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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湖入库河流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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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和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生态风险指数法，对红枫湖几条主要入湖河流入湖处以及原后五养殖区沉积物中８
种重金属（Ｃｄ、Ｐｂ、Ｃｕ、Ｃｏ、Ｎｉ、Ｃｒ、Ｖ、Ｚｎ）含量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桃花源河污染最严重，达到了中等污染水平（Ｐ＝

２．７０，ＲＩ＝１７１．０２）；后六河尽管Ｚｎ污染较严重，但其生态危害性低；其余河流的污染程度都较低。几条入湖河流的潜在生态

危害性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桃花源河＞后六河＞羊昌河＞麻线河。所研究的８种重金属中只有Ｃｄ（Ｅｉｒ均≥４０）具有较高的潜

在生态风险，桃花源河的Ｃｄ的Ｅｉｒ最高（Ｅｉｒ＝８２）。其余重金属由于毒性系数小，尽管部分重金属含量达到了背景值的许多

倍，但都无显著的潜在生态风险。但是后六河的Ｚｎ含量高过了生态效应必然浓度值（ＰＥＬ），需引起重视。通过对桃花源河沉

积物重金属含量垂向变化的研究发现，在早期成岩过程中沉积物中Ｃｄ、Ｐｂ、Ｎｉ、Ｃｏ、Ｃｒ、Ｃｕ、Ｖ的沉降主要受有机质的控制；Ｃｒ
不仅受有机质的影响，还受氧化还原条件的影响；而Ｚｎ则明显受粒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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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枫湖位于贵州高原中部，距贵阳市区３２ｋｍ，
地处１０６°２４′Ｅ～１０６°４３′Ｅ，２６°３１′Ｎ～２６°３４′Ｎ，属
乌江水系，是猫跳河的上游，也是长江水系上游的支
流之一。该湖是贵州省１９５８年开始在猫跳河干流
上筑坝兴建的一座高原人工河道水库，于１９６０年５
月建成后，对流域内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业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还担负着周边地区（包括贵
阳市）供水的重任。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
发展，大量工业和城镇污水难以完全得到控制，加之
湖周边农村面源污染和湖面投饵养殖给湖泊直接带
来的巨大污染负荷，导致红枫湖水质持续恶化，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日益加重，“蓝藻暴发”时有发生，直接
威胁着区域供水和生态安全。前人对氮磷等营养盐
的输入来源、空间分布、赋存形态、内源释放机制，以
及污染物消减对策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湖泊沉积物不仅是氮磷等营养元素的源和汇，

也是重金属污染的载体和蓄积库［１］，沉积物中重金
属污染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也不容忽视。通过各
种途径进入水体的重金属绝大部分迅速转移至沉积
物或悬浮物中，悬浮物在被水流搬运迁移的过程中
也可以逐渐转变为沉积物。在适宜的条件下，有害

金属能通过各种方式从底部沉积物中重新释放出
来，以改变了的形态迁移到食物链中，最终进入人
体，引起慢性或急性疾病。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研
究无论在研究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分布规律，
或是在追踪可能的重金属污染源方面，都有着非常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２］。

梁莉莉［３］、黄先飞［４］、袁慧民［５，６］、张曼华等［７］

对红枫湖沉积物中重金属做过污染评价。但他们的
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对 Ｈｇ、Ａｓ、Ｐｂ、Ｃｄ、Ｃｕ、Ｚｎ等金
属污染现状的研究，而对红枫湖沉积物中 Ｃｒ、Ｖ、

Ｃｏ、Ｎｉ等重金属含量的调查还几乎是空白，而且前
人也未对几条入库河流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考察。

徐争启［８］根据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９］的计算原则，结合
陈静生的计算方法，重新计算了Ｚｎ、Ｃｕ、Ｎｉ、Ｐｂ、Ｖ、

Ｃｏ、Ｃｒ、Ａｓ、Ｃｄ、Ｈｇ１０种重金属的毒性系数，与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的７种重金属元素的毒性系数比较，结
果一致。根据他的结果，Ｚｎ＝１＜Ｖ＝Ｃｒ＝２＜Ｃｕ＝
Ｎｉ＝Ｃｏ＝Ｐｂ＝５＜Ａｓ＝１０＜Ｃｄ＝３０＜Ｈｇ＝４０，所
以沉积物中Ｖ、Ｃｒ、Ｃｏ、Ｎｉ的累积情况也不容忽视。
对不同入库河流入湖口附近的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
进行研究，不仅便于考察重金属的主要来源，同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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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河流入湖口附近水动力作用较强，沉积物中重金
属易于受到扰动而释放进入水体中。因此，对河流
入湖处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原后五养殖区是红枫湖沉积物污染较重的区
域，该区域也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本文对红枫湖
几条主要支流入口处以及原后五养殖区的沉积物中

８种重金属（Ｃｄ、Ｐｂ、Ｃｕ、Ｃｏ、Ｎｉ、Ｃｒ、Ｖ、Ｚｎ）含量进行
了分析，旨在分析不同入湖河流以及原后五养殖区
的重金属污染情况，为该湖重金属污染防治和治理
提供依据。

１　采样与分析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红枫湖主要水源是入湖河流，主要有羊昌河、后

六河、麻线河、桃花源河、麦包河，唯一的出口为猫跳
河。我们于２００８年８月共采集了７个湖泊沉积物
柱芯，采样点的分布见图１。我们选择了主要支流
入湖 处且 偏向湖主体的位 置作 为采 样 点，既
便于对水体的污染评价，又可考查重金属的主要来

图１　红枫湖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ｋｅ

源。另外，原后五养殖区是红枫湖沉积物氮磷含量
最高的区域，该区域也作为我们考查的对象。采样
点③凹力是红枫湖南湖与北湖的分界点，又距西郊
水厂取水点较近。

样品的采集采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自
行研制的沉积物重力采样器。沉积物柱芯保持完
好，悬浮层未受扰动，界面水清晰。对采集到的沉积
物柱芯，从表层到底层按０～５ｃｍ，５～１０ｃｍ，１０～
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进行分样。样品装入封口
袋中，运回实验室。

１．２　样品的处理与分析
将采集到的样品冷冻干燥（ＦＤ－ＩＡ－５０），用四分

法取出５ｇ，研磨过１２０目筛，保存备用。取１ｇ左
右于纸袋中，放置于烘箱中（３０℃）烘２～３ｈ。准确
称取５０ｍｇ样品放置于Ｔｅｆｌｏｎ罐中，加入０．８ｍＬ－
ＨＦ和１ｍＬ　ＨＮＯ３，将Ｔｅｆｌｏｎ罐放置于钢罐中高温
密闭消解。重金属含量的分析采用中国科学院地球
化学研究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ＭＳ），分
析精度为±５％。有机碳的分析采用总碳扣除无机
碳，总碳的测定采用ＰＥ２４００Ⅱ型元素分析仪，测量
误差均小于５％。无机碳采用化学容量法测定，误
差小于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红枫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评价

２．１．１　红枫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及评价参
照背景值

表１列出了红枫湖几个采样点沉积物柱芯表层
（０～５ｃｍ）各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为了便于比较，
表２中列出了相关的背景资料：①贵州省土壤背景
值，数据选自《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一书［１０］；②红
枫湖水库消落区表层土壤重金属含量［１１］；③ＴＥＬ
和ＰＥＬ，数据来自加拿大环境部（１９９６）根据数据库

表１　红枫湖表层５ｃｍ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ｇ／ｇ

采样点 Ｃｄ　 Ｐｂ　 Ｃｕ　 Ｎｉ　 Ｃｏ　 Ｃｒ　 Ｖ　 Ｚｎ

桃花源河 １．６４０　 ８９．６　 １５０．９　 ８９．８　 ５５．８　 １６０．２　 ２４０　 １９４．２
大坝 １．１４２　 ５８．２　 ４９．９　 ４２．２　 ２１．２　 １０７．２　 １８０　 １０６．８
凹力 １．０４８　 ４８．０　 ５３．３　 ５３．６　 １９．２　 ９７．８　 １９３　 １４５．６
后五 ０．９６０　 ４４．０　 ６９．９　 ５２．４　 ２３．６　 １７１．４　 ２３８　 １３９．６
后六河 １．４１６　 ７２．１　 ５０．５　 ３８．９　 １７．０　 ８４．１　 ２５２　 ６２８．０
麻线河 ０．９５８　 ４８．４　 ５４．４　 ６１．０　 ２８．８　 １２８．２　 ２１６　 １７７．６
羊昌河 １．０９６　 ４８．４　 ６０．０　 ５２．８　 ２４．２　 ９２．２　 １４６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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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初步制定的沉积物质量暂行标准，ＴＥＬ（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指产生生态效应的临界浓度，ＰＥ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指必然产生生态效应的浓

度值，前者简称生态效应临界浓度值，后者简称生态
效应必然浓度值［１２］。

表２　红枫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评价参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ｇ／ｇ

Ｃｄ　 Ｐｂ　 Ｃｕ　 Ｎｉ　 Ｃｏ　 Ｃｒ　 Ｖ　 Ｚｎ

贵州土壤背景值 ０．６５９　 ３５．２　 ３２．０　 ３９．１　 １９．２　 ９５．９　 １３８．８　 ９９．５
红枫湖水库消落区表层土壤重金属含量 ０．３２　 ３２．８６ — — — ３９．８２ — —

ＴＥＬ　 ０．６　 ３５　 ３６　 １６ — ４２ — １２３
ＰＥＬ　 ３．５　 ９１　 １９７　 ４３ — １６０ — ３１５

　　研究结果表明，按照生态危害临界浓度值
（ＴＥＬ）标准，除了大坝处采样点沉积物Ｚｎ的含量
未超标外，其余各个采样点的重金属含量均超标。
桃花源河、凹力、后五、麻线河以及羊昌河采样点沉
积物中的Ｎｉ含量和后六河采样点沉积物Ｚｎ含量
更是超过了生态效应必然浓度值（ＰＥＬ）。

２．１．２　红枫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
分析

以水库消落区表层土壤重金属含量为参照，能更
好的反映径流输入对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富集的影响。
通过表２中消落区土壤中Ｃｄ、Ｐｂ、Ｃｒ的含量可以看
出，它的重金属含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消落区的
土壤流失对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前人［１１］对红枫湖水库消落区表层土壤重金
属含量的研究仅是针对个别重金属，数据不全面。所
以本文选择了贵州Ａ层土壤背景值为参照，计算了
红枫湖表层沉积物的重金属的污染系数（表３）。

本文选用均方根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法［１３］评价

各个点位的重金属综合污染情况，公式如下：

Ｐ＝ １
ｎ∑

ｎ

ｉ＝１

（Ｃｉｆ）槡
２

式中，Ｐ为污染综合指数；ｎ为参加评价的污染
物种类；Ｃｉｆ为污染系数，即沉积物中第ｉ种污染物的
实测含量与所选参照背景值之比。

研究结果表明，后六河沉积物中Ｚｎ污染最严
重（Ｃｉｆ＝６．３１），其次就是桃花源河沉积物中的Ｃｕ、

Ｃｏ、Ｐｂ、Ｃｄ、Ｎｉ，以及后六河沉积物中的Ｃｄ和Ｐｂ（Ｃｉｆ
均大于２），其余的采样点位沉积物的各种金属污染
系数大部分在１～２之间，只有后六河的 Ｎｉ、Ｃｏ和

Ｃｒ污染系数小于１。各个点的综合污染指数只有桃
花源河和后六河大于２。而后六河综合污染指数较
高，主要是Ｚｎ严重污染的贡献。其余各个点位的综
合污染指数均在１～２之间。表明红枫湖沉积物中重
金属受到人为来源的污染，桃花源河污染程度最严
重，后六河次之，其余采样点位的污染程度都较轻。

表３　红枫湖表层５　ｃｍ沉积物中重金属富集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ｋｅ

采样点
Ｃｉｆ

Ｃｄ　 Ｐｂ　 Ｃｕ　 Ｎｉ　 Ｃｏ　 Ｃｒ　 Ｖ　 Ｚｎ
Ｐ

桃花源河 ２．４９　 ２．５４　 ４．７２　 ２．３　 ２．９１　 １．６７　 １．７３　 １．９５　 ２．７０
大坝 １．７３　 １．６５　 １．５６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２９　 １．０７　 １．３５
凹力 １．５９　 １．３６　 １．６７　 １．３７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３９　 １．４６　 １．３８
后五 １．４６　 １．２５　 ２．１８　 １．３４　 １．２３　 １．７９　 １．７１　 １．４０　 １．５７
后六河 ２．１５　 ２．０５　 １．５８　 ０．９９　 ０．８９　 ０．８８　 １．８２　 ６．３１　 ２．６７
麻线河 １．４５　 １．３７　 １．７０　 １．５６　 １．５０　 １．３４　 １．５６　 １．７８　 １．５４
羊昌河 １．６６　 １．３８　 １．８８　 １．３５　 １．２６　 ０．９６　 １．０５　 ２．０１　 １．４９

　　注：以贵州土壤背景值为参照

２．１．３　红枫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
害评价

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价可以为环境
规划管理和污染防治提供依据。重金属污染方面的
评价方法很多，目前对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

风险评价多采用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沉积物生态风险指
数法［１４－１７］。它不仅反映了某一特定环境下沉积物
中各种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反映了环境中多种污
染物的综合效应，而且用定量方法划分出了潜在的
生态风险程度［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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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生态风险指数法的评价公式
为：Ｅｉｒ＝Ｔｉｆ× Ｃｉｆ；ＲＩ＝ ∑Ｅｉｒ

式中Ｃｉｆ 为重金属的富集系数（Ｃｉｆ＝Ｃｉｓ／Ｃｉｎ；Ｃｉｓ
为表层沉积物重金属ｉ含量的实测值；Ｃｉｎ 为计算所
需参照值）；Ｔｉｆ为重金属ｉ的毒性系数，反映其毒性
水平和生物对其的污染的敏感程度；Ｅｉｒ为某区域沉
积物中第ｉ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前面已
经列出）；ＲＩ为某区域沉积物中多种重金属的潜在
生态危害指数。

表４　沉积物中重金属生态危害程度划分标准（文献［９，１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ｒｅｆ．［９，１６］）

生态危害系数或指数 生态危害程度

Ｅｉｒ＜４０或ＲＩ＜１５０ 轻微

４０≤Ｅｉｒ＜８０或１５０≤ＲＩ＜３００ 中等

８０≤Ｅｉｒ＜１６０或３００≤ＲＩ＜６００ 较强

Ｅｉｒ≥１６０或ＲＩ≥６００ 很强

潜在生态风险性指数综合评价反映沉积物中重
金属的污染水平及潜在的生态危害性。Ｃｄ、Ｐｂ、Ｃｕ、

Ｎｉ、Ｃｒ、Ｚｎ生态危害系数的计算参照生态危害临界

值（ＴＥＬ），Ｃｏ、Ｖ生态危害系数的计算参照贵州省
土壤背景值。研究区的潜在生态风险性指数统计见
表５。在所研究的几个点位，Ｃｄ的Ｅｉｒ均≥４０，即具
有较高的潜在生态风险，桃花源河点位Ｃｄ的Ｅｉｒ最
高（≥８０）。不同采样点位Ｃｄ的生态危害由高到低
的排列顺序为：桃花源河＞后六河＞大坝＞羊昌河

＞凹力＞后五＞麻线河。其余的重金属由于其毒性
系数小，尽管部分重金属浓度超过背景值许多倍，但
无显著的潜在生态风险。

由于所研究的金属的种类与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的
研究有一些差别，Ｌａｒｓ　Ｈｋａｎｓｏｎ的研究中包括

ＰＣＢ和 Ｈｇ，而ＰＣＢ和 Ｈｇ的毒性系数都为４０。依
照表４中生态危害指数（ＲＩ）进行评级是非常保守
的评价，因为毒性系数高的污染物对 ＲＩ的贡献相
对较大。研究结果表明，潜在的生态危害程度高到
低的排列顺序为：桃花源河＞后六河＞羊昌河＞麻
线河＝大坝＝后五＞凹力，且桃花源河沉积物中重
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远大于其他几条入库河流。
桃花源河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已经到达了中等污染
水平。

表５　红枫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Ｅｉｒ）和危害指数（ＲＩ）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Ｅｉｒ）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ＲＩ）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ｋｅ

采样点
Ｅｉｒ

Ｃｄ　 Ｐｂ　 Ｃｕ　 Ｎｉ　 Ｃｏ　 Ｃｒ　 Ｖ　 Ｚｎ
ＲＩ

桃花源河 ８２．００　 １２．７９　 ２０．９６　 ２８．０６　 １４．５３　 ７．６３　 ３．４６　 １．５８　 １７１．０２
大坝 ５７．１０　 ８．３２　 ６．９３　 １３．１９　 ５．５２　 ５．１０　 ２．５９　 ０．８７　 ９９．６１
凹力 ５２．４０　 ６．８６　 ７．４１　 １６．７５　 ４．９９　 ４．６６　 ２．７８　 １．１８　 ９７．０３
后五 ４８．００　 ６．２９　 ９．７０　 １６．３８　 ６．１５　 ８．１６　 ３．４３　 １．１３　 ９９．２４
后六河 ７０．８０　 １０．２９　 ７．０１　 １２．１６　 ４．４４　 ４．００　 ３．６３　 ５．１１　 １１７．４４
麻线河 ４７．９０　 ６．９１　 ７．５６　 １９．０６　 ７．５０　 ６．１０　 ３．１１　 １．４４　 ９９．５９
羊昌河 ５４．８０　 ６．９２　 ８．３３　 １６．５０　 ６．３０　 ４．３９　 ２．１０　 １．６３　 １００．９７

２．２　红枫湖沉积物柱芯重金属垂直分布特征
湖泊沉积物是沉积历史的直接记载，而重金属

元素的垂直分布特征是污染历史的反映，因此研究
沉积物柱芯元素的垂直分布是追踪污染历史的重要
手段。以上不同的评价方法结果都表明桃花源河污
染最严重，达到了中等污染水平，后六河尽管Ｚｎ污
染较严重，但是其生态风险较低，其余河流的污染程
度都较低。因此，我们对桃花源河垂直分布情况做
了分析。我们采得桃花源河沉积物柱芯４８ｃｍ，共
分得６个样品。图２是桃花源河点位的沉积物柱芯
重金属元素含量垂直变化图。Ｃｄ、Ｃｕ、Ｎｉ、Ｃｏ具有
相似的垂向变化趋势，从底部到顶部逐渐升高，到表
层５～１０ｃｍ处达到最大值，表层５ｃｍ又有所降低。

相关性分析结果也表明Ｃｄ、Ｃｕ、Ｎｉ、Ｃｏ之间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Ｐ＜０．０５），反映了这些重金属具有相
似的来源或受某些因素共同控制。而Ｐｂ、Ｃｒ、Ｖ、Ｚｎ
与其他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或相关性极差。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重金属在红枫湖中沉降的
控制因素，我们分析了沉积物柱芯有机质和 Ｚｒ、

Ｍｏ、Ｒｂ等金属元素的含量。Ｚｒ没有明显人为来源
的影响，可作为陆源碎屑的指示剂［１９，２０］；Ｍｏ在缺氧
环境中富集的特点使其可被用于反应氧化还原环
境［２１］；而 Ｒｂ与粘土含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１９，２２］。

所研究元素与Ｚｒ含量剖面变化的相关性极差，
可能说明了这些元素受到人为来源的影响。通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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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元素与Ｚｒ含量比值消除陆源碎屑影响后，Ｃｄ／

Ｚｒ、Ｐｂ／Ｚｒ、Ｎｉ／Ｚｒ、Ｃｏ／Ｚｒ、Ｃｒ／Ｚｒ均与 ＴＯＣ显著正
相关（Ｐ＜０．０５）；Ｃｕ／Ｚｒ、Ｖ／Ｚｒ与ＴＯＣ的相关性也
分别到达了０．７４３和０．６１１。这表明在剔除陆源碎
屑影响之后，Ｃｄ、Ｐｂ、Ｎｉ、Ｃｏ、Ｃｒ、Ｃｕ、Ｖ的沉降受有

机质的影响。Ｃｒ与 Ｍｏ相关性显著（Ｐ＜０．０５），表
明了Ｃｒ的沉降不仅受有机质的影响，还受氧化还原
条件的影响。而 Ｚｎ则与 Ｒｂ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５），反映了红枫湖中Ｚｎ的沉降明显受粒度的控
制，主要在粘土中富集。

图２　桃花源河沉积物柱芯重金属含量垂直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ｈｕａｙ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

３　结　论

　　１）通过不同的评价方法对红枫湖几条入库河流
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都表
明，桃花源河污染最严重，达到了中等污染水平；后
六河尽管Ｚｎ污染较严重，但是其生态风险程度较
低；其余河流的污染程度和潜在的生态危害性都较
低。几条入库河流的潜在生态危害由高到低的顺序

为：桃花源河＞后六河＞羊昌河＞麻线河。

２）后五养殖区对红枫湖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很
大，但是对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影响不明显。

３）通过对桃花源河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垂向变化
的研究发现，在剔除陆源碎屑影响之后，在早期成岩
过程中沉积物中Ｃｄ、Ｐｂ、Ｎｉ、Ｃｏ、Ｃｒ、Ｃｕ、Ｖ的沉降主
要受有机质的控制；Ｃｒ不仅受有机质的影响，还受
氧化还原条件的影响；而Ｚｎ则明显受粒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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