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水体颗粒物（悬浮物）研究进展 

 
在自然界的天然水体和水处理流程中的工艺水体内, 都含有形形色色的颗粒物。一般说

来, 它是指比溶解的低分子更大的各种多分子或高分子的实体，不同学科根据其研究目的赋

予不同的含义内容。在现代环境水质科学范畴内，颗粒物的概念相当广泛,并不仅限于原来

以 0.45 微米(μm)滤膜截留以上的悬浮物范围。它把矿物微粒，无机和有机的胶体、高分子，

有生命的细菌、藻类等都归类为广义颗粒物，实际上包括了粒度大于 1 纳米(nm)的所有微粒

实体，其上限可达数十到上百微米。它们本身既可成为污染物，而更重要的是与微污染物相

互作用成为其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微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循环归宿。 
 
一．对有机物的吸附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针对水体颗粒物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吸附。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吸附研究

则主要集中在非离子化合物的吸附，而对于离子化合物的研究则较少[1]。非极性有机化合物

的吸附研究表明，许多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的吸附等温线都呈线性的分配吸附，而极性可离子



粘土矿物是一类具有复杂的铝硅酸盐结构的天然矿物，是一种无机离子交换剂，一般认

为粘土矿物的主要界面特性是阳离子和阴离子交换性质，对于重金属离子主要交换基团是

“羟基”和夹层中的金属离子。 

悬浮颗粒物上有机物和表面生物膜的组成成分及对污染物的吸附交换作用机理一直以

来都是水化学研究的热点，在悬浮颗粒物中虽然有机物质的含量很小，但由于有机物通常包

裹在矿物颗粒的表面，所以有机质的组成和性质对悬浮颗粒对重金属离子的交换吸附性质起

着重要作用。在生物膜中，胞外聚合物可能由细菌产生，可能为水解产物，或是从废水中吸

附的离子，也可能来自废水的有机纤维物。在好氧异养微生物反应器中形成的生物膜，其胞

外聚合物中多糖占65％，也有其他物质存在，如蛋白质、核酸和类脂物。胞外聚合物中所含

多糖的种类较多，厌氧菌产生的胞外多糖主要是由鼠李糖、甘露糖、半乳糖、葡萄糖组成。

另外多糖含有多种功能团，如胺基、羟基和磷酸基，这些基团对不同类型离子表现了强烈的

亲和性，特别是带负电性的胞外聚合物对重金属的吸附非常有效[11]，[12]。李军等对长江口悬

浮颗粒物进行研究发现，其表面生物膜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长江径流和河口区沿岸排放的生

活污水和多种工业废水，使得长江水中携带了大量的此类有机质，另一方面水体中存在着大

量的细菌和微生物，大部分均附着于颗粒物表面，其代谢产物是富含N、P等有机化合物(原

生质和蛋白质)。生物有机膜的存在，使得颗粒物的表面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其表面生物

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变化，而颗粒物的无机矿物性质将会被掩蔽，退居于次[13]，[14]。



表明FITC颗粒物在最大浑浊带处有明显的富集现象，百分数上的分布则表现出一定的不均匀

性[13]。 

 

四．对于悬浮颗粒物其他相关机制的研究 

钱嫦萍等采集崇明东滩低潮滩成积物样和水样，运用模拟实验研究了沉积物在悬浮作用

对沉积物-水界面三态氮和可溶磷交换行为的影响。发现再悬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三

态氮和DIP在沉积物-水界面的交换行为，其中氨氮在产生再悬浮和无再悬浮条件下的变化是

完全相反的硝酸盐氮也有类似规律，而亚硝酸盐氮则较复杂。由于悬浮颗粒物对DIP有一定

吸附作用[25]，加上磷酸盐的吸附和解析以及受扰动强度的影响，DIP在再悬浮过程中的初期

变化不明显，后期出现较大释放[26]。 

Pauer研究指出，湖泊中沉积物-水界面处的硝化作用进行很快，而水柱中的硝化作用并

不明显[27]。余晖等人针对黄河高含沙量的特点，研究了颗粒物对氨氮硝化速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颗粒物含量对水体的硝化速率存在着较显著的影响，颗粒物含量越高，硝化过程进行

越快。其影响机制主要是：(1)水体颗粒物对氨氮存在吸附作用；(2)水体中颗粒物的含量影

响体系氨化细菌、亚硝化细菌和硝化细菌的生长；(3)各种菌在固液两相生长规律不同[28]。

夏星辉、周劲松等人采用了模拟实验的方法研究了黄河水体颗粒物对石油类污染物生物

降解，发现水体颗粒物的存在显著影响石油类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效率和过程，水体颗粒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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