和资源化学组共报告论文
一

娜 篇
。

其中河 口 区水体中元素平 衡

—
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式

对研究河 日区元素保守性问题有一定 实际意 义 ; 河 日细颗险泥沙絮凝机理的研究为河 厂l海岸为建设 提

哄了宝贵资料 : 湖北省水库水质状况的初步 评价和抚仙湖水化
’ 、

黄待征的初步研究反映了湖沼化学 的新

发展
,

对我国淡水养殖事业和沃发湖沼资源有重要意义 : 我国角又菜的卡拉胶产率及其性质的研究
、

对

虾人工 育苗池溶解氧消长规律的研究和以天然沸石提钾等论文 与开发海洋资源
、

水产增养蔺密切相关
,

有的 已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

此外
,

还报告了海水提铀研究中有关改进 钦吸附剂条件以及用氯化很

提碘等研究
。

会 }几
,

还交流了河 口区重金嚎分布
、

迁移规津和沉积机理
、

营养盐分布及河 「!水化学研究

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

总的看来
,

这次会 i义报告的论文涉及海洋 与湖 沼化学各个领域
,

多数沦文选题明确
、

理 i仑联系生产
,

既 具有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作用
,

又具有与 地质学
、

物理海洋学
、

生物
、

水产
、

环境等学科相互渗透的

特点
,

体现 了海洋和湖沼科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

充分说明海洋和湖沼科学必需多学科互相协作
、

联合

攻关
,

才能取得较迅速的发展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还就海洋湖沼化
,̀

莽的发展如何 与国民经济密 明联系
,

建 立专题研究小组
,

推广新

技术
,

提倡实验方法归一化
,

加强学科之间 的相互渗透
,

建立数据储备中心等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交流和

探 i寸
。

(王 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