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表水中溶解氧监测及变化规律
沙鸥 1, 2

, 马卫兴 1, 2
,徐国想 1, 2

,郭妍 3

(1. 江苏连云港淮海工学院化工系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2. 江苏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建设实验室 ,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3. 连云港金兆水务有限公司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 　要 :采用碘 -淀粉光度法对连云港大浦河水域中溶解氧进行测定 ,并对其日变化、季节变化和垂直分布及变化规

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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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odine2starch spectrophotometer method was app lied in dissolved oxygen determ ination of L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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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中溶解氧含量与诸多因素有关 ,气象参

数、水温、水深及水中溶质 (如其他气体、有机物或

无机物 )的变化都会引起其较大改变 [ 1 - 7 ]。在碘

量法的基础上 ,用碘 -淀粉分光光度法 [ 8 - 9 ]对连云

港大浦河水域中溶解氧进行测定 ,分析了其随时间

变化和垂直分布的规律。

1　测定方法

1. 1　溶解氧测定

(1)氧的固定 :水样加入硫酸锰和碱性碘化

钾 ,水样中溶解氧将低价锰氧化成高价锰 ,生成 4

价锰的氢氧化物棕色沉淀。

(2)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的传递 :固定后的水

样再加浓硫酸 ,氢氧化物沉淀溶解并与碘离子反应

而释放出游离碘。

(3)若以碘酸钾为溶解氧标准溶液 ,与过量碘

化钾反应生成碘 ,利用碘能与淀粉生成蓝色物质 ,

其在 574 nm 波长下有最大吸收的原理 ,将待测水

样经过处理固定溶解氧后 ,取一定量的上述处理水

样 ,加入淀粉显蓝色 ,根据氧化还原反应转移电子

数 : 2 I2 →O2 , IO -
2 →3 I2 ,推出 IO -

2 →1. 5O2 ,即 1 ×

10 - 3 mol/L 碘酸钾标准溶液 ( KIO3 )相当于 48 g/L

的 O2 , 或质量浓度为 20 mg/L 的碘酸根溶液

( IO -
3 )相当于 5. 49 mg/L的 O2 ,绘制溶解氧标准

曲线 ,即可计算出溶解氧质量浓度。

1. 2　仪器与试剂

UV - 2501 PC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

津公司 ) ;电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

司 )。

碘化钾溶液 : c ( KI) = 0. 2 mol/L;淀粉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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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淀粉 ) = 1 % ; 硫酸锰溶液 : c (MnSO4 ) =

0. 05 mol/L;硫酸溶液 : c (H2 SO4 ) = 0. 5 mol/L;碘

酸钾溶解氧标准溶液 :ρ ( IO
-

3 ) = 20 mg/L (此溶液

每 1. 00 mL相当于 5. 49 mg/L的 O2 )。

1. 3　试验方法

1. 3.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吸取 0. 00 mL～1. 50 mL的溶解氧标准溶

液于 10 mL 具塞比色管中 , 各管加 2. 00 mL

0. 2 mol/L KI溶液、2. 00 mL 0. 05 mol/L MnSO4 溶

液和 2. 50 mL 1 %淀粉溶液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

度。各管相当溶解氧为 0. 00 mg/L～0. 82 mg/L ,

将比色管中溶液混匀后暗处静置 10 m in, 574 nm

波长 , 1 cm玻璃比色皿 ,以空白液为参比测定试样

溶液的吸光值 A。以吸光值 A 和对应的溶解氧浓

度绘制标准曲线 ,其回归方程为 A = - 0. 050 1 +

1. 926ρ, r = 0. 999 6,线性范围为 0. 027 mg/L ～

0. 9 mg/L。最小检测浓度为 0. 027 mg/L ,测定溶解

氧的摩尔吸光率为 6. 14 ×10
4

cm
- 1 ·L·mol

- 1
,见

图 1。

图 1　溶解氧标准曲线

1. 3. 2　水样采集

试验选取连云港金兆水务有限公司附近大浦

河水样 ,试验用水均取自距离金兆水务公司桥下固

定地点的河水 ,每次取平行水样 3份。

1. 3. 3　待测水样中溶解氧固定与测定

取一定量的待测水样于溶解氧瓶中 ,用吸管插

至溶解氧瓶的液面下 ,加入 1 mL硫酸锰和 2 mL碘

化钾溶液 ,盖好瓶盖 ,颠倒数次混合水样 ,然后将水

样静置。待棕色絮凝物在瓶中降至一半时 ,再将水

样颠倒混合一次。待絮凝物下降到瓶底 ,打开瓶

塞 ,将吸管插至液面下加 2. 0 mL的浓硫酸 ,盖好瓶

塞 ,水样颠倒混合摇匀 ,至絮凝物全部溶解为止 ,暗

处放置 5 m in,即可得待测溶解氧溶液。准确移取

一定体积的该溶液 ,按 1. 3. 1测定溶解氧的质量浓

度 ,根据回归方程即可计算出样品中溶解氧的质量

浓度。

2　水体中溶解氧变化规律

211　溶解氧的日变化规律

于 2007年 7月 4日取不同时间采集的水样于

溶解氧瓶中 ,用碘 -淀粉光度法对大浦河流水中的

溶解氧值测定 ,并将测定结果与碘量法所得结果比

较。结果表明 ,两种测定方法的测定结果基本一

致 ,相对偏差在 5%以内 ,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时刻的水样溶解氧测定值 mg/L

时间

t / h

碘 -淀粉分光

光度法

碘量

法

6: 00 3. 32 3. 30

7: 00 4. 63 4. 59

8: 00 5. 12 5. 07

9: 00 6. 23 6. 19

10: 00 7. 30 7. 29

11: 00 8. 04 7. 98

12: 00 9. 50 9. 48

13: 00 9. 67 9. 64

时间

t / h

碘 -淀粉分光

光度法

碘量

法

14: 00 10. 1 10. 1

15: 00 11. 8 11. 8

16: 00 12. 6 12. 5

17: 00 10. 8 10. 8

18: 00 9. 78 9. 76

20: 00 8. 85 8. 83

23: 00 6. 04 6. 01

4: 00 (次日 ) 2. 75 2. 72

溶解氧日变化见图 2。溶解氧的日变化受水

中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由于白天辐照度强 ,随着

水温回升 ,光合作用显著 ,致使复氧速度大于耗氧

速度 ,表现为水中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增加。夜间光

合作用减弱 ,而水中有机物分解及生物呼吸的耗氧

仍继续进行 ,使水中溶解氧不断被消耗 ,故质量浓

度下降。夏季、冬季溶解氧一天内的变化一致。

图 2　溶解氧日变化

212　溶解氧的季节变化

于 2005年和 2006年 ,每月 8次 ,天气为晴 ,上

午 8 h对大浦河水表层水取样进行溶解氧监测 ,计

算月平均值。监测结果表明 ,春、冬季节河水中溶

解氧质量浓度高于夏、秋季。连云港处于暖温带与

亚热带交界处 ,气候寒冷干燥 ,风速较大 ,表层水与

大气充分接触 ,溶解氧常呈饱和状态。同时连云港
—94—

第 20卷 　第 1期 沙鸥等.地表水中溶解氧监测及变化规律 2008年 2月



气温变化明显 ,春、冬季温度较低 ,直接导致溶解氧

质量浓度增加。而夏秋季节水温较高 ,使水中溶解

氧质量浓度降低 ,见图 3。

图 3　2005年 —2006年地表水溶解氧的变化

213　大浦河水域同一地点溶解氧的垂直分布

对大浦河水域同一地点溶解氧值垂直分布

分析 ,发现随水深增加 ,溶解氧质量浓度逐渐降

低 ,表层溶解氧质量浓度最高 ,底层溶解氧质量

浓度最低。这是因为白天河水光照强度较大 ,浮

游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氧多 ,使表层水氧量增

加 ;而底层因光照强度减弱 ,光合作用减弱 ,产氧

量少而有机物耗氧量大 ,且白天上下层水不易发

生对流现象 ,致使底层水中溶解氧的质量浓度变

化减弱甚至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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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提高政府应对

蓝藻的能力 ,减少由于蓝藻爆发而导致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和经济损失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活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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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2007年国内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国内十大环境新闻

(1)党的“十七大 ”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 (2)中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出现“拐点 ”; (3)节能减排实行一票否决

制 ; (4)“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 ”战略思想提出 ; (5)国务院首次以国发形式发布《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 ”规划 》; (6)国家环

保总局首次实施区域和流域限批 ; (7)“环境经济政策 ”路线图绘就 ; (8)太湖蓝藻暴发敲响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警钟 ; (9)首

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出台 ; (10)国家首次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1)“巴厘岛路线图 ”艰难诞生 ; (2)联合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发出最严厉警告 ; (3)联大召开历史上首次气候变化主题

会议 ; (4) APEC会议高调关注气候变化 ; (5)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环保人士和组织 ; ( 6)欧盟确定减排新目标 ; ( 7)重大海洋

溢油污染事件频发 ; (8)全球工商领导人共同承诺减排 ; (9)美国开出史上最大环保罚单 ; (10)北京奥运环保举措获联合国

高度评价。 摘自 www. zhb. gov. cn　2008 - 0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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