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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溶解态的 e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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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一 ’

张力军 陈国华 谢式南 王渊

(青岛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青岛

纪红

2 6 6 0 0 3 )

提要 为研究杭州湾河口海水地区性水化学特征
,

于 19 94 年 5 月和 19 93 年 8 月在杭州湾

14 个大面站和两个连续站采集表层海水水样
,

对以
十 ,

吨
, 十 ,

s代
一

及 s, a 等化学要素进行

了测定
。

研究结果表明
,

与黄河 口长江 口一样
,

杭州湾中溶解态 Caz
+ ,

Mg
, 十 ,

s代
一
主要受陆

源径流与外海水物理混合稀释的影响
,

与 a 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

由于受北岸工业排废水的

影响
,

Caz
十
与 Cl 线性相关比Mg

, + ,

s代
一

稍差
.

Mg
, 十

/ a 比值
、

s代
一

/ cl 比值与大洋水接

近 ; 而 Caz
十 / Cl 比值比大洋水高 ; 估算了钱塘江 Caz

十 ,

Mg
, 十 ,

s代
一
的人海通量

,

该数据小于

黄河
、

长江的对应值
。

关健词 杭州湾 钱塘江 溶解态 Caz
十 ,

Mg
, + ,

s代
一
通量

学科分类号 p 7 34

杭州湾是我国中部一典型的喇叭型河 口海湾
。

作者在测试各化学要素的基础上首次

讨论了杭州湾溶解态的 C扩
十 ,

Mg
, + ,

S代
一

浓度
、

平面分布
、

a 比值及稀释规律等
; 比较了

两连续站水化学性质的异同
;
估算 了 ca

, + ,

Mg
, + ,

s代
一

的人海通量
.

本文报告了杭州湾

海水在淡咸水混合过程中
,

C扩
+ ,

Mg
, 十 ,

S代
一

的地 区性水化学特征
,

以期为该海域海水

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1 实验

1
.

1 样品采集及预处理

19 9 4 年 5 月 10 日至 1 1 日采集了杭州湾海域大面站 b l一 b l4 表层水样
; 19 9 4 年 2 月 2

日采集了 A 10 (海图 4 128 号站)的表层水样
; 19 9 3 年 11 月 20 日采集了钱塘江江水

,

采水站

位坐标见表 1
。

于 19 9 3 年 8 月 2 6 日至 9 月 l 日在杭州湾的两个连续站采集了大
、

中
、

小潮涨落憩时的

12 个表层水样和 2 个底层水样
。

采水站位坐标见表 3
.

水样密封于 5 升高密度塑料桶内
,

空运至实验室后
,

立即用 0. 4 5协m 滤膜过滤于硬质玻

璃瓶中
,

测定 Caz
十 ,

Mg
, + ,

5 0 :
一 ,

s, a 等化学要素
。

1
.

2 分析测定方法

采用 W D A 型相对电导率测定仪
,

P1 05 国际标准海水 (IAPS O )作为定位标准
,

测定 S,

准确度为 士 0. 0 0“陈国华等
,

19 89)
.

以银量滴定法
’)测定 a

,

相对标准偏差 士 0
.

10%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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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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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溶解态的caz
十 ,

Mg
2+

,

s扩、 30 7

Ts un og ai (19 6 8) 的络合滴定法测 Q
Z 十 ,

精密度为 士 0
.

1%
。

ol so n( 19 82) 等研究证明在正常

海水情况下无须对Mg
Z 十 ,

s尸
+

进行校正
.

本文研究的河 口水中 Caz
+

与 Mg
, 十 ,

s尸
+

的比例

比正常海水大 (赖利等
,

19 78 )
,

无须进行校正
。

通过络合滴定 (格拉斯霍夫主编
,

19 7 6) 求

得总碱土金属值
,

减去 Caz
+ ,

S产
+ ,

即为Mg
, + .

相 对标准偏差为 士 0
.

10 %
.

采用经典的

E D 叮A 络合滴定法 (陈国珍
,

19 6 5)测定 S代一 本研究对该方法稍做修改
,

用称重代替滴定

剂的体积量取
,

准确度和精密度都达 5 x 10 ”
。

2 结果与讨论
2. 1 杭州湾海水中 Caz

+ ,

Mg , 十 ,

S代
一

含 , 及分布

杭州湾大面站海水 (bl 一bl 4)
、

A 10 海水
、

钱塘江水各水样化学要素分析结果见表 1
。

表 1 杭州海大面站c 矿
+ ,

Mg
2+

,

, 父
,

一

等测定值

Tab
·

1 块te
mll ne d val 讹

5 of Caz
十 ,

吨2+
,

s代
一

ec “ of H an g z hou B ay w ide are
a s

tati ons

样品号
站位

N

2 9
0

5 9
,

12 1
“

44
,

2 9
0

5 7
,

12 1
0

5 1
,

3 0
0

3 0
,

12 1
0

4 7
,

3 0
0

3 0
,

12 1
“

4 2
,

3 0
0

2 9
,

12 1
0

30
,

3 0
0
2 8

,
12 1

0
2 2

,

3 0
“

3 0
,

12 1
“

10
,

3 0
0

3 4
,

12 1
0

15
,

3 0
“

3 9
,

12 1
”

2 1
,

3 0
0

4 5
,

12 1
“

3 0
,

30
”

4 0
,

12 1
“

4 7
,

30
0

4 6
,

12 1
“
4 7

,

30
0
4 9

,
12 2

0
0 0

,

30
0

30
,

12 2
0

0 5
,

29
0

5 5
,

12 3
“

12
,

钱塘江桥下

采水时间

(年
一月一日)

19 9 4 { 5一10

19 9 4 { 5一10

19 9 4刁5一10

19 9 4刃5一10

19 9 4 { 5 一 10

19 9 4刃5 一 10

19 9 4刃5一10

19 9 4 { 5 一 10

19 9 4刊)5 一 10

19 9 4刊)5 一 1 1

19 9 4刊)5 一 1 1

19 9 4刊)5 一 1 1

19 9 4气)5 一 1 1

19 9 4
,

-() 5 一 1 1

19 9 4代)2代】2

19 9 3 一 1 1一2 0

12
.

4 0 5

12
.

0 9 7

12
.

6 18

14
.

3 52

13 9 4 4

18
.

1 7 1

2 3
.

7 82

3 4 3 50

0
.

0 7 9

cI

(10
一,
)

14
.

5 6 8

14 5 8 2

1 1
.

17 3

10
.

10 5

7
.

7 3 2

6
.

9 5 2

6
.

8 2 0

6
.

88 6

6
.

6 4 3

6
.

89 9

7名7 1

7
.

6 8 1

9乡8 2

1 3
.

0 7 2

1 8
.

9 5 7

0
.

0 2 1

C a
平

+

(10
一, )

0 3 1 3 3

0
.

3 1 5 1

0
.

2 4 7 7

0 2 2 6 7

0
.

18 7 6

0
.

19 8 5

0
.

2 10 3

0
.

4 5 9 9

0
.

17 8 5

0
.

18 5 3

0
.

1 84 4

0
,

1 8 0 9

0
.

2 2 5 6

0
.

2 8 7 6

0
.

39 8 5

0 0 2 0 8

吨
, +

5 0 :
-

(10
一 , ) (10

一, )

0
.

9 69 6

0 9 7 3 4

0
.

7 5 1 6

0
.

6 75 2

0
.

5 18 8

0
.

4 6 1 1

0
.

4 5 1 6

0
.

4 2 4 9

0
.

44 3 5

0
.

4 6 3 5

0
.

5 2 9 6

0
.

5 14 4

0
.

6 7 1 5

0
.

8 7 5 2

1
.

2 6 1 2

0
.

0 0 4 8

1
.

6 89 6

2 0 0 3 5

1
.

6 0 5 7

1
.

39 5 1

1
.

1 1 3 0

0 9 8 7 6

0
.

9 8 5 1

0乡3 2 7

0
.

9 7 0 9

0
.

9 9 5 3

1
.

13 7 6

1
.

10 8 4

1
.

4 0 7 7

1
.

8 4 9 7

2
.

6 8 0 4

0
.

0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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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4

A 10

钱塘江水

用计算机处理数据
,

得出杭州湾大面站 Caz
十 ,

M g , + ,

S代
一

与 a 的拟合方程分别为
:

C扩
+ = 7

.

0 0 9 x 10
一 ’ + 1

.

6 3 6 x 10
一 ’ a (

; = 0
.

9 69
, 。 = 1 3

,

b s 站舍去 )

Mg
, 十 = 一 8

二

8 5 3 x 10
一 ‘ + 6

.

7 5 6 x 10
一 ’

Cl ( r = 1
.

0 0 0
, n = 14 ) (l)

s代一
5

.

3 5 2 x 10
一 ’ + 1

.

3 5 7 x 10
一 ’

Cl (
r = 1

.

0 0 0
, 陀 = 13

,

b l 站舍去 )

在我国学者 (陈国华等
,

1 993
; 王正方等

,

19 8 5) 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

本文得出黄河 口
、

长江 口 C扩
+ ,

Mg
, 十 ,

S代
一

与 a 的关系分别为
:

黄河口
:

aCl

= 6
.

8 2 2

= 1
.

7 8 6

x 10
一 5 + 1

.

7 8 1 x 10
一 Z

CI

X

= 1
.

13 9 X

10
一 5 + 6

.

5 9 1 x 10
一 2

10
一 4 + 1

.

3 3 7 x 10
一 1

(
r = 0

.

9 9 5
, n = 2 6 )

(
r = 0

.

9 9 9
, n = 2 5)

(
r = 1

.

0 0 0
, n = 1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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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口 :

1)1))
, .卫1.1 ‘..二+ = 3

.

4 2 4 x 10
一 5 + l

,

9 6 8 x 10
一 Z

CI (r = 0
.

9 9 9
, n =

= 2
.

3 5 4 x 10
一 6 + 6

.

8 5 1 x 10
一 2

(3)Cla
一 = 5

.

9 2 4 x 10
一 6 + 1

.

4 0 4 x 10
一 1

(
r = 1

.

00 0
,

(
r = 1

.

0 0 0
,

n =

n =

CazMg’洲

公式 (l) 及图 l 表明
,

与我国各大河 口 区一样
,

杭州湾调查海区海水中的 C a辛
十 ,

Mg
Z 十 ,

S戊
一

与 a 之 间呈直线正相 关趋势
,

其浓度主要 受陆源径流 (包括人湾江河水
、

工业排废

水 )与外海水物理混合稀释的影响
。

图 2 表明
,

杭州湾大面站 Caz
+ ,

Mg
, 十 ,

s代
一

与 S 的平

面等值线均沿东北一西南走向递变
,

这与由上海环保局提供数据
、

原山东海洋学院 19 8 3 年

计算的杭州湾 CO D 浓度分布 图走 向一致 (俞光耀等
,

1988)
,

这种浓度场的分布可能与潮

流
、

径流在科氏力影响下相互作用模式有关
.

121
.

1口12 1. 2口12 1.

拟 121.招 121
.

5扩 122 .

时E

。竺
’

M g
‘, x

so :
一 ‘

30’5口

N

30’4口
l

�.eeo-x�\。

0
.

5 1 _ 序

}研
。

.

。L竺竺 竺
10 12

CI 八 x 20一 ,
)

14 16

蒯30’zd30’l0’30’0d

图 1 杭州湾大面站 Caz
+ ,

Mg
Z + ,

图 2 杭州湾大面站 Caz
十 ,

吨
2 + ,

s代
一
与 Cl 的关系 s代

一 ( x lo
一 3 ), S的平面分布

R g
.

I The 二lati
o ns hi p be tw

e e n

Ca=
十 ,

Mg
, + ,

s代
一

R :
.

2 物血加因 山s颐uuti
o ns of Ca:

+ ,

Mgz
+ ,

耐 CI at H an g z ho u B即 w ide are
a sta ti on

s s代
一

( x 10
一’

)
,

5 at H aD g z

hou B盯 w ids are
a s

tati ons

—
况一Caz

十 ; -

一
M g Z 十 ; 一一s《

-

杭州湾大面站 C aZ
+ / Cl 平均 比值为 0

.

0 2 7 3 1 士 1 x 10
一 ’,

M g , 十 / Cl 为 0
.

0 6 6 5 1 士

1
.

7 x 10
一 ’,

S代
一 / Cl 为 0

.

14 0 2 土 7
.

6 x 10
一 ’,

其中 Caz
+

/ Cl 比值比大洋水高 2 8
.

8%
,

而

Mg
, 十

/ Cl
,

S代
一

/ a 与大洋水接近 (赖利等编
,

19 7 4)
.

表 1
、

式 (l )和 图 1 表明
,

杭州湾Caz
十

与 a 的线性相关性 比Mg
, 十 ,

s代
一

稍差
,

靠近北

岸工业经济发达地区海域的 b7 一bl o 站位的 Q
Z +

值偏高
,

其中 b8 号站位 C a平
十

含量高达

0. 4 5 9 9 x 10 ”
,

尤为异常 (故在拟合 C aZ 十

/ Cl 方程时舍去此点 )
。

b8 站位 C扩
十

/ a 比大

洋水高 21 4 %
,

而 S代
一

/ CI 比大洋 水低 3. 2%
,

Mg
, 十

/ a 比大洋水低 7. 6% (赖利等编
,

1 97 4)
,

这可能是由于高Caz
+

形成 C as q 沉淀
,

使 s代
一

移出
,

而 Caz
十 ,

Mg
, 十

的共沉淀
,

使得

M g Z 十

也有移出的缘故
.

另外
,

北岸钱桥至乍浦一带近岸水域存在着一系列变动的左旋或

右旋的涡
,

尤其是金 山卫至乍浦一带
,

这儿水深
,

而涡的存在又不利于高 Q
Z 十

的扩散和输

送 (俞光耀等
,

19 88 )
.

由于受湾北岸工业排废和该海域水交换活跃程度差等原因的影响
,

造成了杭州湾 C扩
十

/ Cl 较高
,

Caz
十

与 CI 的线性相关比Mg
, 十 ,

S代
一

稍差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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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 、 309

在测定范 围内
,

根据各河 口 区的拟合方程计算出对应 Cl 的 C扩
+

/ Cl 比值见表 2
。

表 2 表 明
,

由于黄河水高 C扩
+

陆源的输人使黄河 口对应 CI 的 C扩
十

/ Cl 比值最高
,

杭州

湾次之
,

低 Cl 区尤其明显
.

杭州湾 C扩
十

/ CI 比值较高的原因也与北岸工业排废的影响

有 关
。

表2 三大河口区的C az 勺口比值
T a b

.

2 Ca
Z+ / Cl rati

o s o f th此e es tl以卿 二gi ons

黄河 口 长江口

(10
一,

Caz
+

(10
一 , ) Caz

+

(1 0
一, )

杭州湾

Ca2
+

(10
一, )

l0

l3

0
.

19 2 9

0 2 4 6 3

0 2 9 9 8

caz 勺cl

0
.

0 2 7 5 6

0
.

0 2 4 6 3

0 刀2 3 0 6

0
.

17 2 0

0
.

2 3 1 0

0
.

2 9 0 1

caz 勺CI

0
.

0 2 4 5 7

0
.

0 2 3 10

0
.

0 2 2 3 1

0
.

18 4 6

0
.

2 3 3 7

0 2 8 2 8

caz 勺Cl

0
.

0 2 6 2 3

0
.

0 2 3 3 7

0
.

0 2 1 7 5

位于湾口南部近岸边的 bl 站位处于大陆和诸多海岛的交通要道上
,

可能由于受 雨江

径流的影响
,

从图 1
,

表 l可以看出它的 s代
一

含量明显偏低
,

故在 S代
一

/ Cl 的线性拟合中

将该点舍去
。

两个连续站水样各化学要素分析结果列于表 3
。

二连续站 Caz
‘ ,

吨
, 十 ,

S代
一

与 S 均

表3 杭州海连续站C扩
十 ,

Mg
Z + ,

以〕:
一

等侧定值

Ta b
.

3 氏te二ne d v al ue s o f Ca
, + ,

Mg
, + ,

s代
一

ec : of H劝g z hou B盯
e
on ti n ul 妙 s

tati ons

站位 站位坐标 样品 5 cI C扩
十

M 2 2 十 S叹
-

_ 采水时间 潮况 水层
、 ,

一
号 N E 号 (10

一 ’

) (10
一 ’

) (10
一J

) (1 0
一J

)

3
.

2 3 5 0
.

0 9 2 0

0 0 89 9

0
.

0 9 3 7

0
.

0 9 3 6

0
.

0 8 9 8

0
.

0 9 1 8

0
.

2 2 1 0

0 2 1 1 9

0
.

2 2 6 7

0
.

2 18 7

0 2 0 7 4

0
.

2 0 9 5

0
.

44 8 3

0 4 7 2 8

0
.

4 9 8 8

0
.

4 8 8 0

0
.

4 6 3 3

0
.

4 6 8 1

‘US内乙
�
”O八,

.二
, .且,、�,乙

⋯
,、,、,、

30
“

2 7
,

12 1
“
3 0

,

号

A S 1 99 3刁8一2 6

A 12 19 9 3刁8一6

A g 19 9 3一8一9

A 7 19 9 3{ 8一3 0

A 14 19 9 3 { 9 { l

A 17 19 9 3 { 9刁 l

13 :30 小潮落憩

20 :0 0 小潮涨憩

13 :0 0 中潮落憩

0 0 二0 0 中潮涨憩

0 8 :0 0 大潮落憩

0 8 :0 0 大潮落憩

5
.

9 8 6

5
.

74 6

6
.

16 2

5
.

9 3 1

5 6 7 2

5
.

7 1 6

3
.

0 5 3

3
.

0 86

19 9 3一9 { l

19 9 3刃9刃 l

13 :0 0 大潮涨憩

13 :0 O 大潮涨憩

表层

表层

表层

表层

表层

底层

12 8 m

表层

底层

5
.

70 4 3
一

0 9 3

5
.

7 8 2 3
.

12 3

0
.

0 9 1 4

0
.

0 9 3 1

0
.

2 11 5

0
.

2 12 3

0
.

4 7 3 8

0
.

4 8 2 9

A3A4

15
.

5 m

A 13

A 15

30
’

37
,

12 0
0

4 7
,

A 16

A 8

A l l

A 6

19 9 3 { 8一2 6 13 :0 0 小潮落憩

19 9 3刁8一6 2 0 : 0 0 小潮涨憩

19 9 3刃8一2 9 1 7 : 3 0 中潮落憩

19 9 3刁8一9 2 3 : 3 0 中潮涨憩

19 9 3刁8一3 1 1 9 : 0 0 大潮落憩

19 9 3刁9一 1 0 0 : 3 0 大潮涨憩

表层

表层

表层

表层

表层

表层

5
.

8 7 7 3
.

1 88

11
.

0 9 2 6
.

0 6 7

6
.

19 8 3
.

3 9 3

9
.

64 4 5
.

3 0 5

5
.

56 3 3
.

0 2 2

10
.

6 1 7 5
.

8 2 2

0
.

0 9 1 6

0
.

14 7 7

0刀9 5 7

0
.

1 3 3 0

0
.

0 9 1 1

0
.

14 4 8

0 2 1 7 3

0
.

40 8 7

0
.

2 2 9 1

0 3 5 7 0

0
.

20 5 5

0
.

39 4 0

0
.

4 8 8 7

0
.

8 90 8

0
.

5 14 5

0
.

7 5 8 0

0
.

4 62 3

0
.

8 22 4

随潮汐呈周期性变化
,

但 2 号连续站比 1 号站明显
.

2 号连续站落潮时 Ca
, + / a

,

S代
一

/

a 比值均 比涨潮时大
,

符合正常规律
.

1 号连续站情况恰好相反
,

落潮时Caz
十

/ a
,

s代
-

/ a 比涨潮时略显降低
。

以上这些现象可能与它们的余流场结构
,

杭州湾北部复杂的地

球化学特征相关连 (俞光耀等
,

19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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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钱塘江水 C a , + ,

M g , + ,

S代
一

的入海通且

〔饭订e ls 等 (19 7 1) 曾估计
,

每年 由陆地进人海洋的物质约 2 50 x 10
1

、
,

这些物质几乎

85 % 都要通过河 口环境
,

其中溶解态物质形式约有 170 x 10 14 9 , a( 赖利等
,

19 7 8)
.

钱塘

江为注人杭州湾的主要径流
,

河长 4 28 km
,

年径流量为 36 .4 x 10 9

耐 / a( 卢金凯等 ; 19 9 1)
.

根据钱塘江江水的 S 密度
、

径流量和河水密度
、

纯水密度
、

年径流量可估算出钱塘江人杭

州湾的溶解质径流量分别为 2. 87 x 10
“

t/ a 和2. 21 x 10 6tl a ,

两者数量级相同
。

钱塘江径

流量约占全国人海河流的 2% (程天文等
,

19 84)
,

而溶解质径流量约占全国的 0
.

8%
.

由于

常量元素 C扩
十 ,

M g , + ,

S代
一

在杭州湾主要受物理混合稀释的影响
,

可直接从钱塘江末端

江水 C扩
+ ,

M g , 十 ,

S代
一

的浓度乘以径 流量来估算 Caz
+ ,

Mg
, + ,

s代
一

人 海通 量分别为

0
.

7 6 3 x lo 6 t / a
,

0
.

17 4 x lo 6 t / a. o
.

4 6 5 x lo
6 t / a

.

依此也可估算出黄河水
,

长江水溶解态

Caz
+ ,

Mg
, 十 ,

S代
一

的年人海通量
.

表 4 中数据表明
,

黄河水中的 Caz
+ ,

Mg
, +

浓度 明显高
,

然后以长江一钱塘江的顺序依次减小
。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
,

黄土中含有 8%一9% 的 〔滋0
,

Ca O 和黄河流域地质 中白云岩的风化可能是高 C a Z +

的来源
,

白云岩的风化和山东西北的

地下 卤水可能是高 M g Z +

的来源
。

南方河流流域地质结构多为含难以风化的石英
、

长石为

主的沙岩
、

沙页岩
,

再加上南方降雨量大
、

植被厚
,

土质不易流失等诸多原 因
,

使得南方河

表4 钱塘江溶解态c 扩
+ ,

Mg 2+
,

50 写
一

入海通t

T a b
.

4 T七e fl ux es to Ule

河流

径流量

(x 10 , m , za)

(卢金凯等
,

1 99 1 )

oc e an o f di sso lv ed Ca
, + ,

Mg
, + ,

s代
一

in q an ta llg 凡v e r

Caz
+

Mg Z+ S代
-

末端浓度

(10
一 ,

)

通量

(x 10 ‘tz a)

通量

(x 一。‘ tz a)

末端浓度

(10
一 ,

)

通量

(x 10 ‘ tz a)

黄河 (陈国华等
,

19 9 3 )

长江 (王正芳等
,

19 8 5 )

钱塘江

0 刀6 7

0 刃34 8

0
.

0 2 1 0
.

7 6 3

末端浓度

(10
一,
)

0
.

0 3 4 7

0
.

0 0 7 3 5

0
.

0 0 4 8

2
.

18

6
.

8 1

0
.

17 4 0
.

0 1 2 8 0
.

4 6 5

流中 C aZ 十 ,

M g
Z 十

含量较少
。

由于钱塘江江水年径流量小
,

C扩
十 ,

Mg
, +

浓度低
,

其 Caz
十 ,

M g , + ,

S代
一

人海通量明显

小于高 C扩
+ ,

高 M g Z 十

的黄河和径流量大的长江
。

3 结论
3

.

1 杭州湾大面站表层水样中溶解态 C扩
+ ,

Mg
, 十 ,

S代
一

与 Cl 呈直线正相关
,

实验得出了

其拟合方程分别为
:

(r(r八
UC扩

+ = 7
.

0 0 9 x 10
一 5 + 1

.

6 3 6 x 10
一 Z

CI

M g Z 十

S代
-

= 一 8
.

8 8 3 x 10
一 6 + 6

.

7 5 6 x 1 0
一 Z

CI
= 5

.

3 5 2 x 10
一 5 + 1

.

3 5 7 x 10
一 l

a

= 0
.

9 6 9

= 1
.

0 0 0

= 1 3
,

b s 站舍去)

= 1 4 )

r = 1
.

0 0 0
n = 1 3

,

b l 站舍去 )

可见杭州湾海水中 C扩
十 ,

M g , 十 ,

S代
一

主要受陆源径流 (人湾江河水
,

工业排废水)与外海

水物理混合稀释的影响
。

3
.

2 杭州湾大面站 e扩
+

/ a 为 0
.

0 2 7 3 1 士 1 x 10
一 ’,

Mg
, 十

/ a 为 0
.

0 6 6 5 1 土 1
.

7 x 10
一 ’,

S代
一

/ Cl 为 0
.

1 4 0 2 士 7
.

6 x 10
一 ’,

C扩
十

/ Cl 比大洋水高 2 8
.

8%
,

M g Z 十 / CI, so ;
一

/ a 与大

洋水接近
。

b7 一b lo 的 C扩
+

/ Cl 比值偏高
,

其中 b8 站位尤其明显
,

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来 自

湾北岸工 业废水等陆源的影响
。

Caz
+ ,

Mg
, 十 ,

S代
一

的等值线沿东北一西南走 向递变
。

由



3 期 张力军等
:

杭州湾溶解态的caz
+ ,

吨
2+

,

sJ 、 3 1 1

于杭州湾北部复杂的地球化学特征和余流场结构
,

两连续站在水化学方面有所差异
.

3
.

3 钱塘江溶解态 Caz
十 ,

Mg
, + ,

5 0 ;
一

年人海量分别为 0
.

7 6 3 x 10 ‘ t / a, 0
.

1 7 4 x lo‘ t z a,

0. 465 x 10 6 t/ a, 均小于黄河
、

长江的相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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