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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平宋
,

沉积磷酸盐方法对古盐度的测

定
, )}

二

始运用于沉积相方面的研究
。

占盐度

的含量及其变化
,

在一定程度
_

L有助于识别

海相
、

陆相和过渡相地层
,

提供对沉积环境

和古地理的认识
,

特别在古生物和古生态资

料欠缺的情况 卜
,

将 吏有助于岩相 的划分
。

为了摸索沉积磷酸盐方法测定 古盐度在

沉积相方 画研究的运用
,

我们曾用 这 一 方

法
,

对长江三角洲近代 (全新世 ) 沉积和苏

北高邮四陷戴南组上段 以及三垛组
一

F段等沉

积进行研究和探讨
。

由于分析祥况
:

不多
,

同

时经验不 足
,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

盼批评指

正
。

等地的现代沉积物
,

发现磷酸盐含量变化和

盐度变化呈线性关系 (相关系数为 0
.

97 )
,

并求得 了它们之间的相关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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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H
2
0 )

,

红磷铁司
’‘

(F e PO
; ·

2工王
:
O )和经磷

灰石 〔C a , 。
(P0

4
)

。
(O H )

:

〕
。

我们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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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c k S 0 n 对土壤磷酸盐的 测 定方

法
,

稍加改进
。

首先分别用O
.

SN 的氟化 按提

取磷铝石中的磷
,

用 O
.

IN 的氢氧化钠提取红

磷铁矿中的磷
,

用O
.

SN 的硫酸提取经磷灰 石

中的磷
,

然后测定各提取液的磷含量
,

蛟后

用相关公式求出盐度含量
:

盐度 S % = 磷酸钙组份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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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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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原 理

磷酸钙组份
二

现代和古代粘土沉积物中
,

均含有
1

定

量的磷酸盐
,

不 同的沉积环境
,

其含量大不

相同
。

M o r fi m e r
在研究湖泊时曾经论 证

,

磷酸盐在湖泊沉积中
,

与铁结合一起
,

在某

些情况 下
,

含量可以高于湖水
; 相反地在河

口和海洋环境中
,

则不 同程度的与钙结合

从淡水到海相咸水沉积
,

随着PH 值
、

盐 分

含量和沉积环境的改变
,

磷酸根与铁的结台

逐步减弱
,

与钙的结合相应增强
。

因此分析

沉积物中磷酸盐类型及其含量 的相对变化
,

在 一
定程度上能灵敏的反映沉积时的盐份壮

态
。

美 国 学 者 B
·

N el s o n 运用了M
·

L
。

Jac k s o n 对土壤磷酸盐的分离原理
,

系统 的

测定了Y o r k河的河口段和C h e s a p e a k e海湾

M
,

M
l 十 M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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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磷酸钙克分子数
、

M
:

是磷酸铁

克分子数 )

二
、

分析方法 (铂兰比色法 )

1
.

样品处理
:

将野外采集的泥质沉积样

品
,

在室内阴干
,

研碎
,

现代沉积应除去根

茎残体和贝壳片
,

然后研磨过32 0目筛 ( 孔

径 0
.

0 48 毫米 )
。

依对角弃置法选取一 定 数

量
,

置于干燥器备用
。

2
.

方法提要
:

按磷酸盐分离方法依次分

离磷酸铝
、

磷酸铁和磷酸钙
,

分离所得的各

种磷酸盐在酸性条件下 (P H值 3 左右 )

与铝酸按反应并在还原剂作用下生成一种深



性色的磷铂兰
,

进行比色法测定
。

3
.

仪器
:

l )7 2 型分尤光度计

2 )L x J二型离心沉淀机

3 )j蛙I际型振荡机

4
.

主要试刊
:

1 ) I N 氯化铰溶液
:

取分析纯氯化 钱

53
.

5克
,

溶于水配成一升溶液
。

2 )中性O
.

SN 氟化按溶液
:

取 18
.

5 克

分析纯氛化按溶于水
,

滴入 4 N氢氧 化 钠 将

PH 调节至 7 ,

然后再加水至 1 升
。

3 )0
.

IN 氢氧化钠浴液
:

称取 4克 的分

析纯固体氢氧化钠溶于水
,

配成一升
。

4) O
.

SN 硫酸
:

取 15 毫升优质 纯 浓 硫

酸
,

溶于水
,

最后稀至 1 升
。

5) 氧化亚锡还原剂
:

取 2
.

5克分析 纯 氯

化业锡溶于10 毫升浓盐酸中
,

稀释至 100 毫升

贮于棕色瓶中 (最好随用随配 )
。

6) 酸化的泪酸钱溶液
:

称取 25 克铂酸钱

〔(N H
、
)

:
M o O

‘

〕溶于 2 0 0毫升水中
,

加 热

至60
O

C 再过滤 ; 另取 27 5毫升优质纯 浓 硫

酸
,

稀至 8 00 毫升
。

待此两溶液冷却后
,

将

硫酸溶液慢慢加入钥酸按溶液中去
,

并不断

振荡
,

等冷却后定容至 1 升
。

7 )2
,

6一二硝基酚指示剂
:

配制成 0
.

2 5 %

的水洛液 (亦可用 2
,

4一二硝基酚代替 )
。

5. 操作步骤
:

l) 磷酸铝的分离
:

取双份 1 克样品各放入 1 00 毫升 离 心杯

中
,

加 50 毫升 I N 氯化铰溶液
,

放在振 荡

机上振荡 30 分钟
,

然后进行离心
,

离去上面

清液
,

再加 50 毫升中性氟化按溶液于离心杯

中
,

振荡 1 小时
, 一

再离心
,

所得上面清液可

用来测定磷酸铝
。

(测定略)

2 )磷酸铁的提取和测定
:

样品经除去磷酸铝 以后
,

用25 毫升饱和

氯化钠溶液洗二次
,

再用50 毫升 o
.

I N 氢氧

化钠捉取
,

振荡1 7小时
,

离心取其清液
,

供

分析磷酸铁用
。

如果倾出的提取液混浊或颜

色较深 (这是由于氢氧化钠提取磷酸铁过程

中也提取 了各种有机一无机胶体 )
,

则用 Z N

硫酸中和 (中性或微酸性 ) 至有机质开始凝

集
,

再离心
,

取其清液 以备测定磷酸铁
。

取 2 毫升提取的清液于50 毫升 容 量 瓶

中
,

加水约18 毫升
,

加入 2 滴 2
,

6一二 硝 基

酚溶液
,

溶液呈黄色
,

再滴入 Z N 硫酸至 溶

液无色为止
,

此时溶液的PH 值约为 3
。

然

后加入 2 毫升酸化州酸钱溶液和燕馏水
,

使

整个溶液体积约为48 毫升
,

加入 3 滴氯化亚

锡还原剂使显兰色
,

稀至50 毫升
, 5 一 10 分

钟内在分光光度计 (6 60 二 件波 长) 进 行 测

3) 磷酸钙《麟

铸
提取和测定

:

将分离磷酸 乘」
一

厂的样品
,

用2 5毫升饱

和氯化钠溶液洗涤两次
,

再用50 毫升0
.

S N

硫酸提取
,

振荡 1 小时
,

离心取其清液
。

取 2 毫升清液
,

置于50 毫升容量瓶中
,

加

水约 2 5毫升
,

调节 PH 值
,

加 2 滴 2
,

6一二硝基

酚指示剂
,

滴入Z N氢执化钠溶液
,

使溶液呈

黄色
,

再滴入 Z N 硫酸溶掖
,

至恢复无色
。

然后加 2 毫升酸化钥峻铰挤液和蒸锹水
,

使

近 48 毫升
,

加 3 滴氯化亚锡还 原 剂
,

显 蓝

色
,

稀至 50毫升
,

进行比色测定
。

6
.

计算
:

每分析一 批样品
,

必须做磷酸

钙
、

磷酸铁标准系列
,

绘制标准曲线
,

然后

根据标准曲线分别求出样品中磷峻钙和磷酸

铁的含量
。

三
、

长江三角洲近代沉积物样品的测定

样品采白启东县向阳公社钻孔和海安县

烈士公社 红星大队
、

青墩公社 青墩大 队 (图

1 )
,

对 比样品有郡阳湖
、

骆马湖等现代湖

泊沉积
。

侧定结果列于表 1
。

1
.

启东钻孔音J面均属于长祖二角洲近代

沉积
,

含盐量27 一 31 汤
,

属半咸水一咸水环

境
。

这一判断是否正确
,

根据对现代黄海和



长江 口底层水的盐度测定 (图 2 )
,

黄海盐

度为33 一35 筋
,

向长江口方向逐渐 下 降 到

1 4 汤 以下
,

北

岸启东县境内

海域
,

受 自北

而南的抖姆酬攀

流影响
,

盐度

又逐渐上升到

2 5一 3 0汤
,

与

剖面盐度基本

一致
。

对比样

品包 括 都 阳

湖
、

骆马湖等

沉积物
,

盐度均 < 10 汤
,

属淡水沉积
。

{一
厂

少

}
飞

、
\
、\

/

、
、

\
~
、\

气
、

. 采样地点

图 1 采样位皿图 图 2 长江 D 盐度 (底层 ) 分布图 (1 9 5 9
.

7 )

表 1 长 江 三 角 洲 现 代 沉 积 物 盐 度 表

布万
2

.

启东县向阳公社钻孔剖面中微体古生

物分析
,

在 9 一17 米和20 一邓米 层 位 中
,

所含介形虫中有艳花虫 (C y fh e r is SP)
、

巴斯奎特虫 (B o s q u e lin a S P)
,

有孔虫中

有块虫 (Qu in q u e lo e u lin a S P )
、

箭头 虫

(B o liv in a S P)
、

希望虫 (F lp hid iu m

SP) 等组合
。

这些微体生物一般 的要求水域

开扩
、

水深 20 一 50 米的生活环境
,

沉积物中

相应盐度为29 一31 汤
,

恰与现在黄海海域中

的盐度 (30 一32 汤 ) 和深度 的生物群组合相

一致
。

深度 l? 一 19 米与28 一 31 米的层位中
,

除

富含海相介形虫
、

有孔虫外
,

尚出现瓣鳃类

中的兰蛤 (C o r b ie u la SP) 和兰 蛆 (C o -

rb ul a S P) 等半咸水属种
,

个 别的还见有

淡水介形虫 (土星鸡
le y o e , P r is S p )

。

1
1



可见其离海洪不远
,

属滨海河口环境
,

其盐

度较前者亦相应
一

「降
。

从整个音J面中盐度含量 的变化情况看
,

恰与全新世以来海面波动的情况相一致
。

即

海浸过程中曾出现的局部停顿甚至后退
,

沉

积物中盐度亦有相应变化 (图 3 )
。

盐盐盐 深深深

一一
度度度 度度度度

(((编久久久久久

222了了 O 米米 停顿与后退退退
333巾巾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内 , 臼臼

海 进进进
渔渔LLLLLLLLLLLLLLLLLLL

222ggggg 停顿与后退退退
... ,
叫

. . . . 月.
...................

333..... 海 进进进
222 777 “娜

洲卜卜
停顿与后退退退

海海海海 进进进

化石
,

拍后积

物中盐度为

18一2 1瓜
, 。

盐度和化石

均同样反
,

映

了这一地区

属半咸水性

质 的 湖 沼

沉积过程
,

且 逐 步 淡

化
。

一一一

障崖 宕性性 古盐度度
层层位位位位

}}}}}}}}}

⋯⋯⋯⋯⋯⋯⋯⋯1111
l 米米 耕作土土土

lllll

犷犷
棕黄色粉砂质质质

枯枯枯枯枯枯枯枯枯枯枯枯枯土土土

lll二,
.

了二二二二二
lll二下了二二二二二

二二
。

血多
‘‘

常
;;;

}灰绿色枯
土夹泥泥 18输输

公公 一 口口口 黔含半咸永瓣鳃类类类

映映滋券券丫丫
泥炭层层 2 1输输

>>>>> 111 灰绿色拈土土 24隔隔

米米米米米米

图 4 海安烈士公社红星一队

剖面示惫图

图 3 海漫示意图
l,\
,

禹产匕
、

J

段高

3
.

海安县烈士公社属于里下河湖沼沉积

区
。

红星一队剖面 (图 4 )
:

下部为灰绿色

粘上层
,

盐度为24 汤
; 粘土层之上 为 泥 炭

层
,

层顶尚见有中华青蛤 (C了e lin a S m e -

n s is )
、

带脊梯蛤 (T r a p e z iu m L ir a fo m ) 等

四
、

苏北高邮凹陷早第三纪

沉积岩样品分析 / 丘犷
品采 自苏北高邮凹陷郭

9夕t
,

地层分

三 系戴南组上段 (而
:
) 和三垛组 下

(E S
’
) 测定结果见表 2

。

盐 度 含 量 较
,

属半咸水甚至咸水
。

表 2 高邮凹陷真拍井部分泥岩样品磷酸盐分析

E d

地地层时代 } 深度(米))) 、: }: : ⋯磷 酸 铁铁 磷 酸 钙钙 磷酸钙组份份 盐 度 S编编

111 9 9 000 暗咖啡色泥岩 { 0
.

16111 4
.

6 222 0
.

9 777 3 3
.

88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9 44444444444444444
222 0 1 555 棕红色泥岩 。

.

14111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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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

·

3 7 }}}}}}}

棕棕红色粉砂质泥岩 。
.

16111 1
.

5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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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

111黑黑色泥岩
’ 。

.

36333 3
、

3 333 0
.

9 00000

戴戴戴 2 2 2 999 深绿色泥岩 { 。
.

1 8222 2
.

1 000 0 9 222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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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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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111 3
.

5 555 0
.

9 8 111 3 4 222

___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段段段
一一

暗咖啡色泥岩岩 1
.

4 1 333 2
.

6 99999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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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尸碑. 、、 2 2 8 8

.

5555555555555

/// 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

22222 2 9 111 灰褐色泥岩岩 0
.

2 33333 0
.

9 111
lll

333333333333333 1
.

555

22222 3 3 111 深绿色泥岩岩岩 0
.

9 555 3 3
.

11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 555 2 1
.

55522222 3 6 888 灰绿色泥岩岩 1
.

尘1 333333333

1
.

沉积物中常见有钙质鲡粒和 钙 质 结

枝
,

甚至有钙质和白云质胶结
;

2
.

粘土矿物分祈
,

主要为 伊 利 石
,

有

的层段 (如三垛组下部黑色泥岩中) 含多量

蒙脱石
,

反映了属 PH值较高的碱性环 境 沉

积 ;



于掩。f、

3
.

根据抱粉资料
,

沉积物中尚见有Pf示 ,

L a u r a c e a e 、

M a g 。0 1
辱

a c e
及 R h
赫 等 热

带
、

亚热带花粉
。

4
.

地层中夹有含膏泥岩及石膏层沉积
。

这些迹象表明当时的气候条 件 较 干
、

热
、

蒸发量大
,

水介质中PH 值高
,

碱 性 大

等
,

因此可以设想
,

盐度也应该是较高
,

至

少不会是完全淡水的湖泊沉积环境
。

因此在应用时必须和其他指标结合一起进行

综合分析
。

2
.

分析的样品必须是泥质样品
。

如果样

品中混有碎屑 的磷灰石
,

或者沉积物有含磷

酸钙的生物化石
,

如海豆芽 (Li
n g ul a )

、

鱼骨等
。

将使磷酸钙组份值增高
,

造成虚假

的古盐度值
。

五
、

几点认识

1
.

运用沉积磷酸盐方法分析古 盐 度 有

助于区分海陆相地层和地层的含盐度
,

认识

沉积环境
,

为沉积相的研究提供某些定性的

或定量的标志
。

但是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因素

的复杂性
,

应尽量防止干扰因素造成错觉
,

样品分析是在余源盛同志帮助 下 进 行

的
,

朱莉莉
、

吴素华两位 同志一起闷
尸

奎
一

分

析
,

在此谨致谢意
。

收稿 日期
:

( 1 9 8 0
。
1
。
12 )

今 考 文 献

〔1 」 B
.

N e ls o n 1 9 6 7
,

S e d i扭e n t a r了 P h o sP h a te

m e th o d fo r e s tim a t in g Pa le o s a lin it y
.

S e ie n e e V o l
.

1 5 8 沁 3 8 0 3
,

P
.

9 1 7一9 2 0
.

(上接第5 7) 页

谱分析法
。

分析化学
,

1 9 7 7年第五期

[ 3 〕 C
.

W
.

G e h r k e
,

a n d D
.

R o a e h
,

(1 9 6 9 ) :

D i r e e t e s t e r ifie a t io n o f th e Pr o t e in

a m in o a e id s g a s 一

liq u id e h r o m a t o g r a P
-

hy o f N
一

T FA
一 n

一

b u t yl e s te r s
.

J
.

C h r
-

o m a to g r
. ,

V o l
.

4 4
,

PP
.

2 6 9 一 2 7 8

仁4 j K
.

A
.

K v e n v a ld e n
,

E
.

P e te r s m
,

a n d

G
.

E
,

P o llo e k
,

(1 9 7 2 ) : G e o e he m is t r y

o f a m i n o a e id e n e n t io n e r s : g a s e h r o -

m a t o g r a Ph y o f th e i r d ia s t e r e o m e r ie

d e r iu a r iv e s
.

In : H
.

R
.

v o n G a e r the r

a n d H
.

W e h n e r (E d it o r s )
,

A d v a n e e s

i n O r g a n ie G e o e h e m is tr y
,

2 9 7 1
,

P e r g
-

a m o n
,

O x fo r d
,

p p
.

s 8 7 一 4 0 2
.

〔5 」 J
.

K
.

W h e la n ,

( 1 9 7 5 ) : G a s e h r o m a t o g
-

r a Pli ie e o n f ir m a ti o n o f a m in o a e id

5 t r u e t u r e v ia d ia s t e r e o m e r ie Pr e Pa r a t i
-

o n
.

J
.

C h r o m a t o g r
.

V o l
.

lll
.

N o
.

2
.

p p
.

3 3 7 一 3 4 6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