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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盐沼枯落物的短期淋溶过程对东滩沿岸的水质有重要影响。采用东滩 3种典型盐沼植物的茎和叶的

枯落物为材料进行为期 48h 的室内浸泡模拟实验。利用有机碳探测分析仪测定不同时间的可溶性有机碳(DOC)和总

可溶性氮(TDN)浓度然后转换为累积释放量，通过紫外可见光光谱参数表征有色溶解有机物(CDOM)浓度，结合三维

荧光光谱(EEMs)和平行因子(PARAFAC)分析推断 CDOM的荧光组分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淋溶释放的最初 48h,DOC、

TDN、CDOM、两个类腐殖质荧光组分和两个类蛋白荧光组分的释放过程呈对数曲线状，最初 8h增长迅速，8～48h则

增幅减缓或出现小幅下降趋势。不同种类的植物以及同种植物的不同部位的初始基质对枯落物的 DOC和 TDN释放量

有显著影响。TDN最大累积释放量与初始基质有机碳和氮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枯物体中的氮比有机碳更容易淋失。

各个荧光组分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但不同植物种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推断枯落物的初期淋溶以物理性过

程为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盐沼枯落物的淋溶对潮滩水水质有着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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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地与海洋的过度地带，盐沼湿地的地球化学过程会对周边海水的水质产生重要影响，枯落物的分解就是其中的一个

环节[1],Moran等[2]估计互花米草中的木质纤维素贡献了他们所研究的盐沼潮沟有机碳库中大约 44%的碳。 

正因如此，国内外围绕着盐沼湿地枯落物分解展开了大量工作。Valiela等[3]将盐沼地区的禾本科植物的分解分为 3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持续不到一个月，但释放速率极快，这可能与可溶性物质的淋溶有关。Stephen等[4]针对几种河口湿地植物的淋

溶模拟实验发现第一天的释放速率是最高的。除了分析动态特征之外，影响盐沼枯落物分解的因素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周俊丽等[5]在崇明东滩发现碳氮比(C/N)较低的藨草茎分解速率高于碳氮比较高的藨草根；而仝川等[6]发现在闽江河口湿地，枯

落物分解速率与其碳氮比的关联性没有碳磷比显著。Bouchard 等[7]的研究表明盐沼潮流有利于保持枯落物的湿度使得中低潮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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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枯落物的分解速率比高潮碳更高，而刘白贵等[8]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潮汐淹水造成的泥沙沉积会抑制潮水对枯落物分解。Stagg

等[9]则提出气候变化会改变沿海湿地枯落物的分解过程。 

本文主要关注盐沼湿地枯落物被潮水淹没时的淋溶过程，这一过程会使枯落物中的碳、氮等营养元素释放到水体中，从而

对沿岸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对盐沼枯落物分解的研究主要针对干重的失重率及碳氮等元素的变化，较少涉及到有机质

化学结构特征的变化。 

因此，本文选择崇明东滩的几种典型植物的枯落物的地上部分(包括茎和叶)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在短期淋溶过程中可溶

性有机碳、总可溶性氮和有色溶解有机物的释放特征，同时结合三维荧光光谱和平行因子(PARAFAC)分析推断 CDOM 的荧光组分

的变化特征。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崇明东滩位于崇明岛东侧，位于 31°25′N～31°38′N,121°50′E～122°05′E 之间，是长江口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善

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受到长江径流所携带陆源物质的沉积作用尤其明显，2001 年被“拉姆萨国际湿地保护公约”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10]。崇明东滩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温度为 28.9℃、冬季为 5.6℃。年均降水量为 1100mm。多年平均

潮差在 2.40～3.20m之间变化，为非正规半日浅海潮；崇明东滩处于盐、淡水交汇区域，年均盐度在 0.21%～5%之间[11]。崇明东

滩植被主要为挺水型植物，分布有互花米草、芦苇、糙叶苔草、藨草、海三棱藨草等典型性的湿地植被，主要植被群落具有高

程梯度分布的特征
[12]

。 

1.2研究方法 

1.2.1样品采集 

本次研究在崇明东滩的盐沼带选择了两个样点。一个是位于东滩盐沼南部的 A点(31°27′40.98″N,121°55′45.48″E),

另一个是位于东滩盐沼北部的 B 点(31°31′59.4″N,121°57′30.24″E)(图 1)。2016 年 1 月 12 日在 A 点采集了已经枯落的

芦苇和糙叶苔草的茎和叶，在 B点采集了已经枯落的互花米草的茎和叶。枯落物初始基质的有机碳利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

总氮含量则采用 VarioELIII元素分析仪测定，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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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采样点分布 

1.2.2实验设计 

将从东滩采集的芦苇、糙叶苔草和互花米草枯落物样品表面冲洗干净，然后将其放入烘箱中，在 105℃下烘干至恒重。将其

地上部分的样品分为茎、叶两组，总计 6 组，分别为糙叶苔草茎、糙叶苔草叶、芦苇茎、芦苇叶、互花米草茎、互花米草叶。

每组样品的生物量密度都控制在 2kg·m-3左右，放置在广口瓶中，加入等量的去离子水，并进行避光处理。因为大部分枯落物被

潮水淹没的历时较短，不会超过一天，所以实验持续时间设计为 48h。本次实验共计取样 6次，取样时间分别为 1、3、8、24、

34、48h,每份样品取 3 份以计算平均浓度。所取得的样液用 0.45μm 的滤膜过滤，之后放置在冰箱冷藏室储藏。利用岛津公司

生产的有机碳探测分析仪测定样品的 DOC和 TDN浓度。 

为了确定 CDOM的释放浓度，将实验每次取样后所得样液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生产的 DU-800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

计进行紫外可见光光谱测定。测定范围为 200～800nm,从 200nm开始，仪器每隔 1nm便读出一个吸光度(Abs)。 

表 1枯落物的有机碳(C)和氮(N)基本参数 

 

糙叶苔草 芦苇 互花米草 

C(‰) N(‰) C/N C(‰) N(‰) C/N C(‰) N(‰) C/N 

茎 395.5 3.0 131.4 407.6 1.8 220.9 389.4 4.3 91.2 

叶 395.5 3.9 101.0 468.2 17.3 27.1 410.6 7.0 58.8 

 

为了能够研究在淋溶过程中CDOM化学结构的变化特征，采用Cary Eclipse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每次取样后所得样液的EEMs。

该光度计以 Milli-Q水作空白进行荧光扫描，激发波长(Ex)范围为 210～440nm,发射波长(Em)范围为 230～600nm,增量均为 5nm。 

在对三维荧光光谱进行分析前，需结合 Matlab软件去除 EEMs中的散射峰。为去除瑞利散射的影响，将图谱中 Ex≥Em以及

Ex=Em±20nm等区域中的数据置零，并把负值都归零以恢复散射区域的荧光信号[13]。以超纯水做空白，将样品的扫描数据结果扣

除超纯水的三维荧光光谱数据，从而消除拉曼散射的影响。同时为消除仪器间差别，采用 0.01mg/L 硫酸奎宁的稀硫酸溶液在

Ex=350nm,Em=450nm处的荧光强度进行归一化处理，转换为硫酸奎宁单位
 [14]

。 

为了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另用从东滩采集的潮滩水对糙叶苔草、芦苇和互花米草的叶片的进行淋溶模拟实验。实验设置

条件以及样品采集时间和处理方式与去离子水模拟实验相同。通过所测得的样液 DOC 与 TDN 浓度扣除潮滩水本身的 DOC 与 TDN

浓度来计算 DOC与 TDN的累积释放量。 

1.2.3数据分析 

(1)DOC与 TDN累积释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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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R为释放强度，mg·g-1;n为取样次数；cn为第 n次取样前上覆水中养分的浓度，mg·L-1,其中 c0为实验开始前所用上

覆水中养分的初始浓度；Vn为第 n次采集水样前的瓶内上覆液体积，L;m为枯落物样品的质量，g。 

 

公式：CR为累积释放量，mg·g-1;n为取样次数；Ri为第 i次取水样时的释放强度，mg·g-1。 

(2)紫外可见分光光谱分析： 

 

a(λ)为波长λ处下的吸光系数，m
-1
;A(λ)为波长λ处下的吸光度，所有的 A(λ)均预先扣除各自 700～800nm处的吸光度

的平均值，以消除仪器噪音以及细小微粒散射等造成的影响；r 为光程路径，m。一般用波长 355nm 处的吸光系数 a355表征 CDOM

的浓度[15]。 

(3)PARAFAC分析： 

CDOM 三维荧光光谱的 PARAFAC 分析参考 Stedmon 等
[16]
的方法来进行解谱，该方法可以客观、便捷地识别出样品中各个荧光

组分的种类及其浓度。所有荧光组分的最大荧光强度(Fmax)以 QSU 为单位，某荧光组分的贡献率为该组分的 Fmax与所有组分的 Fmax

之和的比值[17]。 

2 结果 

2.1TDN与 DOC变化过程与特征 

在去离子水浸泡条件下，各组样品上覆水中 DOC 和 TDN 累积释放量变化过程均呈现对数曲线状，即浸泡初期迅速增加，后

期增幅变缓或出现小幅下降(图 2和表 2)。糙叶苔草茎样品上覆水中 DOC累积释放量在 2.87～6.06mg·g
-1
之间，芦苇茎在 1.11～

2.89mg·g-1之间，互花米草茎在 6.8～25.29mg·g-1之间；糙叶苔草叶片样品上覆水中 DOC累积释放量在 6.33～9.81mg·g-1之间，

芦苇叶片在 9.54～18.37mg·g-1之间，互花米草叶片在 4.21～16.68mg·g-1之间。糙叶苔草茎样品上覆水中 TDN 累积释放量在

0.48～0.84mg·g-1之间，芦苇茎在 0.15～0.29mg·g-1之间，互花米草茎在 0.27～0.51mg·g-1之间；糙叶苔草叶片样品上覆水中

TDN累积释放量在 1.02～1.38mg·g-1之间，芦苇叶片在 1.87～3.24mg·g-1之间，互花米草叶片在 0.55～1.84mg·g-1之间。芦苇

叶 DOC 累积释放量在 24h 时达到最大值，之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其他样品在 48h,也就是本次实验结束时达到最大值。互花米草

叶 TDN累积释放量在 34h时达到最大值，之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其他样品在 48h时达到最大值。 

根据表 1和图 2可以推算出糙叶苔草茎 DOC最大累积释放量相当于初始基质有机碳含量的 1.53%,糙叶苔草叶为 2.48%,芦苇

茎为 0.71%,芦苇叶为 3.92%,互花米草茎为 6.5%,互花米草叶为 4.06%。糙叶苔草茎 TDN 最大累积释放量相当于初始基质氮含量

的 27.84%,糙叶苔草叶为 35.41%,芦苇茎为 16.06%,芦苇叶为 18.71%,互花米草茎为 11.9%,互花米草叶为 26.35%。从中可以看出，

各组样品 TDN 最大累积释放量与枯落物初始基质氮含量的比值显著高于 DOC 最大累积释放量与枯落物初始基质有机碳含量的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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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OC与 TDN累积释放量的变化 

因植物种类和部位的不同，不同样品短期 DOC和 TDN累积释放量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3种植物的枯落物的叶 TDN的最大累

积释放量均显著高于茎；互花米草茎 DOC 的最大累积释放量高于叶，其他两种则相反。就 3 种植物的枯落物的茎而言，糙叶苔

草茎 TDN的最大累积释放量最高，互花米草茎 DOC的最大累积释放量是最高的，芦苇茎 DOC、TDN最大累积释放量均是最低的；

就 3 种植物的枯落物的叶而言，糙叶苔草叶 DOC 和 TDN 的最大累积释放量是最低的，芦苇叶 DOC 和 TDN 的最大累积释放量是最

高的。 

通过相关性分析(表 3),可以发现在枯落物浸泡过程中，各组样品 TDN 最大累积释放量与初始基质有机碳和氮含量呈显著的

正相关，而 DOC最大累积释放量与这两者的相关性较差。DOC和 TDN最大累积释放量与 C/N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但并不显著。 

表 3 DOC与 TDN释放量与枯落物初始基质性质的关系 

 

DOC最大累积 

释放量 

(mg·g-1) 

TDN最大累积 

释放量 

(mg·g-1) 

初始基质有机碳含量(%) 0.19 0.87* 

初始基质氮碳含量(%) 0.47 0.94** 

C/N -0.74 -0.81 

 

在潮滩水浸泡条件下，糙叶苔草叶片样品上覆水中 DOC累积释放量在 3.73～7.78mg·g-1变动，芦苇叶片在 6.69～8.14mg·g-1

变动，互花米草叶片在 3.61～5.86mg·g-1变动，均显著低于去离子水浸泡条件下的累积释放量；糙叶苔草叶片样品上覆水中 TDN

累积释放量在 0.43～1.11mg·g-1变动，芦苇叶片在 0.55～1.63mg·g-1变动，互花米草叶片在 0.5～1.67mg·g-1变动，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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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对数曲线状，糙叶苔草和芦苇叶片显著低于去离子水浸泡条件下的 TDN累积释放量，而互花米草叶片两者差别不大(图 3和

表 4)。 

 

图 3潮滩水条件下 DOC与 TDN累积释放量的变化 

表 4潮滩水条件下 TDN累积释放量与浸泡时间的关系 

枯落物类型 关系式 R
2
 

糙叶苔草叶 y=0.18ln(t)+0.43 0.98 

芦苇叶 y=0.28ln(t)+0.54 0.98 

互花米草叶 y=0.29ln(t)+0.51 0.98 

 

2.2 CDOM释放浓度与化学成分变化过程与特征 

2.2.1 a355变化过程 

各组样品 CDOM浓度(用 a355表征)变化过程呈与 DOC和 TDN累积释放量相似的对数曲线状(图 4和表 5)。同 DOC和 TDN累积释

放量一样，不同样品因枯落物的植物种类和部位不同 CDOM释放浓度也存在显著差异，3种植物的枯落物的叶的 CDOM释放浓度均

远高于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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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355的变化 

表 5a355与浸泡时间的关系 

枯落物类型 关系式 R2 枯落物类型 关系式 R2 

糙叶苔草茎 y=1.92ln(t)+0.58 0.75 糙叶苔草叶 y=4.46ln(t)+8.44 0.98 

芦苇茎 y=0.52ln(t)+0.48 0.65 芦苇叶 y=3.54ln(t)+5.14 0.92 

互花米草茎 y=1.37ln(t)+2.23 0.84 互花米草叶 y=5.37ln(t)+0.12 0.87 

 

2.2.2平行因子分析 

通过 PARAFAC模型进行解析，可得到 4个荧光组分，其最高峰和次高峰的激发和发射波长见表 5和图 6。根据其所处的峰值

区和参考文献，可将其分为两个类蛋白组分：类酪氨酸组分 C1(最高峰激发波长 215nm,次高峰激发波长 270nm,最大发射波长

320nm)和类色氨酸组分 C2(最高峰激发波长 215nm,次高峰激发波长 270nm,最大发射波长 360nm)[18];以及两个类腐殖质组分：短

波类腐殖质组分 C3(最高峰激发波长 220nm,次高峰激发波长 315nm,最大发射波长 420nm)[19]和长波类腐殖质组分 C4(最高峰激发

波长 240nm,次高峰激发波长 335nm,最大发射波长 460nm)[20],相对于短波类腐殖质组分，长波类腐殖质组分所代表的腐殖质芳香

性更高、分子量更大[21,22]。 

4 种组分的 Fmax的变化过程呈现与 DOC、TDN 和 a355相似的对数曲线状(图 6 和表 7)。四种组分不同时刻的 Fmax与 DOC、TDN 浓

度及 a355及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p<0.01,表 8)。另外，不同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828～0.938 之间，也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 

 

图 5 4个组分的最大激发/发射波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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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荧光组分特征 

荧光组分 最大激发发射波长 Ex/Em(nm) 性质描述 文献中对应组分 Ex/Em(nm) 

C1 215(270)/320 类酪氨酸 ≤230(275)/326[18]; 

C2 215(270)/360 类色氨酸 ≤230(290)/346[18];<250,280/358[19] 

C3 220(315)/420 短波类腐殖质 <250,325/424[19];260,350/420[22] 

C4 240(335)/460 长波类腐殖质 260,360/450
[20]
;260,390/482

[21]
 

 

 

图 6 4个荧光组分 Fmax的变化 

表 7荧光组分与浸泡时间的关系 

枯落物类型 C1组分与浸泡时间 C2组分与浸泡时间 C3组分与浸泡时间 C4组分与浸泡时间 

糙叶苔草茎 
y=11.3ln(t)+18.4 

(R2=0.96) 

y=7.17ln(t)+7.15 

(R2=0.98) 

y=12.9ln(t)+22.8 

(R2=0.96) 

y=3.10ln(t)+4.08 

(R2=0.90) 

芦苇茎 
y=6.01ln(t)+59.4 

(R
2
=0.65) 

y=7.41ln(t)+35.9 

(R
2
=0.96) 

y=12.8ln(t)+46.9 

(R
2
=0.95) 

y=7.22ln(t)+22.8 

(R
2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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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茎 
y=6.56ln(t)+5.20 

(R2=0.91) 

y=2.74ln(t)+1.79 

(R2=0.87) 

y=3.23ln(t)+5.48 

(R2=0.96) 

y=1.04ln(t)+3.34 

(R2=0.96) 

糙叶苔草叶 
y=34.0ln(t)+123 

(R2=0.85) 

y=30.4ln(t)+50.9 

(R2=0.99) 

y=22.5ln(t)+52.5 

(R2=1.00) 

y=14.9ln(t)+25.7 

(R2=0.98) 

芦苇叶 
y=11.2ln(t)+3.40 

(R2=0.88) 

y=9.03ln(t)+17.5 

(R2=0.90) 

y=11.0ln(t)+26.5 

(R2=0.95) 

y=3.00ln(t)+4.61 

(R2=0.91) 

互花米草叶 
y=24.8ln(t)+14.4 

(R2=0.91) 

y=34.1ln(t)+6.52 

(R2=0.96) 

y=28.6ln(t)+13.9 

(R2=0.95) 

y=13.9ln(t)+6.08 

(R2=0.96) 

 

表 8 4种荧光组分与 DOC、TDN及 a355的关系 

 
C1(QSU) C2(QSU) C3(QSU) C4(QSU) 

DOC浓度(mg·L-1) 0.49** 0.67** 0.67** 0.53** 

TDN浓度(mg·L-1) 0.93** 0.85** 0.92** 0.98** 

a355(m
-1) 0.85** 0.86** 0.74** 0.60** 

 

从图 7 可以看出，不同植物种类的枯落物在淋溶释放过程中的上覆液中的荧光组分贡献率构成存在显著差异。实验期间糙

叶苔草茎 C1组分的平均贡献率为33.98±0.83%,C2组分为17.35±2.08%,C3组分为40.16±1.27%,C4组分为8.52±0.87%;糙叶

苔草叶 C1组分的平均贡献率为30.75±2.79%,C2 组分为 21.93±0.75%,C3组分为31.24±1.73%,C4 组分为 16.09±1.23%。芦苇

茎 C1 组分的平均贡献率为 41.35±4.9%,C2 组分为 16.06±3.23%,C3 组分为 29.04±4.83%,C4 组分为 13.55±3.45%;芦苇叶 C1

组分的平均贡献率为 42.16±3.44%,C2 组分为 24.27±2.37%,C3 组分为 21.43±0.73%,C4 组分为 12.14±0.9%。互花米草茎 C1

组分的平均贡献率为20.38±5%,C2组分为29.8±1.52%,C3组分为41±3.61%,C4组分为8.82±0.2%;互花米草叶 C1组分的平均

贡献率为 26.98±2.75%,C2组分为 29.66±3.34%,C3 组分为 29.46±0.94%,C4 组分为 13.9±0.51%。 

从实验结果可知芦苇上覆液中类蛋白组分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植物的枯落物，相应的类腐殖质组分贡献率低于其他

两种植物的枯落物。就类腐殖质组分的贡献率而言，所有样品上覆液中短波类腐殖质 C3组分的贡献率均显著高于长波类腐殖质

C4组分的贡献率，而类蛋白质组分的贡献率存在差异。糙叶苔草和芦苇淋溶释放过程中的上覆液中类酪氨酸组分 C1的贡献率显

著高于类色氨酸组分 C2,而互花米草淋溶释放过程中的上覆液中类酪氨酸组分 C1的贡献率则略低于类色氨酸组分 C2。 

将实验结束时 6个样品上覆液中的各组分的 Fmax同该枯落物样品的初始基质的有机碳含量、氮含量及 C/N做相关性分析，可

以发现 C1 组分与初始基质的有机碳含量呈显著(p<0.05)的正相关；C1、C2 和 C4 组分与初始基质的氮含量呈显著(p<0.05)的正

相关；C2、C3和 C4组分与 C/N呈显著(p<0.05)的负相关(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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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个荧光组分的贡献率 

表 9实验结束时各组分的 Fmax与枯落物初始基质性质的关系 

 
C1(QSU) C2(QSU) C3(QSU) C4(QSU) 

初始基质有机碳含量(%) 0.93** 0.73 0.57 0.75 

初始基质氮碳含量(%) 0.98** 0.87* 0.77 0.86* 

C/N -0.77 -0.88
*
 -0.95

**
 -0.83

*
 

 

3 讨论 

枯落物分解过程是具有阶段性的，0～48h 属于分解的初期，以易溶性物质的淋溶为主[23～26]。而本次实验的结果表明初期易

溶性 DOC、TDN及 CDOM(用 a355表征)的淋溶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其大致以 8h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易溶性物质大量释放，

释放速率急速递减。第二阶段，浓度的增长缓慢或出现小幅下降。因此，DOC、TDN累积释放量及 a355的变化图呈现出对数曲线状。 

从实验结果看出，枯落物 DOC、TDN 及 CDOM 释放量会因植物体种类和部位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说明枯落物基质会对枯

落物的分解和养分释放产生影响。C/N 是反应植物枯落物分解速率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二者呈负相关。Taylor 等
[24]

认为在一

般情况下 C/N 是枯落物分解速率的最佳预测指标。代静玉等
[25]
指出，作为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氮是枯落物分解的重要

限制因子之一，高 C/N的植物更难分解。Zhang等人[26]的研究也发现，代表生物活性的总底部诱导呼吸量与碳氮比呈显著的线性

负相关(R2=0.925),而总底部诱导呼吸量与枯落物的分解速率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R2=0.984)。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上覆水中

DOC与 TDN的释放量和 C/N呈现一定的负相关，与上述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盐沼除了枯落物的基质外还会

有许多外部因素影响其分解使得分解速率与 C/N 不一定呈负相关，如杨继松等人的研究表明，若水体中含有大量营养物质，其

淹水状况也会影响到枯落物的分解速率，使得高 C/N 的枯落物分解速率不一定比低 C/N 的低[27]。除了 C/N 以外，植物基质的某

些元素初始含量也会对枯落物分解产生影响，如 Flanagan等人
[28]
的实验证实，植物有机体的分解速率与植物体内的氮含量呈正

相关。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区域植物物种组成会发生变化，而不同物种枯落物基质存在差异，会使枯落物的分解速率与

养分释放量发生变化[29]。 

本次实验中，TDN的释放量与枯落物初始基质中氮含量的比值显著高于DOC的释放量与枯落物初始基质中有机碳含量的比值，

这可能与枯落物初期淋溶阶段氮比碳容易淋失有关。TDN释放量受枯落物初始基质影响比 DOC更加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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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组分，植物易溶性组分含有更多的高氮物质(如易溶性蛋白质)造成的[30],而植物体中的碳更多存在于难溶性结构组织中[31,32]。

这也导致初始基质的氮含量相对于有机碳含量与 DOC、TDN、CDOM以及各个荧光组分的相关性更强。 

通过平行因子分析我们发现在枯落物淋溶释放的过程中，各个荧光组分与 DOC、TDN、CDOM,以及各个荧光组分之间呈现非常

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推断在枯落物淋溶释放的初期，上覆液中 CDOM的化学结构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使得上覆液中各荧光

组分的变化具有同向性，表明枯落物淋溶释放的初期以物理性过程为主。但受初始基质的影响，不同枯落物植物种类的荧光组

分的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 

潮滩水浸泡条件下枯落物 DOC 和 TDN 累积释放量低于去离子水浸泡实验下的 DOC 和 TDN 的累积释放量，并且潮滩水浸泡条

件下 DOC累积释放量没有持续的增加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潮滩水相对于去离子水含有更多的微生物对 DOC和TDN起到分解作用
[33]
。

此外东滩当地的气候、水文、土壤等均会对枯落物的淋溶释放过程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对东滩盐沼枯落物淋溶能力的测定可能

与实际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发现盐沼枯落物初期被潮水淹没的时候正是易溶性物质的快速淋溶时期，因此会

向沿岸海水释放大量的养分物质。长江口周边水域表层 DOC浓度在 35到 370μmol/L之间[34～37],而盐沼植物是海洋有机碳的重要

来源[35],因此盐沼植物的淋溶对沿岸潮水的水质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研究盐沼枯落物淋溶对潮水影响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枯落物

基质差异对潮水水质的影响。 

4 结论 

(1)崇明东滩盐沼枯落物的 DOC、TDN和 CDOM的 48h淋溶释放过程呈对数曲线状，0～8h上覆液浓度快速上涨，8～48h浓度

增长缓慢或出现小幅度的下降。 

(2)不同种类的植物以及同种植物的不同部位初始基质存在差异，使得不同枯落物的淋溶释放量存在显著差异。 

(3)在淋溶释放的初期，枯落物中的氮比有机碳更容易淋失。 

(4)荧光组分可以反映 CDOM 的化学结构特征。在淋溶释放的初期，根据 PARAFAC 分析的结果可以推断枯落物的初期淋溶以

物理性过程为主，各荧光组分浓度的变化特征与 DOC、TDN 和 CDOM 相似。各荧光组分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但不同种类的荧光组

分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 

(5)崇明东滩盐沼枯落物初期淋溶释放过程对潮水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同植物的枯落物因初始基质存在差异对潮水水质的影

响程度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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