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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评述了水体中溶解有机物的特性及测量方法。介绍了水体中溶解有机物的研究概况，指出了开展水体中 

溶解有机物定量监测的必要性 ；详述了水体中溶解有机物的激光诱导荧光测量方法、对水体中有机物荧光光谱进 

行分析的特征光谱荧光标记技术和荧光强度归一化处理技术 ，以及利用激光诱导荧光方法测量水体中溶解有机物 

浓度的标定方法 ；综述了多种因素对利用激光诱导荧光方法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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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有机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这一概念在2O世纪早期就已提出，8O年代以后，国外有关 DOM 

的文献报道颇多，但是我国有关 DOM的研究至今仍极少深入开展。目前对 DOM的结构特征了解甚少，国外用 

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1]等手段对 DOM进行分析，仅获得了一些分子官能团的结构信息，研究了DOM在水中 

循环过程的一些规律[ ，引。从 DOM分子大小、尺度分布、功能团以及其在水体中的动力学过程等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资料，但对低分子量 DOM的化学特性及动力学过程方面的了解还不够完善，尤其是为什么微生物难以 

降解水体中低分子量的 DOM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对于高分子量的 DOM，近年来使用核磁共振光谱的研究结果 

给出了高分子量 DOM作为生物高聚物功能团的主要部分是可鉴别出的；但生物高聚物如何向DOM的转化仍有 

待于研究L4 J。近年来通过对 DOM光化学降解，对细菌核酸中 c̈含量、深海水中溶解有机碳(DOC)的梯度变 

化以及细菌对 DOM产物的贡献的研究L7 ，使人们对 DOM也只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 DOM的产生、转 

化及分解等生物学循环过程方面仍是要解决的难题。 

在一些常规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所发展的探测环境水体中DOM含量的新方法，研究最多的就是利用激光 

诱导荧光技术研究水体中 DOM的特性 0 引。CHEKALYUK A M等 ]利用激光诱导有机分子的荧光饱和效应研 

究了有机分子的荧光寿命，Fadeev V V等 、Victor I等 8J和 Patsayeva S等 lJ用激光诱导复杂有机分子荧光 

饱和光谱学获得了一些有机分子的荧光寿命、吸收截面、激发速率和单重态——单重态荧光猝灭常数。国内用 

荧光方法研究环境水体问题的很少，阎吉祥等 在实验室用荧光光谱技术研究了一些有机物的荧光特征；官 

晟等L23J和张景超等 ]用激光诱导荧光方法研究了海水中叶绿素 a的特性。中国科学安徽精密机械研究所在 

2003年用激光诱导荧光方法研究环境水体的污染监测。用 Nd：YAG的二倍频(532 nm)和三倍频(355 nm)激光诱 

导水体中DOM的荧光，研究荧光光谱特性[ ～勰]并反演出 DOM的浓度。用最小二乘——高斯拟合方法 ]研究 

了有机分子荧光强度与浓度的关系，用径向基函数网络的激光诱导荧光特征光谱分离算法 J研究了有机分子 

的荧光特性。由于 DOM是一种非常复杂、包含一系列化学性质各异的化合物，确定 DOM的组分相当困难。一 

些研究人员提出DOM的一些特殊作用的基团与有机污染物的配合是 DOM有机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的主要作 

用方式。目前 DOM对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影响的影响机制以及 DOM与有机污染物的结合方式还不清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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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研究水体中有机物的含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DOM的特性 

水体中DOM是有机成分的最主要部分，在河口和沿梅水域，主要由活动船只排放或由内陆有机物沿河流 

输送到海域而产生。水环境中碳和能量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受内陆河流和咸水沼泽产生的有机物的影响，DOM 

的分布是生物地球化学水文环境测量的重要角色。发色团或有颜色的溶解有机物(CDOM)是总 DOM中重要的部 

分，具有海水内在的光学特性，腐殖质是组成 CDOM的主要部分[0 。CDOM在全球碳预算、海洋碳循环、海洋 

光传输和遥测浮游植物生产力方面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是海洋中 DOC的重要成分。 

1．1 DOM起源 

DOM具有多种不同的起源方式，Robert F c等L3 J研究了路易斯安那海湾中 CDOM的来源特性，指出了河 

流、沼泽、生物学产品和沉积物是沿岸海水中CDOM来源的主要部分。在一些海岸系统，河流支配着 CDOM的 

来源，而相当一部分 CDOM则由原位产生。浮游动物可直接或间接产生 CDOM；浮游植物直接产生的 CDOM很 

少，而细菌可以将新鲜的浮游植物转换为 CDOM；水体中的荧光溶解有机物(F1)OM)则以粒子降解的形式产生。 

CDOM的多种来源及复杂的混合过程，很难进行区别 CDOM的不同来源。 

1．2 DOM光学特性 

自然水体中 DOM的光学特性由复杂的混合发色团和荧光团来决定，国外一些学者对 DOM的光吸收特性进 

行了大量研究，指出随着波长的增加其吸收呈指数衰减，利用 DOM的荧光特征结合吸收光谱中波长与强度的 

关系可以进行 DOM来源的区分。Stedmon c A等 ]对 CDOM的光学特性进行了分析，在海岸及内陆水体中，很 

大一部分 DOM是有颜色的；浓度较高时，水体呈现出黄色或褐色。CDOM对紫外光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而在 

红外光谱波段吸收几乎为零。Rochelle N J等对切萨皮克海湾中的 CDOM与 DOC进行了研究，指出 CDOM是 

DOC中吸收光的部分[35]。根据 CDOM的光学特性可进行 DOC和 CDOM的遥测，修正 CDOM的吸收对遥测海岸 

与河口水体中叶绿素 a的影响；指出了荧光与吸收之间的关系并不为常数，而是一个变化的因子；CDOM和叶 

绿素a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表明了 CDOM不是直接由浮游植物所产生。 

Carlos E等利用吸收和荧光光谱分析了奥里诺科河水中CDOM的光学特性 ]，指出 CDOM的光谱斜率和荧 

光光谱的改变与光漂白和光穿透的改变有关；在盐度低于 3O的情况下未发现 CDOM光学特性的变化。而盐度 

高于3O时光学特性的变化与河流和海洋以及光降解有关。由 CDOM的可见光谱，发现腐殖质类的荧光团与光 

的吸收有关。在盐度高于 3O时，光的穿透能力急剧增加，但在低于 3O的盐度时，没有明显的变化；在研究 

CDOM光学特性的变化时指出光的穿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Giovanni M等[ ’]对欧洲大西洋沿岸海域和地中海西 

部区域 CDOM和DOC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 CDOM的吸收系数与荧光发射(激发波长355 nm)相关，并发现了 

CDOM荧光和 DOC浓度一个重要的统计学依赖关系。 

Carlos E等[38]在 1994—1995年不同季风时期研究了阿拉伯海 CDOM的季节性变化，发现东北与西南季风时 

CDOM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在阿曼海岸 100 km范围内，西南季风时期 FDOM的浓度很高，而阿拉伯海沿海区域 

最高值则出现在东北季风期间；在西南季风时期，表面 CDOM和 FDOM与温度的变化呈现出负的相关性，揭示 

了上涌水流是有颜色和荧光物质的来源。在 CDOM吸收与温度之间，随着温度的降低，光谱斜率出现减小，说 

明了深水水体与表层水体相比包含了更多的高分子量 CDOM。 

stedmon c A等[39]对丹麦海岸海水中CDOM的光学特性和特征进行了研究，利用一种新的方法评价了光谱 

斜率系数。Robyn N c等[柏]研究了墨西哥北部海湾水域中的 CDOM光学特性，观察到 CDOM浓度及光学特性的 

大范围时间与空间变化，指出陆地起源的 CDOM控制着这个区域。对 CDOM与总有机碳( r0C)之间的关系研 

究；发现 TOC与吸收系数近似为线性关系。Coble P G等研究了阿拉伯海 1995年西南季风时期 CDOM的分布与 

光学特性；在研究区域的表面水体中，CDOM浓度与温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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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OM测量 技术 

随着人们对 DOM特性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技术被用来对水体中的 DOM进行研究。树脂分馏技术是由 

Leenhee 和 Huffman发展起来，主要用于测定水体中少量的 DOM分布[ 。利用 XAD型树脂的过滤和超滤作用 

进行 DOM的分离，采用 GC．Ms高温分解和 C-NMR光谱进行 DOM特性的描述。分光光度技术主要是基于每种 

物质都具有其特异的吸收光谱，利用物质特有的 Lambert和 Beer定律来鉴定物质性质及其含量。Andy Baker 

利用分光光度法对河水中的 DOM进行了测定。指出了利用吸光率和荧光来辨别河水中 DOM的局限性，以及 

TOC作为测量 DOM浓度的不足，提出了分光光度技术在辨别河水中 DOM的潜在可能。 

与以上两种技术相比，使用最为广泛的就是激光诱导荧光技术。Robert F C对沿岸海水进行了原位荧光测 

量，并进行了海洋碳循环多方面的研究，指出DOM的光学特性影响着海洋的颜色，决定了光在海水中的穿透 

能力[ 。TaII F M等[45]利用特征光谱荧光标记技术与偏最tb---乘法相结合建模进行水体中 DOC的预测研究， 

并指出这种方法也可用于水体中其它水质参数的测量。Bengraine K等[42]对处理后的水样利用特征光谱荧光标 

记模型研究了DOM的特性，结合主成分、偏最小二乘分析模型进行了DOM浓度的预测。Richard G Z等研究了 

在三维光谱中消除瑞利及拉曼散射峰的修正方法，研究了美国东南海岸水域中溶解有机荧光团的特性。在海岸 

和淡水环境中，基于荧光观测对 CDOM的特性和分布提供了高灵敏度的信息[46， 。另外，诱导荧光方法为直 

接测量 DOM的含量提供了可能，如 SKALAR公司生产的 FLUO．IMAGERTM，以氙灯为激发光源，能够进行实验 

室测量及现场分析，直接给出水体中DOM的浓度，测量范围与测量极限约为 0—20 mg／L和0．1 rag／L；利用激 

光诱导荧光技术能够进行水体中 DOM的遥测[鹌]，实现大面积水域的监控，其测量范围与实验室分析仪器相 

当，测量精度在全量程的 5％以内。 

2 UF测量与影响因素 

激光诱导荧光机理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在水体污染监测的应用中，主要是根 

据特定污染物的特征荧光光谱来进行特定污染物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2．1 特征光谱荧光标记技术 

总荧光光谱(TLS)是指在激发光作用下，自然水体中由弹性散射引起的瑞利散射和Mie散射谱、非弹性散射 

引起的水拉曼散射谱以及 DOM和 Chla等有机物的荧光光谱的总和[15,52]。它包括了所探测污染物发出的荧光及 

变化的背景所产生的光谱。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荧光光谱(包括激发、发射、同步和时间分辨光谱)都可以作 

为总荧光光谱，关键是如何选择典型特征光谱来反映不同污染物的荧光特征以及如何从总荧光光谱中正确地指 

认和提取特定污染物的特征荧光谱。 

特征光谱荧光标记(SFS)是指某一污染物在特定激发波长下发出的特征荧光标记谱[1 ．1引。利用特征光谱荧 

光标记技术能够正确地从水体总荧光光谱中指认出 DOM 。 

和 Chla等有机物的存在，并进行浓度的定量分析[ 。通 

过对有机物的荧光强度进行数学上的解析积分处理来进行 

有机物浓度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难度，而利用最小二乘． 

高斯拟合法对水体中DOM和 Chla等有机物的特征荧光光 

谱能进行有效地提取[29,53]，可以很方便地将不同光谱带 

的积分强度计算出来。图 1给出了 532 nm激光激发波长 

下水体的总荧光光谱及高斯拟合曲线。一些研究人员也尝 

试了利用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的激光诱导荧光特征光谱分 

离算法[ ，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2．2 荧光强度归一化处理技术 ngJ 

用激光诱导水体荧光的方法所获得的水体荧光光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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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水体中DOM和叶绿素 a等有机物的贡献，也伴随着其它的杂散光。在测量中，相同污染物浓度下激光 

诱导荧光的信号强度与水体的衰减系数有关，而水的拉曼散射强度仅受水体衰减系数的影响，为了消除外界条 

件(如水波浪、气泡、泡沫及系统暗噪声等)对光谱的干扰，利用水的拉曼散射信号强度去归一化水体中相关有 

机物的荧光强度[巧 】，因为水体中水分子的结构和含量是十分稳定的，将它当作定标物质。定义荧光因子 

为有机物荧光信号的积分强度和水拉曼散射信号强度的比值。即 

有机物荧光积分强度 

一水拉曼散射信号强度 

这一归一化处理是激光诱导水体荧光光谱分析技术的基本原~lJ[56,571，将它作为这一技术的内部标准。特别适 

合条件多变的野外激光遥感探测，如水库、河流、湖泊和近海水体的 LIF光谱的遥感探测。 

2．3 有机物浓度的标定 

采用已知标准浓度的物质对水体中的各种污染物浓度进行标定，如溶解有机物和叶绿素 a，可采用商业上 

出售的腐殖酸和叶绿素 a对其进行定标L2 。 

2．4 影响因素 

(1)温度 刘杰等L58J利用激光诱导荧光的方法研究了机油样品荧光强度随着温度变化的情况，结果表明 

在发射光谱稳定不变的情况下，荧光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弱。Patsayeva S等L5。J对海水和淡水中的 CDOM的 

光学特性在低温和冰形成期间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温度的升高，CDOM的荧光强度在降低，给出了归一化荧 

光强度随温度的变化系数 一1．06×10一／~C。Chubarov V V等 J进行了温度对激光诱导荧光遥测 自然水体中的 

DOM荧光光谱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温度在 0～80℃之间 

升高，DOM的荧光强度 在不断减弱；温度与荧光强度的 

关系是一可逆过程，精度为+4％；温度的变化并不影响 

荧光光谱的形状。崔志成等E61 J利用 LIF的方法研究了水 

体的温度变化对 DOM发射荧光强度的影响。随着温度的 

增加，DOM的荧光强度和水的拉曼散射强度在不断地降 

低，在 20～75℃范围之内，对归一化荧光强度与温度关 

系曲线进行线性拟合，给出了归一化荧光强度随温度升高 

的变化梯度平均值为 一5．24×10I4／℃，求得 DOM的浓度 

随着温度升高的平均下降速率为 一3．45×10～ mg／L／~C。 

研究表明，在 20～75℃温度范围内测量时，假设归一化 

荧光强度不变，温度变化将引起 DOM浓度最大为 8．45％ 

d 

魑 

图2 DOM荧光强度随温度的变化关系曲线 

Fig．2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DOM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water Raman scattering 

的相对变化。因此，在实际测量时，需要对测得的荧光强度根据实际的温度进行修正。图 2给出了 DOM的荧 

光及水拉曼散射强度随温度的变化关系曲线。 

(2)入射角与遥测距离 阎吉祥等E62 J对一种应用较广的机油在实验室中研究了激光诱导荧光对激发光束 

入射角的依赖关系。结果表明，发射谱的形状基本不随入射角改变，荧光强度则随入射角 a的增大而减小；当 

a<45。时，这种变化较为明显，并于 a=45。时降为a=0o时的50％左右。此后继续增大 a。荧光的衰减变缓。赵 

南京等E25 J在实验室中利用 LIF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水体中溶解有机物的荧光光谱特性，进行了90。方向和小角度 

(接收荧光与激发光束的夹角 e)的荧光接收。不同接收角度和激发距离下的荧光光谱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 

90。方向荧光接收最强；在小角度情况下，随着距离的增加，荧光信号强度减弱，但所接收到的荧光信号归一 

化荧光强度基本不变。笔者也利用自行研制的激光诱导荧光非接触监测系统进行了不同入射角度与不同距离下 

的荧光强度接收实验研究，发现随着入射角度(激发光束与水面法线的夹角)的增加，所探测到的荧光信号强度 

逐渐减弱；当入射角度不变，仅改变探测距离时，随着距离的增加，荧光信号强度先是增加然后逐渐减弱，存 

在一最佳的探测距离；因此，在实际的应用中，考虑到荧光信号较弱，需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最佳的探测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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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大信噪比的探测，以进行有效的监测。 

Maslov D V等[63 利用连续监测沿岸海域水质的岸基雷达在黑海的 Blue海湾进行了野外实验测量。使用了 

532、355和266 nm三种激发波长来进行回波信号的探测，研究了回波信号与遥测距离以及入射角的关系；结 

果表明，在较大的入射角时其测量结果与激光遥测理论有很好的相关性，测量的同时也考虑到了风及水波浪的 

影响，在约 80。的遥测入射角度下遥测距离为 100 m，分析了波浪对回波信号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它本身依靠的遥 

测角，也就是遥测距离；在 50 m遥测距离下，研究发现最小的激发光能量为 l0耐，验证了水拉曼散射强度与 

激发光能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存在，并论述了遥测距离增加到 0．5—1 km的可能性。 

(3)荧光饱和 激发光功率密度超过某一值时将出现有机物荧光强度的荧光饱和现象，即荧光强度随着激 

发光功率密度的增大出现非线性增加。莫斯科国立大学一些研究人员对 自然水体中的 DOM、复杂有机分子及 

二元有机发光团化合物进行了荧光饱和特性的大量研究[蝠 2o】，并对荧光饱和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验测量，指 

出了荧光饱和现象的影响将使标定程序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指出单重态．单重态荧光猝灭将影响有机物的荧 

光饱和特性。在荧光饱和条件下，对绿藻与绿球菌的研究，首次发现了荧光光谱峰值的红移；在 355 nln激发 

波长下，腐殖酸的荧光光谱出现了红移并伴有光谱的非均匀展宽，而对油类的研究表现为光谱的蓝移；但对木 

质素溶液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光谱的变化[6o]。一些研究人员利用荧光饱和特性研究了有机分子的荧光寿命及一 

些光物理学参数[16,17]，结合人工神经网络及最／J~--乘法等分析方法，对若丹明 110的荧光寿命进行了测量。 

笔者等在实验室中以一定浓度的腐殖酸为测量样品研究了水体中 DOM的荧光饱和特性，分析了激发光功 

率密度对 LIF遥感监测水体中DOM浓度的影响，图4给出了DOM的荧光饱和特性曲线。结果表明，随着激发 

光功率密度的增加，水拉曼散射强度线性增加，而 DOM的荧光强度随着激发光功率密度的增加先是线性增加， 

当激发光功率密度大于55 MW／cm2时，荧光强度增加缓慢，归一化荧光强度则逐渐降低。 

量 

疆 

波长 ，nin 

图 3 不同接收角度和激发距离下的荧光光谱 

Fig．3 Fluorescence spectrum in different receive angle and excita- 

tion distance 

量 

譬 
、  

疆 

图 4 DOM的荧光饱和特性曲线 

Fig．4 Curve of fluorescence saturation for DOM 

(4)荧光猝灭 Patsayeva S等 】研究了激光诱导水体中DOM的单重态．单重态荧光猝灭特性。指出在有机 

物浓度较高时激发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变得非常重要，荧光猝灭的存在将使荧光饱和现象加剧。赵南京等L64J进 

行了水体中 DOM的荧光猝灭特性研究。在浓度较高时，主要表现为荧光物质激发态分子间的碰撞荧光猝灭(单 

重态．单重态荧光猝灭和单重态．三重态荧光猝灭)及荧光的二次吸收。研究表明，随着腐殖酸浓度的增加，水 

拉曼散射强度逐渐减弱，当浓度为40 IIlg／L时，水拉曼散射信号几乎完全被 DOM的荧光基态分子所吸收，而 

DOM的荧光强度随着浓度的增加，先是线性增加，当浓度为 16 mg／L时，荧光强度达到最大，再继续增加腐殖 

酸浓度，荧光强度则缓慢降低。 

(5)盐度与 pH值 Esteves V I等【6 J研究了 pH值、盐度和 DOC对淡水和海水中化合物荧光的影响，观察 

到由于盐度、pH值和有机物浓度的不同所造成的荧光特性的变化。在存在pH值影响的情况下，增加盐度观察 

到DOM荧光强度的增加；对同一样品，在不同盐度值下也观察到荧光最大强度与 DOC浓度呈现出线性相关 

O  O  O  O  O  O  O  O  O  O  柏 如 加 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28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l8卷 

性；不同盐度值下随着有机物浓度的增加出现峰值发射波长的移动。Patsayeva S等 59 在对海水和淡水中的 

CDOM的光学特性在低温和冰形成期间的研究中，对多个冰样品均指出了腐殖质类型的荧光强度直接正比于样 

品的盐度和 DOC的浓度。Keith D J等 ]对 CDOM的吸收与盐度的关系，发现 CDOM的吸收与盐度存在负相关 

关系，其相关系数为一0．72。笔者等在实验室中也进行了盐度和 pH值对水体中DOM荧光强度的影响实验研 

究。结果显示，随着盐度的增加，DOM的荧光强度增加缓慢；低盐度与高盐度下荧光因子之差为0
．006 1，误 

差为0．9％。pH值的改变将会影响到基态分子或激发态分子的酸碱性质，近而影响激发态质子转移反映的平衡 

常数以及两个酸碱共轭型体的相对荧光量子产率[67 ；在改变 pH值的实验中，发现 pH值接近 7
．0时的荧光强 

度最大；与 pH=7．0相比，随着 pH值的增大与减小，荧光强度均在缓慢减弱。 

(6)紫外辐射 紫外辐射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是太阳光的紫外辐射，另一种就是激发光的紫外辐射。 

Chubarov V V等 J研究了太阳光的紫外辐射对 DOM荧光光谱的影响；结果显示，在200 300 nm波长下，太阳 

光的短波紫外辐射对 DOM荧光光谱产生的影响很大，表现出光谱形状的改变和激发与发射光谱峰值波长位置 

向长波方向的移动；300—325 nm波长的紫外光与短波紫外光相比，对 DOM荧光光谱的影响减小；在 325 400 

nm波长下，荧光光谱的强度和宽度均减小，但不影响光谱发射峰值波长位置；可见光不影响 DOM的任何光谱 

特性。激发光的紫外辐射对 DOM荧光光谱的影响除荧光饱和效应外，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激发光作用下的一 

些光化学过程对 DOM荧光光谱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激发光脉冲数等于 3是进行原位光谱特性研究的最佳选 

择 ，此时荧光强度减少小于 3％。 

(7)背景光的影响 阎吉祥等 J研究了背景光对荧光探测的影响及其扣除。在实验室条件下，改变探测 

距离研究了背景光对一种机油的 LIF光谱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探测距离的增加，荧光强度迅速衰减，背景 

光相对于荧光的强度则迅速增长，背景光的影响非常严重，扣除背景处理可基本消除背景光的影响。在实际的 

应用中，通过适当的滤波和时间选通可以减弱或部分消除；由于荧光寿命典型值为 1'18量级，可进行精确控制 

探测系统的门宽，使探测器的门只在荧光信号到达期间开启，其余时间均处于关闭状态，便可极大提高探测信 

噪比 J。赵南京等也进行了背景光对自然水体中 DOM荧光光谱特性的影响研究，实现了 DOM荧光信号的有 

效测量 引。图5和图6给出了扣除背景前后不同水体的荧光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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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背景光影响下不同水样品的荧光光谱 

Fig．5 Fluorescence spectrum of different water samples and back— 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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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扣除背景后不同水样品的荧光光谱 

Fluorescence spectrum of different water samples after back— 

ground coI're~tion 

系统的论述了水体中 DOM的特性及测量方法。对以LIF方法监测水体中DOM的技术作了详细的介绍；评 

述了从背景光谱中正确的提取污染物的荧光光谱和快速准确的分析方法，以水拉曼散射信号强度作为水体的荧 

光强度单位进行特定污染物荧光强度的标定，根据归一化荧光强度与浓度的关系曲线反演出特定污染物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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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阐述了各种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通过对水体中溶解有机物的监测，可以进行自然水体中有机污染物 

的定性及定量分析，为水体质量的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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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and measurement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water 

ZHAO Nan-jing。，LIU Wen-qing。，ZHANG Yu．jun。，LI Hong-bin。，LIU Cheng2， 

WANG Zhi．gang。，LIU Jian．guo。，WEI Qing-nong。，YANG Li．shu。 

(1．Key Laboratory ofEnvironmental Opti~&Technology，Anhui Institute ofOetics and Fine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Hefei 230031，China；2．Department ofPhysics，Unive~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China，Hefei 230026，China) 

Abstract： Ih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in natural waters consists of a large number of organic compounds． I s paper 

review the characteristic and measurements of DOM firstly，shows the 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 measurements at monitoring of 

DOM in water，and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spectral fluorescent signature technique and using Raman se~tering as an internal 

standard to normalize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DOM．Finally，the calibration method of DOM with fumic acid is showed，and 

many influence factors like temperature，salinity，pH value，fluorescence saturation and fluorescence quenching are discussed． 

Key words：water；dissolved organic matter；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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