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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位素在确定物质来源、指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路径、定量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速率等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本文以近海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中常用的稳定同位素(13C、15N、18O)和放射性核素(14C、
234Th、232Th、230Th、228Th、210Po、210Pb、137Cs、226Ra、228Ra、224Ra、223Ra)为对象,介绍它们在揭示海洋有机

质来源、食物网结构、水体缺氧机制、氮循环过程、颗粒动力学、海底地下水输入、有机地球化学过程、
沉积年代学等方面的应用,侧重于总结我国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同位素示踪取得的进展。伴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近百年来我国近海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基于同位素示踪揭示的近海富营养

化和沉积环境的演变规律表明,我国近海生态环境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持续的变化,特别是在过

去20~30年时间里,近海生态环境的变化尤为剧烈,反映出人类活动是我国近海生态环境变化的主

要驱动力。未来需要通过发展新的同位素技术及拓展更广泛的应用,围绕近海海洋生态环境变化的

突出问题,重点揭示近海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特征、变化速率和作用机制,从而系统地掌握近海生态

环境的时空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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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位素指具有相同质子数和不同中子数的原子,
是自然界中元素组成的重要特征之一。同位素广泛

分布于地球各个圈层,并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和

循环。自然界中的同位素可分为放射性和稳定性两

类。不同同位素因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属性,成为

探究物质来源,追踪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理想示踪

剂。例如,放射性同位素具有独特的自然衰变特性,
可以用来衡量自然过程发生和进程的时间;稳定同位

素在自然条件下虽然不会自发地衰变,但物理、化学

和生物过程的参与会产生分馏,从而改变同位素在物

质中的组成。除此之外,不同环境介质中特定的同位

素组成往往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同位素的这些特点

促使同位素示踪成为现代地球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

手段,近几十年里,同位素示踪的运用更是极大地推

进了海洋科学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分支学科领

域的发展。
河口及其邻近海域是陆地与海洋相互作用的重

要界面,加上沿岸周边较大的人口密度,岩石风化产

生的泥沙、陆地植物碎屑、土壤,以及人类活动产生的

排放物等陆源物质,有70%~80%经由河口汇入近海

海域。因此,近海海洋的生态健康状况与人类生存环

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拥有长达1.8



×104km的漫长大陆海岸线以及约3.0×106km2的
蓝色国土面积。与我国大陆毗邻的渤海、黄海、东海

和南海等边缘海是北太平洋西部重要的海域,其沉积

物中记录下的有关海洋、陆地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演变

的丰富信息,为研究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对近海海洋

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同位素海洋学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

新兴学科,尤其在近十年间,同位素示踪的运用加深

了对我国近海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态环境变化的认

识,并在部分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本文

就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常用的同位素示踪技术进行

梳理和归纳,介绍这些同位素示踪研究的基本原理,
总结国内学者在我国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取得的成

果,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2 同位素在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同位素在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所应用的同位素种类多样,且不同同位素往往具有不

同的示踪功能(表1),为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下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信息,掌握近海生态环境变化规律提供了

锐利的技术手段。

表1 近海生态环境研究中常用的同位素示踪技术

Tab.1 Thecommonly-usedisotopesincoastaleco-environmentalstudy

环境介质 同位素 示踪过程 示踪原理

水体 颗粒物的13C和15N 浮游植物生产力 同化吸收产生同位素分馏

有机质来源 不同来源有机质的同位素组成不同

生物体的13C和15N 食物网结构
食物来源和营养级的不同对生物个体的同位素组成造成

差异

溶解无机碳的13C 有机质矿化
有机质与矿化产生的溶解无机碳之间具有相近的碳同位素

组成

硝酸盐的15N和18O 微生物代谢过程
不同微生物代谢过程对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的分馏程度

不同

颗粒物的234Th和210Po 颗粒物输出与迁移 与母体的放射性不平衡程度和颗粒物清除迁出速率有关

223Ra,224Ra,226Ra和228Ra
海底地下水的来源、贡献与停留

时间
地下水具有较高Ra放射性比度及不同的Ra同位素比值

沉积物 有机质的13C和15N 陆源和海源有机质的贡献 陆源和海源有机质具有不同的C、N同位素组成

有机质14C 陆地古老有机碳的贡献 陈化土壤和化石源有机碳具有较老的14C年龄

210Pb和137Cs 沉积物年代 放射性核素的自然衰变

2.1 海洋有机质来源的碳、氮同位素示踪

碳和氮是自然界中组成生物体结构的两种基本

元素。碳、氮稳定同位素示踪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已被

广泛应用于生物地球化学研究中。在海洋生态系统

中,颗粒有机质的碳(δ13C)、氮(δ15N)同位素组成与浮

游植物的同化吸收有着密切的联系。浮游植物光合

作用吸收无机碳和营养盐时通常会优先富集轻同位

素(12C和14N),即发生同位素分馏现象;当同化吸收

进行得越剧烈,底物被消耗得越彻底,所合成的有机

质中就越富集重同位素(13C和15N)[1]。因此,有机质

的碳、氮同位素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物生产

力的水平。除此之外,有机质的碳、氮同位素组成还

受到物质来源的影响。陆源有机质(包括陆地土壤和

陆生C3植物)和海洋自生有机质在同位素组成上存

在显著差异,前者一般较后者富集轻同位素。利用海

源和陆源有机质碳、氮同位素组成的差异,Ke等[2]和

牟新悦等[3]揭示了大亚湾悬浮颗粒有机物中海洋自

生有机质和陆源有机质的贡献及空间分布特征,确定

海洋自生有机质是夏季大亚湾悬浮颗粒有机物的主

要来源。近些年来,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日趋激烈,生态环境效应正在显现,稳定同位素也逐

渐成为研究污染物来源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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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例如,对于含氮污染物而言,动物粪便及污水

有机质的δ15N值往往较高,人工合成的化肥和大气

沉降的氮化合物则具有较低的δ15N信号,这为应用

氮同位素辨析污染物的来源提供了可能[4]。同位素

组成的差异是示踪环境体系中有机质来源的基础,当
有机质随着颗粒物沉降和埋藏进入海洋沉积物后,其
同位素组成所记录的环境信息可以较完整地保存下

来,从而为反演海洋生物生产力和陆源有机物输送的

历史变化提供了重要手段。

2.2 食物网结构的碳、氮同位素示踪

生态系统中生物有机体的同位素组成由其所摄

食的食物决定。根据消费者稳定同位素组成与食物

同位素组成相接近的原则,可以鉴别食物网中特定物

种的食物来源。由于有机质在食物网营养级传递过

程中碳同位素的分馏较小(一般介于0‰~1‰之间),
因此,消费者的δ13C值主要反映的是食物来源的特

征[5]。与碳同位素不同,氮稳定同位素则更多用于确

定食物网中不同物种所对应的营养级。研究表明,食
物网中营养级每升高一级,生物体的δ15N值会相应

地增加2‰~4‰[6]。如果所研究生态系统具有较复

杂的食物来源和营养级结构时,同步采用多种同位素

并结合生态模型进行解析能更深入和完整地揭示食

物网的信息。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基于碳、氮稳定同

位素开展了一些有关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网结构

的研究,如蔡德陵等[7]利用碳、氮同位素描绘出黄、东
海生态系统食物网的营养级图谱,指出位于1.0~1.5
营养级的生物种类只有浮游植物,而鱼类的营养级主

要集中在3.0~4.0之间,属于中级和顶级消费者。

2.3 近海水体缺氧机制的无机碳同位素示踪

在自然水生环境中,通常将水体溶解氧(DO)含
量低于2~3mg/dm3的现象称为缺氧(或低氧)。水

体的缺氧会诱使生态环境发生生物多样性降低、渔业

资源量减少、沉积物中有毒有害物质释放,以及生态

系统结构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河口区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重要界面,
受复杂水动力条件及人类活动大量排放营养物质所

导致富营养化的影响,河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缺氧现象

时常发生。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区是我国近海海域中

范围最大、程度最为剧烈的季节性缺氧区域之一[8]。
历史观测数据显示,夏季长江口及其近海缺氧水体面

积在过去近60年里呈现明显的扩张。1959年首次观

测到的缺氧面积仅1800km2,1999年和2006年的面

积则分别扩大到13700km2和85200km2[9]。根据

现有的研究,产生长江口及其近海缺氧现象的原因包

括水动力条件、浮游植物生产力和有机物耗氧等3方

面。迄今为止开展的中国近海缺氧机制研究主要基

于水文学参数(温度、盐度)和生源要素(如营养盐、有
机碳和叶绿素等)的测定与分析。在最近的研究中,
无机碳同位素组成的运用为深入认识近岸海域水体

的耗氧过程提供了全新的手段。Wang等[10]基于水

团的三端元物理混合模型,定量剥离出夏季长江口外

海低氧水体中由有机物矿化贡献的溶解无机碳

(DIC),结合DIC稳定同位素组成(δ13CDIC)的测定,进
一步 得 出 支 持 该 矿 化 的 有 机 质 碳 同 位 素 组 成

[(-18.5±0.3)‰]与海洋自生颗粒有机碳的同位素

组成一致,反映了高生产力提供的大量有机质矿化是

导致长江口外海水体剧烈耗氧的主要原因,因而缓解

该海域缺氧现象的关键在于控制水体的富营养化

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同位素示踪开展的有关我国

近海海域缺氧机制的探究目前还十分有限,未来仍有

必要开展更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如通过结合溶解氧的

稳定同位素组成(δ18ODO)解析不同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对氧气消耗的贡献率、借助短半衰期的放射性镭同

位素(如223Ra和224Ra)定量分析近岸水体运移的快慢

等,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

2.4 微生物代谢过程的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示踪

氮是自然界中化合价态最多的一种元素(-3价

至+5价),这就决定了生态系统中氮迁移转化过程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微生物代谢在海洋氮循环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生物固氮作用、浮游植物同化吸

收、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厌氧氨氧化作用等,均与

生物过程密切相关。作为海洋中生物可利用氮最主

要的形态之一,硝酸盐参与了氮循环的诸多环节,并
成为连接各个氮转化过程的重要纽带。在过去近20
年里,随着分析方法与测量精度的明显改善和提高,
硝酸盐的氮(δ15NNO3)、氧(δ

18ONO3)同位素组成已被

广泛应用于海洋氮循环的研究中[11]。硝酸盐稳定同

位素示踪海洋氮转化过程的原理在于,一方面不同微

生物代谢具有显著的同位素分馏差异。譬如,上层海

洋浮游植物同化吸收硝酸盐导致的氮同位素分馏系

数(ε)一般在4‰~10‰之间;低氧水体反硝化作用异

化还原硝酸盐产生N2的氮同位素分馏系数可高达

20‰~30‰;相比之下,生物固氮作用固定大气N2合
成δ15N值较轻的有机物(-4‰~0‰),当这部分有

机质在真光层以深被矿化后,会导致所产生硝酸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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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低的δ15N信号[12]。另一方面,不同微生物代谢

的氮、氧同位素分馏系数的比值(18ε∶15ε)也具有一定

的差异。目前的研究表明,浮游植物同化吸收及反硝

化作用所对应的硝酸盐氮、氧同位素分馏比值均为1
左右,而硝化作用的参与会导致该比值偏离1[13]。

利用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示踪我国近海氮循环的

研究在近几年才得到关注。Ye等[14]的研究指出,在
珠江河口的中、下游区域,硝化作用是水体铵氧化和

硝酸盐再生的主要过程,并且由于河口东侧的水体停

留时间比西侧长,导致东侧水体表现出更强的硝化作

用。Wang等[15]在东海的研究发现,当黑潮分支入侵

东海陆架时,受浙-闽沿岸近底层低氧环境的刺激,硝
化作用沿着黑潮水的运移路径普遍发生。结合水团

的三端元混合模型,Yan等[16]通过解析由生物代谢

参与改造的δ15NNO3和δ
18ONO3信号,将长江羽状流影

响的河口区分为3个区域:在低盐河流端,氮转化过

程主要由水体硝化作用与沉积物反硝化作用参与;在
离岸的低氧核心水体内(DO浓度小于3.5mg/dm3),
有机物矿化和硝化作用的耦合过程对氧气的消耗起

主导;到了受羽状流影响较小的外海表层,浮游植物

同化吸收是引起硝酸盐同位素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

Zeng等[17]通过15NO-3 示踪技术测定了北部湾水体

的潜在反硝化速率,发现海底雾状层具有较高的反硝

化速率,颗粒有机物含量及组成是调控反硝化速率的

重要因素,生源有机质可促进颗粒物反硝化作用的

进行。

2.5 颗粒动力学过程的234Th-238U不平衡和210Po-
210Pb不平衡示踪

近海是陆地与开阔大洋相互作用强烈的耦合地

带,在全球海洋碳的源汇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

高生物生产力和大量陆源物质输入的影响,近岸水体

中悬浮颗粒物浓度通常比开阔大洋高出2~4个数量

级,因而近海海洋颗粒动力学的研究一直倍受研究者

的青睐。234Th(t1/2=24.1d)和210Po(t1/2=138.4d)是
具有强颗粒活性的两种天然放射性核素。由于各自

的半衰期远远短于其母体,234Th和210Po在自然衰变

条件下会与各自的母体238U(t1/2=4.5×109a)和
210Pb(t1/2=22.3a)达到放射性久期平衡(即放射性

活度相等)。然而,强的颗粒活性往往会导致234Th和
210Po优先被水体中的颗粒物吸附并清除迁出,从而产

生放射性活度低于母体的现象,该现象称为234Th-

238U不平衡和210Po-210Pb不平衡。234Th-238U不平衡

和210Po-210Pb不平衡目前已成为研究海洋颗粒动力

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半衰期的长短不同,234Th-

238U不平衡和210Po-210Pb不平衡分别适用于几天到

3个月左右和几周到2年左右时间尺度的海洋学过

程。从空间尺度上看,234Th-238U不平衡主要适用于

海洋真光层和近岸海域颗粒动力学的研究,而210Po-

210Pb不平衡的应用可以扩展至中、深层海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就已经建立起

234Th-238U不平衡的同位素示踪方法,并针对南海和

部分近岸海域开展了颗粒动力学的系统研究,获得的

海水中234Th停留时间落在1~150d范围内,计算出

的真光层颗粒有机碳输出通量介于0.5~50mmol/
(m2·d)之间,二者均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化[18]。通过

与水文学和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研究相结合,近些年运

用234Th-238U不平衡在揭示我国近海上层海洋有机

碳输出的时空变化上取得了更深入的认识[19-20]。比

较而言,有关我国近海210Po-210Pb不平衡的示踪研

究在近10年来才逐渐增多,内容主要涉及210Po和
210Pb的分布、收支平衡和地球化学行为的时空变化特

征等[21-22]。在最近的研究中,利用210Po-210Pb不平

衡发现南海海盆中、深层水体(1000~3000m)存在

异常高的颗粒物输出现象[23],对推进深海物质迁移

机制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2.6 海底地下水输入的镭同位素示踪

海底地下水排泄是近岸海域陆地与海洋物质交

换的途径之一。研究表明,地下水每年向海洋输送的

淡水占地表水输入量的6%~10%,而输送的化学物

质比例可高达50%[24]。因此,地下水输入对近海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的影响,在近些

年的海洋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关注。
自然界中镭同位素包括223Ra(t1/2=11.4d)、

224Ra(t1/2=3.66d)、226Ra(t1/2=1600a)和228Ra
(5.75a)4种核素,它们的主要来源为沉积物和岩石

中钍同位素的衰变。地下水中Ra的放射性比活度一

般比地表水高1~2个数量级。在高离子强度的海水

中,Ra的颗粒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相对较弱,它们在

海水中的含量高低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放射性衰变和

水体的混合,因而成为研究近岸海底地下水输入的良

好示踪剂。通过不同Ra同位素之间的放射性活度比

值,结合质量平衡模型或端元混合模型,可以对近岸

海底地下水输入的贡献及停留时间进行定量分析。
东海和南海是毗邻我国大陆最大的两个边缘海,二者

均具有广阔的陆架区。近些年来,利用Ra同位素的

示踪研究表明,地下水输入东海和南海陆架的通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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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长江和珠江径流输入量的6%~30%和12%
~21%[25-26]。通过结合化学组分的测定进一步发

现,地下水输入所携带的无机碳和营养盐对东海和南

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如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通过地下水输入的通量可分别达到

(0.2~2.4)×103 mol/(m2·d)和(1.2~9.8)×103

mol/(m2·d)[27]。

2.7 有机地球化学过程的放射性碳(14C)示踪

14C是自然界碳元素中唯一具有放射性的核素,
其半衰期(t1/2)为5730a,可用于千、万年时间尺度的

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天然放射性14C主要由宇宙射线

撞击高层大气的14N原子产生。另外,20世纪50年

代末60年代初人类开展的大规模核爆试验为自然环

境引入了大量的人工14C,导致北半球大气层中的14C
浓度增加近1倍。这些核试验产生的14C沉降至地球

表面后进入生物圈循环,为近百年时间尺度内有机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示踪提供了路径。
应用C/N比值、δ13C值、特征性生物标志物等传

统地球化学指标来指示海洋有机质来源时,往往存在

端元特征值变化范围大,互相重叠,且无法区分出化

石源老碳等诸多不足,而有机碳的14C同位素组成恰

好弥补了这一缺憾。近些年来,通过加速器质谱仪测

定14C丰度,结合生物标志物的分离/富集技术,发展

出了单体分子放射性碳同位素的分析技术,并被广泛

运用于海洋有机物迁移、转化、保存机制、微生物代谢

途径,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研究领域[28]。我国

近海有机地球化学的14C示踪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若干研究指出,东海内陆架表层沉积物中总有机碳

的14C年龄介于约2000~5000a之间,其中由陆地

生物质或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黑碳组分年龄更老,在
约7000~12000a范围内,反映出东海陆架沉积物是

陆地难降解有机质的重要碳汇[29-30]。在最近的研究

中,Tao等[31]通过测定黄、渤海表层沉积物中不同单

体有机分子的Δ14C(Δ14C(‰)= [(14C/12C)sample/
(14C/12C)standard-1]×1000)和δ13C值,结合三端元

混合模型,计算出现代陆地和海洋自生有机碳、陈化

土壤有机碳和化石源古老有机碳对沉积物有机碳的

贡献比例分别为31%~64%、24%~49%和7%~
26%,其中陈化土壤有机碳和化石源古老有机碳在

黄、渤海的沉积通量分别为3.02Mt/a和0.98Mt/a,
分别对应于100%和70%的埋藏效率,因此,近海陆

架可以较好地埋藏由陆地输入的难降解有机碳,从而

限制它们参与到现代海洋的碳循环中。

2.8沉积年代学的210Pb、137Cs示踪

受到大量陆源物质输入、较高生物生产力、较浅

水深的影响,近海海域往往具有快速的沉积物埋藏速

率,通常落在0.1~10cm/a水平,高出开阔大洋1~2
个数量级。因具有与近岸沉积速率相匹配的半衰

期,210Pb(t1/2=22.3a)和137Cs(t1/2=30.14a)成为测

定百年尺度内近海沉积物年代的最理想放射性核素,
并被广泛应用于近岸海域沉积历史的反演[32-33]。

210Pb是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天然放射性

核素,由母体238U(t1/2=4.5×109a)经226Ra(t1/2=
1600a)、222Rn(t1/2=3.82d)等子体衰变产生。210Pb
自身具有较强的颗粒活性,在海水中很容易被吸附到

黏土矿物、铁锰氧化物和悬浮有机颗粒上,并通过沉

降作用载带进入沉积物中。在近海海域,大气沉降和

外海水通过边界清除的输运被认为是海水中210Pb的

主要来源[34-35],通常将这两个来源的210Pb称为过剩
210Pb。在沉积物中,由于自身的衰变,过剩210Pb比活

度随深度的增加呈指数衰减,根据这种垂直分布特征

可以建立起沉积物岩芯的年代学序列。
与210Pb不同,137Cs是由核裂变产物经衰变产生

的一种人工放射性核素。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

全球性核爆试验将大量137Cs释放到大气层中,通过

大气沉降进入水体的137Cs可吸附至悬浮颗粒物,并
被载带进入沉积物中。大气中的137Cs含量随核爆试

验的开始而逐渐增加,并在1961-1962年大规模核

爆试验期间达到峰值。释放到大气中的137Cs通常会

经历10~12个月的滞留期后沉降到地球表面,因而

地球表面的137Cs会在1963年左右达到峰值,并被记

录在沉积物中[36]。因此,沉积物中观测到的137Cs峰

值可作为计年时标(即峰值对应的年份为1963年),
并根据衰变原理建立起沉积物岩芯的年代学序列。

3 百年来中国近海生态环境演变的同

位素示踪

  在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历史中,社会发展经历了巨

大变革。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经济开始平稳有序地

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

引进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中国的沿海经济进入飞速发

展时期。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水体富营

养化、有害藻赤潮频发、生物多样性下降、重金属及有

机污染加重、沿岸侵蚀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越

发突显。以下将着重阐述同位素在揭示百年来我国

近海生态环境变化规律的研究中取得的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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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近岸水体富营养化的演变

化肥大量使用、水产养殖、以及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的排放等人类活动,使得水体富营养化成为近

30年来我国近海生态环境剧烈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

一。通过历史数据的比对分析发现,渤海、黄海、东海

和南海等我国主要近海海域均普遍出现富营养化程

度加剧的现象。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往往会导

致生态系统群落生产力的增加,而这一变化可直接反

映在有机质的碳、氮同位素组成上,并被海洋沉积物

记录下来。将沉积物放射年代学与有机质的δ13C、

δ15N信号以及生源指标相结合,是反演近海海域群落

生产力和富营养化历史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长江口上升流区沉积物岩芯开展的研究表明,

总有机碳(TOC)、总氮(TN)、生源硅(BSi)沉积通量、有
机物δ13C值等指标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明显提

高,反映出长江口水体富营养化的加剧,并且这些地球

化学和同位素指标的提高与长江流域周边化肥投放量

的历史记录有很好的相关性,说明人类活动输入的营

养盐是导致长江口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37]。Yu
等[38]结合沉积物中TOC、TN、BSi、δ13C和不同形态磷

(P)等地球化学和同位素指标指出,东海外陆架海域初

级生产力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升高主要受强冬季

季风的驱动所致,人类活动导致的富营养化则开始于

90年代。结合TOC/TN比值和有机物δ13C值对珠江

口外至南海陆架海域的研究表明,沉积物中的TOC组

成以生源有机碳为主,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生源有机

碳含量出现明显升高的年代逐渐推移,并且普遍自

1980年起开始更快速的增长,根据δ13C和δ15N指标证

实这种增长与珠江径流携带的营养盐输入通量增加所

引起的生物生产力提升有关[39]。
近岸水体富营养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陆源有机质

输入的增加。Yang等[40]利用颗粒有机物的δ13C值,
通过两端元混合模型计算出胶州湾沉积物中陆源有

机质的贡献平均为20%,且陆源有机质所占的比例

随沉积岩芯深度变浅而增加,说明陆源物质输入对胶

州湾海域的贡献越来越重要。同样基于沉积有机物

的δ13C值,Kang等[41]指出,在近百年的时间尺度里,
陆源有机物对胶州湾的贡献逐渐增加,而黄海沉积物

中陆源贡献的增加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前胶

州湾沉积物中有高达50%的有机质来自陆源贡献。

3.2 近海沉积环境的历史变化

作为全球重要的沿海大国,我国拥有漫长的大陆

海岸线,总长度约1.8×104km。沿岸土壤和岩石的

风化侵蚀是我国近海海洋沉积物的重要来源。在中

国近现代的100多年发展进程中,人类活动对近海环

境的改造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尤其在过去的30
年里,改革开放带动中国沿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伴随着大面积的土地开垦、围填海、水利工程修建

等,加速了近海沉积环境的变化。基于210Pb的年代

学研究指出,近百年来台湾海峡西部海域沉积物质量

累积速率呈现增加趋势:20世纪的前40年里,沉积速

率增加缓慢;从4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沉积速率呈

现先快速增加后趋于平缓的变化特征;而从90年代

末开始至今,由于沿岸侵蚀的加剧,沉积速率出现更

为快速的增长趋势[42]。Yang等[43]结合210Pb年代学

和颗粒有机物碳、氮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发现古黄河

改道对东海济州岛西南泥质区的沉积物来源有着明

显的影响,1740—1855年间的沉积物主要来自古黄

河,而1855年后主要受黄河和长江输送颗粒物的共

同影响。岩芯中钍同位素(232Th、230Th、228Th)组成的

变化也和黄河、长江历史上发生的洪水事件有着很好

的对应关系[44]。
胶州湾和大亚湾是沿岸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近

海海域。在最近的研究中,Yang等[45]应用210Pb和
137Cs测年的方法,重建了胶州湾近150年来沉积物堆

积速率(MAR)的演变,并结合胶州湾海域开发活动

初步探究了经济政策与沉积环境的联系。结果表明,
胶州湾 MAR在1870s至1930年间比较稳定;自

1930s至今,MAR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 MAR的

变化与胶州湾海域面积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1935
年前少量的围填海没有引起 MAR的明显变化,1935
-1969年间的盐田开发使胶州湾 MAR开始增速,

1969-1987年期间的海水养殖政策导致 MAR增速

进一步提高,近20年的围填海形成了迄今最高的

MAR。Yang等[46]对大亚湾沉积岩芯的年代学分析

则发现,210Pb放射性比活度的垂直分布在1980年左

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层位上出现明

显断层,该年代恰好与大亚湾沉积物岩芯中有机氯农

药组成发生转折的年代相一致,由此反映出人类活动

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大亚湾沉积环境的影响从20
世纪70年代末开始突显。

3.3 中国近海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同位素示踪研究

的发展方向

在近百年时间尺度内,我国河口、海湾、陆架边缘

海等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发生了明

显变化。就水体富营养化和沉积环境的变化而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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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普遍的规律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近海生态环

境开始经历持续的变化,并在近20~30年里的变化尤

为明显(图1),反映出改革开放带动沿海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对近海生态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破坏。

图1 中国近海生态环境演变的沉积记录[37,39,42,45]

Fig.1 Sedimentaryrecordofeco-environmentalchangesinChinacoastalseas[37,39,42,45]

MOC和TOC分别代表海洋生源有机碳和总有机碳;r(i)和 MAR均代表沉积物堆积速率;b中红色圆形和三角形标识代表 MAR,

蓝色方形标识代表海域面积;d中不同形状的标识代表不同的采样站位;e中不同形状的标识代表不同的采样站位

MOCandTOCdenotemarinebiogenicorganiccarbonandtotalorganiccarbonrespectively;bothr(i)andMARdenotesedimentmassaccu-

mulationrate;inplotb,boththeredcircleandtriangledenotetheMAR,andthebluesquaredenotestheareaofthebay;inplotd,the

differentsymbolsrepresentthedifferentsamplingstations;inplote,thedifferentsymbolsrepresentthedifferentsamplingstations

  利用同位素重构我国近海生态环境的近现代演

变历史在近几年才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

的研究仍十分有限,仍难以揭示不同海区之间历史变

化规律的时空差异。目前同位素示踪研究存在的不

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

一些成熟的地球化学和同位素指标,缺乏指征特定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有效示踪剂,往往只能从宏观角度

探究近海生态环境的变化规律,对产生这些变化的作

用机制的认识仍缺乏充分的证据;其二,在中国近海

生态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如海洋缺氧范围扩大、重金

属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环境问题上,借助同位素

示踪开展变化速率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仍比较少,由此

导致对我国近海生态环境变化内在驱动力的认识仍

十分薄弱,有待于未来更深入的研究。

4 总结与展望

借助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核素在物质来源确定、
生物地球化学路径指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速率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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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国内学者针对我国近海海域的有

机地球化学、食物网结构、微生物代谢过程、颗粒动力

学、地下水输入、放射年代学等领域开展了诸多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诸如定量出近海颗粒有机物中生

源有机质的贡献,证实近海陆架沉积物是陆地难降解

有机碳的重要碳汇,明确硝化作用在河口及近岸水体

的氮迁移转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现近海海底雾

状层具有潜在较强的反硝化作用,颗粒有机物含量及

组成是调控反硝化速率的重要因素,揭示出地下水输

入携带的化学物质对近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有着不

可忽略的影响,为认识近海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过程

及作用机制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同位素示踪在重

建我国近海生态环境演变的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规

律性认识,证实我国近海的富营养化和沉积环境普遍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持续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

20~30年时间里,我国近海生态环境的变化尤为剧

烈,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这些变化发生的主要驱

动力。
目前国内的同位素示踪研究大多基于传统而成

熟的指标来开展工作,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作用

机制的研究仍比较缺乏,另外,围绕水体缺氧、重金

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我国近海突出的环境问题所

开展的同位素研究也十分有限。未来的发展需要拓

展同位素新技术的应用(如分子水平的同位素技术、
痕量元素的同位素组成等),进一步加强同位素在近

海生态环境变化问题的更广泛应用,以近海海洋生态

环境变化的突出问题为核心,重点揭示近海生态环境

变化的响应特征、变化速率和作用机制,从而系统地

掌握近海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规律,为制定更为有效

的行动措施和治理方案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AltabetMA.NitrogenisotopicevidenceformicronutrientcontroloffractionalNO-3utilizationintheequatorialPacific[J].LimnologyandOceanog-
raphy,2001,46(2):368-380.

[2] KeZhixin,TanYehui,HuangLiangmin,etal.Spatialdistributionsofδ13C,δ15NandC/Nratiosinsuspendedparticulateorganicmatterofabay
underseriousanthropogenicinfluences:DayaBay,China[J].MarinePollutionBulletin,2016,114(1):183-191,doi:10.1016/j.marpolbul.2016.
08.078.

[3] 牟新悦,陈敏,张琨,等.夏季大亚湾悬浮颗粒有机物碳、氮同位素组成及其物源指示[J].海洋学报,2017,39(2):39-52.
MuXinyue,ChenMin,ZhangKun,etal.Stablecarbonandnitrogenisotopesastracersofsourcesofsuspendedparticulateorganicmatterinthe
DayaBayinsummer[J].HaiyangXuebao,2017,39(2):39-52.

[4] ColeML,ValielaI,KroegerKD,etal.Assessmentofaδ15Nisotopicmethodtoindicateanthropogeniceutrophicationinaquaticecosystems[J].
JournalofEnvironmentalQuality,2004,33(1):124-132.

[5] PostDM.Usingstableisotopestoestimatetrophicposition:models,methods,andassumptions[J].Ecology,2002,83(3):703-718.
[6] PetersonBJ,HowarthRW,GarrittRH.Multiplestableisotopesusedtotracetheflowoforganicmatterinestuarinefoodwebs[J].Science,

1985,227(4692):1361-1363.
[7] 蔡德陵,李红燕,唐启升,等.黄东海生态系统食物网连续营养谱的建立:来自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的结果[J].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

2005,35(2):123-130.
CaiDeling,LiHongyan,TangQisheng,etal.ConstructionofthefoodwebspectrumintheYellowSeaandEastChinaSea:resultsfromthecar-
bonandnitrogenisotopicmethods[J].ScienceinChinaSerC:LifeSciences,2005,35(2):123-130.

[8] ChenCC,GongGC,ShiahFK.HypoxiaintheEastChinaSea:oneofthelargestcoastallow-oxygenareasintheworld[J].MarineEnvironmen-
talResearch,2007,64(4):399-408.

[9] ZhuZhuoyi,ZhangJing,WuYing,etal.HypoxiaofftheChangjiang(YangtzeRiver)Estuary:oxygendepletionandorganicmatterdecomposition
[J].MarineChemistry,2011,125(1/4):108-116.

[10] WangHongjie,DaiMinhan,LiuJinwen,etal.Eutrophication-drivenhypoxiaintheEastChinaSeaofftheChangjiangestuary[J].Environmental
ScienceandTechnology,2016,50(5):2255-2263.

[11] CasciottiKL.Nitrogenandoxygenisotopicstudiesofthemarinenitrogencycle[J].AnnualReviewofMarineScience,2016,8(1):379-407.
[12] 杨志,陈敏.海水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组成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12,27(3):268-275.

YangZhi,ChenMin.Progressinnitrogenandoxygenisotopiccompositionofnitrateinseawater[J].AdvancesinEarthScience,2012,27(3):

268-275.
[13] SigmanDM,DiFiorePJ,HainMP,etal.Thedualisotopesofdeepnitrateasaconstraintonthecycleandbudgetofoceanicfixednitrogen[J].

DeepSeaResearchPartI:OceanographicResearchPapers,2009,56(9):1419-1439.
[14] YeFeng,NiZhixin,XieLuhua,etal.IsotopicevidencefortheturnoverofbiologicalreactivenitrogeninthePearlRiverEstuary,southChina[J].

JournalofGeophysicalResearch:Biogeoscience,2015,120(4):661-672.
[15] WangWentao,YuZhiming,SongXiuxian,etal.TheeffectofKuroshioCurrentonnitratedynamicsinthesouthernEastChinaSearevealedby

nitrateisotopiccomposition[J].JournalofGeophysicalResearch:Oceans,2016,121(9):7073-7087.

9310期 陈敏等:中国近海生态环境变化的同位素示踪研究



[16] YanXiuli,XuMN,WanXS,etal.DualisotopemeasurementsrevealzoningofnitrateprocessinginthesummerChangjiang(Yangtze)River

plume[J].GeophysicalResearchLetters,2017,44(24):12289-12297,doi:10.1002/2017GL075951.
[17] ZengJian,ChenMin,ZhengMinfang,etal.EffectsofparticlesonpotentialdenitrificationinthecoastalwatersoftheBeibuGulfinChina[J].Sci-

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2018,624:1274-1286.
[18] 黄奕普,陈敏.海洋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进展[J].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0(2):512-523.

HuangYipu,ChenMin.Progressintheisotopetracertechniqueformarinescience[J].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NaturalScience,2001,40
(2):512-523.

[19] ZhouKuanbo,DaiMinhan,KaoSJ,etal.Apparentenhancementof234Th-basedparticleexportassociatedwithanticycloniceddies[J].Earthand
PlanetaryScienceLetters,2013,381:198-209.

[20] CaiPinghe,ZhaoDaochen,WangLei,etal.Roleofparticlestockandphytoplanktoncommunitystructureinregulatingparticulateorganiccarbon
exportinalargemarginalsea[J].JournalofGeophysicalResearch:Oceans,2015,120(3):2063-2095.

[21] 杨伟锋.210Po、210Pb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及其颗粒物循环与输出的意义[D].厦门:厦门大学,2005.
YangWeifeng.Marinebiogeochemistryof210Poand210Pbandtheirimplicationsregardingthecyclingandexportofparticles[D].Xiamen:Xiamen
University,2005.

[22] 马嫱.中国边缘海210Po、210Pb地球化学行为及其应用[D].厦门:厦门大学,2013.
MaQiang.Geochemicalbehaviorsof210Poand210PbandtheirapplicationintheChinamarginalseas[D].Xiamen:XiamenUniversity,2013.

[23] MaHaoyang,YangWeifeng,ZhangLihao,etal.Utilizing210Podeficittoconstrainparticledynamicsinmesopelagicwater,westernSouthChina
Sea[J].Geochemistry,Geophysics,Geosystems,2017,18(4):1594-1607.

[24] BurnettWC,BokuniewiczH,HuetelM,etal.Groundwaterandporewaterinputstothecoastalzone[J].Biogeochemistry,2003,66(1/2):3
-33.

[25] GuHequan,MooreWS,ZhangLei,etal.Usingradiumisotopestoestimatetheresidencetimeandthecontributionofsubmarinegroundwater
discharge(SGD)intheChangjiangeffluentplume,EastChinaSea[J].ContinentalShelfResearch,2012,35:95-107.

[26] LiuQ,DaiMH,ChenWF,etal.Howsignificantissubmarinegroundwaterdischargeanditsassociateddissolvedinorganiccarboninariver-
dominatedshelfsystem? [J].Biogeosciences,2012,9(5):1777-1795.

[27] TanEhui,WangGuizhi,MooreWS,etal.Shelf-scalesubmarinegroundwaterdischargeinthenorthernSouthChinaSeaandEastChinaSeaand
itsgeochemicalimpacts[J].JournalofGeophysicalResearch:Oceans,2018,123(4):2997-3013.

[28] 赵美训,于蒙,张海龙,等.单体分子放射性碳同位素分析在海洋科学及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应用[J].海洋学报,2014,36(4):1-10.
ZhaoMeixun,YuMeng,ZhangHailong,etal.Applicationsofcompound-specificradiocarbonanalysisinoceanographyandenvironmentalscience
[J].HaiyangXuebao,2014,36(4):1-10.

[29] WangXuchen,LiAnchun.PreservationofblackcarbonintheshelfsedimentsoftheEastChinaSea[J].ChineseScienceBulletin,2007,52(22):

3155-3161.
[30] LiXinxin,BianchiTS,AllisonMA,etal.Composition,abundanceandageoftotalorganiccarboninsurfacesedimentsfromtheinnershelfof

theEastChinaSea[J].MarineChemistry,2012,145-147:37-52.
[31] TaoShuqin,EglintonTI,MontluçonDB,etal.Diverseoriginsandpre-depositionalhistoriesoforganicmatterincontemporaryChinesemarginal

seasediments[J].GeochimicaetCosmochimicaActa,2016,191:70-88.
[32] HuhCA,SuCC.SedimentationdynamicsintheEastChinaSeaelucidatedfrom210Pb,137Csand239,240Pu[J].MarineGeology,1999,160(1/

2):183-196.
[33] QiaoShuqing,ShiXuefa,WangGuoqing,etal.SedimentaccumulationandbudgetintheBohaiSea,YellowSeaandEastChinaSea[J].Marine

Geology,2017,390:270-281.
[34] BaskaranM.210Poand210Pbasatmospherictracersandglobalatmospheric210Pbfallout:areview[J].JournalofEnvironmentalRadioactivity,

2011,102(5):500-513.
[35] ChenMin,MaQiang,GuoLaodong,etal.Importanceoflateraltransportprocessesto210PbbudgetintheeasternChukchiSeaduringsummer

2003[J].Deep-SeaResearchPartⅡ:TopicalStudiesinOceanography,2012,81-84:53-62.
[36] HamiltonTF.LinkinglegaciesoftheColdWartoarrivalofanthropogenicradionuclidesintheoceansthroughthe20thcentury[M]//Livingston

HD.MarineRadioactivity.Netherlands:Elsevier,2004:23-78.
[37] FengXuwen,JingXianglong,YuXiaoguo,etal.SedimentaryrecordsofeutrophicationintheChangjiangEstuaryupwellingareaoverlast100a

[J].ActaOceanologicaSinica,2008,27(6):49-61.
[38] YuYu,SongJinming,LiXuegang,etal.Geochemicalrecordsofdecadalvariationsinterrestrialinputandrecentanthropogeniceutrophicationin

theChangjiangEstuaryanditsadjacentwaters[J].AppliedGeochemistry,2012,27(8):1556-2566.
[39] JiaGuodong,XuShendong,ChenWeifang,etal.100-yearecosystemhistoryelucidatedfrominnershelfsedimentsoffthePearlRiverestuary,

China[J].MarineChemistry,2013,151:47-55.
[40] YangLiyang,WuYing,ZhangJing,etal.BurialofterrestrialandmarineorganiccarboninJiaozhouBay:Differentresponsestourbanization[J].

RegionalEnvironmentalChange,2011,11(3):707-714.
[41] KangXumin,SongJinming,YuanHuamao,etal.ThesourcesandcompositionoforganicmatterinsedimentsoftheJiaozhouBay:implications

04 海洋学报 40卷



forenvironmentalchangesonacentennialtimescale[J].ActaOceanologicaSinica,2017,36(11):68-78.
[42] 张芳.台湾海峡和海南岛东部陆架沉积物年代学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6.

ZhangFang.SedimentchronologiesintheTaiwanstraitandtheeasternshelfofHainanIsland[D].Xiamen:XiamenUniversity,2016.
[43] YangWeifeng,ChenMin,LiGuangxue,etal.RelocationoftheYellowRiverasrevealedbysedimentaryisotopicandelementalsignalsintheEast

ChinaSea[J].MarinePollutionBulletin,2009,58(6):923-927.
[44] YangWeifeng,ChenMin,ZhangXinxing,etal.Thoriumisotopes(228Th,230Th,232Th)andapplicationsinreconstructingtheYangtzeand

YellowRiverfloods[J].InternationalJournalofSedimentResearch,2013,28(4):588-595.
[45] YangWeifeng,ChenMin,ZhangFang,etal.AnthropogenicimpactsonsedimentationinJiaozhouBay,China[J].JournalofCoastalConserva-

tion,2016,20(6):501-506.
[46] YangWeifeng,ZhaoXiufeng,ZhangFang,etal.Identificationoftheearlierhuman-inducedsedimentationchangeinDayaBay,northernSouth

ChinaSeausing210Pband137Cs[J].MarinePollutionBulletin,2018,126:334-337.

Theeco-environmentalchangesinChinacoastalseaselucidated
fromisotopetracers

ChenMin1,ZengJian1,YangWeifeng1

(1.CollegeofOceanandEarthSciences,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102,China)

Abstract:Isotopesareuniqueindeterminingthesourceofmaterial,indicatingthepathofbiogeochemicalcycle,and
quantifyingtherateofbiogeochemicalprocessesinmarineenvironments.Inthispaper,stableisotopes(13C,15N,
18O)andradionuclides(14C,234Th,232Th,230Th,228Th,210Po,210Pb,137Cs,226Ra,228Ra,224Ra,223Ra)com-
monlyusedincoastaleco-environmentalstudiesweretargetedtorevealthesourceofmarineorganicmatter,struc-
tureoffoodweb,mechanismofcoastalhypoxia,nitrogencyclicprocesses,particledynamics,submarineground-
waterinput,organicgeochemicalprocesses,sedimentarychronology,etc.Wefocusedonsummarizingrecentpro-
gressesoftheirapplicationsinthestudyofChinacoastalseas.Withthestartanddevelopmentofeconomy,the
eco-environmentsofChinacoastalseashaveundergonesignificantchangesinthepastonehundredyears.Theevo-
lutionofeutrophicationandsedimentarydynamicsrevealedbyisotopesindicatedthattheeco-environmentofChina
coastalseashasexperiencedpersistentchangessincethe1950s.Especiallyinthepast20-30years,thechanges
havebeendramatic,reflectingthathumanactivitiesarethemaindrivingforceforthechanges.Inthefuture,itis
needtostudytheresponsecharacteristics,variationratesandmechanismsofcoastaleco-environmentalchanges
throughthedevelopmentofnewisotopetechniquesandtheirwidelyapplications.Inthisway,wewillbeableto
systematicallygraspthe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ofthecoastalecosystem.
Keywords:Chinacostalseas;historicalchange;iso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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