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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典型重金属 土壤污 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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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要：对贵州水城矿务局周围蝉矸石污集 土壤和 Pb、 冶炼场柠染土壤的重金属 污染状况进行了研究 和评估 研究结果表 

明：煤矸石风化形成的土壤有一窟的重金属柠染，污集程度取陕于煤矸石的组成 孙、zn土法冶炼造成土地严重柠染，在污染 

土壤上种植 的农作物中重金属古置严重超标 ．重金属在土豆不同部位宦集程麈各不相同，而且 Pb-cd、Pb． 、zn—cd在植钩体 

内具 有较 高 的正相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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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的三十多年里，贵州水城矿务局 的汪家寨煤矿一直是我 国南方最大 的煤矿 ．所产煤 和煤 矸石中重 

金属 的含量普遍偏高 {卣近的术冲沟和红花岭地 区，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农民利用土法炼 Ph和 ，大 

量的土地 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 由于贵州省 土地的贫瘠和耕地 的缺乏，当地 的农 民已经在这两种类型的重金 

属污染 的土壤上直接种植农作物 

我们选择汪家寨煤矿煤矸石 山自然风化后形成的耕地 和木 冲沟铅锌土法冶炼废弃地 为研究 地点 ，采集 

土壤及生长在这些土壤上的作物样品 ，研究这两种典型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状况 以及 这两种污染 土壤中重金 

属的生物可利用性，为这两类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和西部大开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1 样品与实验方法 

1．1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 

夏冬两季 ，分别在上述两个地 区系统地采集了土壤和植物样 品 土壤样 品室温风干后 ，磨碎过 150目筛 ， 

在 l10℃的烘箱 中干燥 l2 h后保存在干燥皿 中备分析用 植 物样品经分类处理后用 自来水 、蒸馏水 和去离 子 

水洗涤两次 清洗干净的植物样 品在室温下风干后在 60℃烘箱中脱水 ，粉碎至 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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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洋品重金属浓度测定 

土壤样 品的重金 属总 量采 用 HN 一HF溶样 ，采用 ICP—Ms测 定重 金届 的浓 度 ；植物 样 品采 用 HC]O,+ 

HN 的湿式藏化法 ，用原子吸lI殳光谱法分折其中重叠属 的含量 

2 实验 结 果 和讨 论 

2．1 煤矸石风化 土壤和冶炼区土壤受重 叠属污染的状况 

由表 I可以看出 ：煤矸石风化后形成 的土壤中重盎属 0】、zn、Pb、cd含量高于 中国土壤元素的 背景值 ．就 

cu、zn、Pb和 cd而言 ，在煤矸石风化的土壤上种植农作物 ，对人体影响可能最大的是 zn和 cd(表 2)．煤矸石中 

重叠属元素的含量随地 区的不同的而有较大 的差异 ，尤其 承城煤 矸石中重金 属元 素的含量要 比其它地 区所 

产矸 石中重金属含量要偏高(表 1)贵州地 区的年 阵雨量 太，温度 比较 高．媒矸 石的风化淋瞎现象 比较严 重， 

这样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较为严重 

通常情况下 ，金属冶炼是造 成重金属进人环境 的一个重 要途径 ，所造成 的土壤污染一般 都呈表层土壤富 

集 ，并且 由近及远重金属朽染程度逐渐降低的趋势 ．这种方式造 成的污染是立体的 ，包括空气 、土壤和水都 

受 到 严重 的 荇染 

裹 1 汪寒寨、木冲淘、红花竹地区土壤中t金属音量 (m kg) 

Table 1 Heavy met 日c0 吼 I I in~oils at the 肌 of Wang-lla-Zhai，Mu-Chong-G：m，Hong-Hua-Ling 

表 2 汪寒寨、术冲淘地区土壤上生长的檀物体内的t金一言量Img，kg】 

其余为野生植物样品 ，其中．W3为野芷蒿，W4为鬼针草．W7为五节芒 

2 2 植物体 内重金属含量分布特 征及其与土壤中重盎属总量 的相关性 

从表 3可以看出，除了植物中的铅古量与土壤中铅的含量 有比较好 的正相关关系外
，土壤 中的其它几种 

重金属元索总量和植物体内的重金属古量并没有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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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 ，土豆各个部位 的重金属含量大致有以下 

关系：茎 叶 >根 )块 茎 一般情况下 植 物的根 系是重金 

属含量最多的部分 ．尤其是在 土壤 巾的重金属 含量 充 

足 的 情况 下 ．造成 重金 属 在 土 豆 中这 种 分 布 的 原 因 ，除 

了考虑 到植 物种类 、生长季 节、元素种 类以外 ，在奉实验 

中的原因还有 可能是 在 冶炼 工厂排 放 的大量含 有重金 

属的灰尘 中．一 些重金 属元素 可能经 由叶面的吸 收进 ^ 

植物体内．从 而使植物地上 部的重 金属古量 比根部要高 

统计分析 和同位 素示 踪 表 明，植物叶子中的重金属 

袁 3 土壤 中重 金 嗣 总■ 与檀 物体 内的重金 ■ 

含■ 的相 关 系数 

Table 3 Co~ lation e~fflelents betw~n hea~'【 daI n 

sm【s and i plants 

P<O 05，显 著性 相关 ，n=13 

含量有很 大部分是来 自大气 中的重金属 ．暇为铅锌 冶炼造成 的大气污染非常严重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大气 

污染 已经成为该地区植物重金属污染 的主要途径之一 

2 3 植物体 内重金属 的相互关 系 

表 5可以看 出，植物体内的重金属元素 Cd—zn、Cd-Pb和 Za-Pb之间有很好 的相关性 这表示 ．在植物体 内 

的这些重金属元素存在着连带吸收作用 ，或者表示这些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的分布模式是相似的 

采 4 木 冲淘 冶炼 场污 染土 壤上 生 长 的土豆 衷 5 植 物体 内不 同重 金 ■ 之同 的相 关 襄数 

不 同部 位对重 金 属的 累积 (m kg． =4】 

Tab Le 4 Ha．zy metals a cmnu tI硼 in diffea~nt parts of 

Tuber at the area Mu—Chong-Gou 

Table 5 Col lation coefficient betw~n heavy raetals in plants 

P(0 05，显著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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