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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水域采集的表层水样本，利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析了该水域表
层水中的铜、铅、锌和铁元素浓度及分布。结果表明：铜浓度在０．０３３～０．１２１ｍｇ／Ｌ之间，铅浓度在０．４１４～
１．４７８ｍｇ／Ｌ之间，锌浓度在０．００８～０．０８３ｍｇ／Ｌ之间，铁浓度在０．２５５～０．４５４ｍｇ／Ｌ之间，平均值分别为
０．０５９ｍｇ／Ｌ、０．９０８ｍｇ／Ｌ、０．０３７ｍｇ／Ｌ和０．３５１ｍｇ／Ｌ。铁与锌浓度分布有着自西向东逐渐增加的趋势。本研
究可为建立南极半岛海洋环境信息数据库提供基础数据，为进一步开展南大洋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奠定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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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元素输入与输出的海水混合及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海水的组

成［１］。尽管南大洋并非与其他大洋隔离，但其水

体仍具有较为明显的理化特征。南大洋痕量元

素结构及热动力特征存在着差异，这也使得它们

具有较为宽泛的化学特性，并由此影响到其周围

的环境。

掌握水体中不同化学形式的分布，将有助于

理解痕量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考虑到海

水中的痕量元素浓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分别考虑

单个痕量元素时，上述工作便显得极为困难。同

时考虑到水样采集和分析过程中需要避免污染，

因此早期发表的许多数据可靠性方面值得商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南大洋水样采集、处理与分
析技术得到提升，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结论的

质量，而海水痕量元素浓度的平均水平也较早期

结论［２］有了较大的下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
有关南大洋海水化学方面的数据极为有限。但

早期研究［３－７］发现，与其他大洋贫营养表层水不

同的是，南大洋表层水通常的营养盐并不低。由

此，除了通常限制初级生产力的相关因素（如光、

牧食率以及水体稳定性等）外，某些必要微型营

养物质，如铁（Ｆｅ）等的生物利用率较低，从而造
成南大洋形成所谓的高营养盐低叶绿素（ＨＮＬＣ）
海区［８］。过去２０年来，ＨＮＬＣ海区也成为国际研
究热点。此外，南大洋海域，生物利用的痕量元

素，如锌（Ｚｎ）、铜（Ｃｕ）和镍（Ｎｉ）等并不会与铁形
成共同限制，在铁缺失的情况下，水体中这些痕

量元素浓度并不会因藻类摄入而有所降低［９］，而

铜、镉（Ｃｄ）和锌等这类营养盐型痕量元素在南极
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１０］。但

有关南大洋海水痕量元素的研究，目前国内相关

的文献报道极为有限［１０］，尤其是位于斯科舍海的

南奥克尼群岛。作为南极绕极流南界（ｓＡＣＣＢ）
与维德尔海涡流（ＷＧ）交汇区，南奥克尼群岛水
域海水痕量元素的研究将为该海域海洋生物地

球化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为此，本研究首次

分析了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典型痕量元素铁、

铜、锌和铅（Ｐｂ）浓度及空间分布，以此获取该水
域的基础环境资料，为进一步了解南奥克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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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极半岛区域海洋环境的本底资料提供基础

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
本研究中的表层水样采集于南极海洋生物

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期间（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５日至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采样船为辽宁大连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大型磷虾拖网加工船“安兴海”轮，采样

位置处于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共计５１个站
点（图１）。利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取表层（０～
０．５ｍ）海水样，加硝酸（优级纯）酸化固定至
ｐＨ＜２．０，保存于聚乙烯瓶（事先用１∶３硝酸浸泡
２４ｈ以上，并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将瓶放入冷
藏室冷藏保存后运回实验室待测。

图１　采样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

１．２　分析方法
酸化固定的水样根据海洋监测规范（ＧＢ

１７３７８．４—２００７）采集，铜，铅和铁采用无火焰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锌采用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检测仪器为 ＴＡＳ９９０，实
验所用玻璃器皿均用１∶３硝酸浸泡至少２４ｈ以
上，并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实验所用标准溶液

由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提供。其他所需试

剂均由国药集团化学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提供。

２　结果与讨论

综合考虑５１个调查站位，可以发现铅、铁、
铜和锌的平均浓度由高至低分别为０．９８４ｍｇ／Ｌ
（±０．０５３，标准误差，下同）、０．６１３ｍｇ／Ｌ（±
０．０３２）、０．１１７ｍｇ／Ｌ（±０．００４）和 ０．０８４ｍｇ／Ｌ
（±０．００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χ２＝１７４．４５，Ｐ＜
０．００１）。尽管有关南大洋痕量元素浓度的研究
较多，但各研究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

所得结果与其他学者在南大洋得到的相关结果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表１）。与本研究区域及调查
时间较近的研究中，ＯＲＲＥＮ和 ＭＯＮＴＥＩＯ［６］得出
铜浓度高出锌浓度，这与本研究相似，但其铁浓

度最低，这与本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表１　南大洋海水痕量元素浓度相关研究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

调查海域

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

痕量元素浓度大小排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ｔｒａｃｅ
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ｐｅｒｉｏｄ
水层／ｍ
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６９°００′Ｓ，３９°３５′Ｗ及南大洋太平洋扇区
６９°００Ｓ，３９°３５′Ｗ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

Ｚｎ·Ｆｅ＞Ｃｕ＞Ｐｂ 冬季和夏季 ０～１ ［１１］

德雷克海峡南端（６０°４６′Ｓ，６３°２６′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ｒａｋｅＳｔｒａｉｔ（６０°４６′Ｓ，６３°２６′Ｗ） Ｃｕ＞Ｚｎ＞Ｆｅ 夏末 ３０ ［６］

维德尔海（６５°２０′Ｓ，１５°２７′Ｗ）
ＷｅｄｄｅｌｌＳｅａ（６５°２０′Ｓ，１５°２７′Ｗ） Ｚｎ＞Ｆｅ＞Ｃｕ 夏初 ５０ ［１２］

斯科舍海（５７°０３′Ｓ，４８°５１′Ｗ）
ＳｃｏｔｉａＳｅａ（５７°０３′Ｓ，４８°５１′Ｗ） Ｚｎ＞Ｃｕ 夏初 １０ ［１］

南极辐合区（５９°２２′Ｓ，４８°４４′Ｗ）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Ｚｏｎｅ（５９°２２′Ｓ，４８°４４′Ｗ） Ｚｎ＞Ｃｕ 夏初 １０ ［１］

杰拉许海峡（６４°５５′Ｓ，６３°１９′Ｗ）
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６４°５５′Ｓ，６３°１９′Ｗ） Ｆｅ＞Ｚｎ＞Ｃｕ 秋初 １５ ［１３］

菲尔希纳陆架区（７３°１８′Ｓ，３９°５９′Ｗ）
ＦｉｌｃｈｎｅｒＳｈｅｌｆ（７３°１８′Ｓ，３９°５９′Ｗ） Ｚｎ＞Ｃｕ＞Ｆｅ 夏季 ５０ ［１］

南奥克尼群岛

ＦｉｌｃｈｎｅｒＳｈｅｌｆ（７３°１８′Ｓ，３９°５９′Ｗ） Ｐｂ＞Ｆｅ＞Ｃｕ＞Ｚｎ 夏末 ０～１ 本研究

２．１　铁
由图２所示，铁分布呈现出自西向东逐渐增

加的趋势，最小值出现在研究区的西南侧，而最

大值出现在４５°Ｗ和６１°Ｓ附近。开阔大洋铁的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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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跟铅较为类似，距离陆源较远，富含铁的河

水进入大洋的几率较小，因此主要还是源于大气

沉降［１４］，另外近几年此区域人类活动的增加，导

致铁浓度较高。铁属于表层缺乏元素，海洋中层

由于溶解氧的变化会导致出现最大或者最小

值［１５］，因此铁在极地环境中垂直和水平分布状态

的研究对于了解极地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作用。

图２　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
水域表层水铁浓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

２．２　铅
与铁分布不同，调查水域出现两个铅浓度较

高的区域，一个分布于南奥克尼群岛近岸水域

（４５°Ｗ，６１°Ｓ），另一个分布在 ４８°Ｗ和 ６０°Ｓ水
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铅高浓度区域之间

出现了铅浓度较低的区域，该区域以４７°Ｗ和６０°
２０′Ｓ为中心。

图３　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
水域表层水铅浓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ｂ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

　　通过比较可知，本研究所得铅浓度较其他学
者要高出很多，且其他学者之间铅浓度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结

果。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远离人类的南极，也会

受到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铅及其他痕量元素沉降

所带来的影响［１］。国际南极旅游工作者协会

（ＩＡＡＴＯ）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１０余年来，南极
旅游人数逐年增长。自１９６９年现代南极旅游产
业开始以来，南极旅游者数量由最初的数百人增

加至目前的每年３万余人，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约
有３６５４５人前往南极旅游（图４）。开阔大洋中
铅主要来自于大气沉降及深层水向上输送，同时

由于垂直混合受到较强密度层作用的抑制，由深

层水向上输送的量相比大气沉降要少［１６］。大气

沉降的沉降量取决于大气中铅的浓度大小。其

一是大气中铅会随着降雨沉降进入海域；其二人

类进入该区域活动增加，一些机械活动会增加铅

进入海洋的几率。过去 ３０年，加铅汽油及其他
人为铅来源致使海洋表层水中的铅浓度增

加［１７－１８］。尽管针对南大洋海水铅的研究较少，

但有限的研究表明，南极底层水铅同位素组成

（２０６Ｐｂ／２０７Ｐｂ＝１．１８６±０．００２）可能是南半球自然
铅和人为铅源共同形成的结果［１９］。在藻类暴发

高峰期，ＦＬＥＧＡＬ等［２０］测量了维德尔海和斯科舍

海冰缘区未过滤表层海水中的铅浓度（表２），较
低的铅浓度有可能是由初级生产力的有效清除

及研究区相对隔离所造成。最近，ＳＡＮＵＤＯ
ＷＩＬＨＥＬＭＹ等［２１］表示，维德尔海西北侧夏季表

层海水（过滤处理）中铅浓度较低，且其中的人为

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南美及美国南极考察站———

Ｐａｌｍｅｒ站对周边海域的影响。另有研究表明，南
大洋海水中铅浓度与铁浓度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而后者通常不会因人为输入而有所增加，也就是

说，维德尔海和斯科舍海表层海水中的铅在很大

程度上来自于自然过程，如火山排放、南美风尘

及浮冰的沉积物输送等［１］。

图４　１９９２至２０１５年南极旅游人数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１９９２ｔｏ２０１５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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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铜
据图５所知，在南奥克尼群岛西南侧及离该

岛较远的西北部出现两个铜浓度较高的区域，分

别以４７°Ｗ和６１°Ｓ及４８°Ｗ和５９°Ｓ为中心。在
两个铜浓度高分布区之间出现了一个低值分布

区，且分布形式与高值分布区差异较大。海洋中

铜的来源主要是大陆径流和采矿活动，大气沉降

及燃料燃烧释放的贡献相对较小［２３］。相对来讲，

该岛水域尚未有采矿活动开展，因此大陆径流或

海流输送的可能性较大。同时，相比铅而言，铜

浓度较低，也进一步证明了人类活动对于海洋环

境中痕量元素的影响。

表２　南大洋水体铅元素浓度相关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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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
水域表层水铜浓度分布（×１００）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

　　与铁相比，南大洋海水中的其他几个痕量元
素，如铜和锌等浓度通常较高。ＭＡＲＴＩＮ等［１３］发

现，德雷克海峡海水中的可溶性铜浓度较北半球

的阿拉斯加湾低。ＳＡＵＤＯＷＩＬＨＥＬＭＹ等［２１］也

表示，维德尔海陆架区表层水中的可溶性铜、铁

和锌要高于其他海区，该研究还表明，这些痕量

元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沿岸特性，即这些痕量元

素很可能是由南极大陆向外洋输送所致。

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和 ?ＨＭＡＮ等［１２］也发现，尽管总

的来讲维德尔海表层水体中的铜和锌浓度较低，

但整个水体中的这些痕量元素浓度要高于其他

海区，同时也高于表层海水中铜的典型浓度（约

０．５～２ｎｍｏｌ／Ｌ［２４］）。
２．４　锌

在研究区域内，锌有两个低值分布区和一个

高值分布区，最大值出现在 ４２°Ｗ和 ５９．５°Ｓ附
近，但从整体上来看，除南奥克尼群岛近岸水域

出现一个高值分布区以外，锌分布也呈现出一个

由西至东逐渐升高的趋势，这与铁的分布较为相

似（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水域
表层水锌浓度分布（×１００）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

　　铜和锌属于营养盐型痕量金属［２５］，存在深层

水富集的现象，表层水中浓度不高［２３］。与普里兹

湾表层水铜、锌相比，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铜、

锌较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南奥克尼群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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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铅、铁浓度显著高于普里兹湾表层水的铅、铁

浓度［５］，这可能与该区域悬浮颗粒浓度、叶绿素

含量及生物活动等有一定的关系，但仍需要进一

步的探讨。

３　结论

通过对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几种痕量元

素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

（１）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均可以检测到
铜、铅、锌、铁等痕量元素，其均值分别为 ０．０５９
ｍｇ／Ｌ，０．９０８ｍｇ／Ｌ，０．０３７ｍｇ／Ｌ和０．３５１ｍｇ／Ｌ。
浓度大小顺序为铅＞铁＞铜＞锌。

（２）与普里兹湾表层水铜、铅、锌、铁浓度相
比，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中痕量元素浓度较

高，但鉴于缺乏南奥克尼群岛周边水域的环境本

底数据，对于痕量元素的来源应开展长期的监

测，以期得到更为详实的数据分析此现象。缘何

会有如此高浓度痕量元素？是样品问题还是测

试方法或是人类活动或水团及海底沉积物的溶

解均需要深入的探讨。

另外，由于近几年南极科考活动的开展，人

类涉足南极区域不断加大，势必会增加相关区域

的痕量元素浓度［２６］。从上述４种痕量元素分布
看，也说明南极区域———被认为地球上唯一的净

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南极半岛及其周边水域开展长期的环境及其他

生物监测，探索痕量元素在南极半岛区域的分布

及变化情况，研究南极生物对痕量元素的抵抗作

用或累积效应，以期得到详实的数据分析南极生

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及生存现状。此外，为了更

好地研究此类典型痕量元素在南极海洋生物地

球化学中所体现的变化及趋势，进一步探讨和研

究这些痕量元素的垂直分布特征将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感谢辽宁大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及“安兴海”轮船长

和船员在取样过程中给予的大力配合。感谢中国南极磷

虾渔业科学观察员在海上数据收集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

劳动。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利用项目。

参考文献：

［１］　ＢＡＲＧＡＧＬＩＲ．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５：２１１－２４７．

［２］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ＣＣ．Ｌｅａｄｉｎ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４，

１８３（４１２４）：５５３－５５４．

［３］　ＢＯＹＬＥＥＡ，ＥＤＭＯＮＤＪＭ．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ｓｏｕｔｈ

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５，２５３（５４８７）：１０７－１０９．

［４］　ＢＯＹＬＥＥＡ，ＳＣＬＡＴＥＲＦ，ＥＤＭＯＮＤＪＭ．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ａｄｍｉｕｍ［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６，２６３（５５７２）：

４２－４４．

［５］　ＨＡＲＲＩＳＪＥ，ＦＡＢＲＩＳＧＪ．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ｌｅａｄａｎｄｚｉｎｃｉ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ｓ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７９，８（２）：１６３－１７９．

［６］　ＯＲＲＥＮＭＪ，ＭＯＮＴＥＩＲＯＰＭＳ．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Ｍ］／／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ＷＲ，ＣＯＮＤＹＰ

Ｒ，ＬＡＷＳＲＭ．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ＦｏｏｄＷｅｂｓ．

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３０－４７．

［７］　ＢＯＲＤＩＮＧ，ＡＰＰＲＩＯＵＰ，ＴＲＥＧＵＥＲＰ．Ｒé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ｅ

ｅｔ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ｕｉｖｒｅ，ｄｕ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ｅｔｄｕｃａｄｍｉｕｍｄａｎｓｌｅ

ｓｅｃｔｅｕｒｉｎｄｉｅｎｄｅｌ＇Ｏｃéａ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ｑｕｅ［Ｊ］．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ｒＡｃｔａ，

１９８７，１０（４）：４１１－４２０．

［８］　ＨＡＲＴＴＪ．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ｌｌｉｎ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Ｓｅａ１９２９－１９３１［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３４，８：１－２６８．

［９］　ＦＲＥＷＲ，ＢＯＷＩＥＡ，ＣＲＯＯＴＰ，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ｍ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ｎｉｎｓｉｔｕｉｒ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ｂｌｏｏｍ［Ｊ］．Ｄｅｅｐ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ＩＩ，２００１，４８（１１／

１２）：２４６７－２４８１．

［１０］　孙维萍，扈传昱，薛斌，等．南极普里兹湾表层海水中

铜、镉、锌的分布［Ｊ］．极地研究，２００９，２１（１）：２５－３２．

ＳＵＮＷＰ，ＨＵＣＹ，ＸＵＥＢ，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ｐｅｒ，

ｃａｄｍｉｕｍａｎｄｚｉｎｃ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ｏｆＰｒｙｄｚｂａ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２１（１）：２５－３２．

［１１］　ＨＯＮＤＡＫ，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Ｙ，ＴＡＴＳＵＫＡＷ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ＰＲ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

１：１８４－１９７．

［１２］　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Ｓ，?ＨＭＡＮＰ．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ｂａｌｔ，

ｎｉｃｋｅｌ，ｌｅａｄ，ａｎｄｚｉｎｃ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ｄｄｅｌｌ

Ｓｅａ，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

１９９１，５５（８）：２１２７－２１４６．

［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ＪＨ，ＧＯＲＤＯＮＲＭ，ＦＩＴＺＷＡＴＥＲＳＥ．Ｉｒｏｎ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０，３４５（６２７１）：１５６－１５８．

［１４］　秦延文，张曼平，周革非．海洋中铁的来源、形态和对初

级生产力的限制作用［Ｊ］．黄渤海海洋，１９９８，１６（３）：

６７－７５．

ＱＩＮＹＷ，ＺＨＡＮＧＭＰ，ＺＨＯＵＧＦ．Ｉｒ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ｇｙ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ｈａｉＳｅａｓ，１９９８，１６（３）：６７－７５．

［１５］　谢冕，臧家业，车宏，等．微量元素铁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的作用［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０（７）：５４－６０．

ＸＩＥＭ，ＺＡＮＧＪＹ，ＣＨＥ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ｒ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２３６



４期 高春梅，等：２０１２年夏季南奥克尼群岛水域表层海水中典型痕量元素分布研究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０（７）：５４－６０．

［１６］　ＢＯＹＥＭ，ＷＡＫＥＢＤ，ＬＯＰＥＺＧＡＲＣＩＡＰ，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ｔｒａｃｅｍｅｔａｌｓ（Ｃｄ，Ｃｕ，Ｍｎ，Ｐｂ，Ａｇ）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Ｊ］．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９（３）：３５７９－３６１３．

［１７］　ＮＲＩＡＧＵＪＯ，ＰＡＣＹＮＡＪ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ｂｙｔｒａｃｅ

ｍｅｔａｌ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８，３３３（６１６９）：１３４－１３９．

［１８］　Ｖ?ＬＫＥＮＩＮＧＪ，ＢＡＵＭＡＮＮＨ，ＨＥＵＭＡＮＮＫ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ｌｅａ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６７），１９８８，２２（６）：１１６９－１１７４．

［１９］　ＡＬＬＥＭＡＮＬＹ，ＣＨＵＲＣＨＴＭ，ＧＡＮＧＵＬＩＰ，ｅｔａｌ．Ｒｏｌｅ

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ｌｅ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Ｊ］．Ｄｅｅｐ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ＩＩ，２００１，４８

（１３）：２８５５－２８７６．

［２０］　ＦＬＥＧＡＬＡＲ，ＭＡＲＩＮＧＨ，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ｌｅａｄ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３６５（６４４３）：

２４２－２４４．

［２１］　ＳＡＵＤＯＷＩＬＨＥＬＭＹＳＡ，ＯＬＳＥＮＫＡ，ＳＣＥＬＦＯＪＭ，ｅｔ

ａｌ．Ｔｒａｃｅｍ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ｉｎ

ｔｈｅＷｅｄｄｅｌｌ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７７（２／３）：

１５７－１７０．

［２２］　ＳＣＡＲＰＯＮＩＧ，ＣＡＰＯＤＡＧＬＩＯＧ，ＢＡＲＢＡＮＴＥＣ，ｅ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ａｄｍｉｕｍ 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ＲｏｓｓＳ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ＦＡＲＡＮＤＡＦＭ，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Ｌ，ＩＡＮＯＲＡＡ．Ｒｏｓｓ

Ｓｅ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５８５－

５９４．

［２３］　陈敏．化学海洋学［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Ｍ．Ｃｈｅｍｉｃｅ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４］　ＢＲＵＬＡＮＤＫＷ．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ｄｍｉｕｍ，

ｚｉｎｃ，ｎｉｃｋｅｌ，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０，４７（２）：１７６－１９８．

［２５］　ＶＡＬＬＥＥＢＬ，ＡＵＬＤＤＳ．Ｚｉｎ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ｚｉｎ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０，２９（２４）：５６４７－５６５９．

［２６］　曹俊忠，李天杰，赵俊琳，等．科考活动对南极中山站地

区土壤的环境影响研究［Ｊ］．极地研究，１９９７，９（４）：

３０４－３０７．

ＣＡＯＪＺ，ＬＩＴＪ，ＺＨＡＯＪ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ｓｏｉｌｓｎｅａｒ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９（４）：

３０４－３０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

ＧＡＯＣｈｕｎｍｅｉ１，２，ＺＨＵＧｕｏｐｉｎｇ１，２，３，４，ＸＵ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２，３，４，ＸＵＬｉｕｘｉｏｎｇ１，２，３，４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
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ＡＳ（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ｕ，Ｐｂ，Ｚｎ，ａｎｄＦ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ｕ，Ｐｂ，Ｚｎ，Ｆｅａｒｅ０．０３３－０．１２１ｍｇ／Ｌ，０．４１４－１．４７８ｍｇ／Ｌ，０．００８－０．０８３ｍｇ／Ｌ，ａｎｄ
０．２５５－０．４５４ｍ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Ｐｂ，ＺｎａｎｄＦｅａｒｅ０．０５９ｍｇ／Ｌ，
０．９０８ｍｇ／Ｌ，０．０３７ｍｇ／Ｌ，０．３５１ｍ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ｎｄＺｎｈａ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ｔｏ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ｌｓｏｉｔ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ｂｅｔｅｓｔ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ｗｈ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ｏｔｈｅｒｐａｐｅｒｓ．Ｂｕｔ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ｈｅｌｐｔｏｓｔｕｄｙ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Ｃｕ；Ｐｂ；Ｆｅ；Ｚｎ

３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