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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太湖 、 巢湖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为研究对象, 采集季节性沉积物柱状样 , 以 0.5cm的间距高精

度分割样品, 分析其中的 Fe, Mn, Cu, Zn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 , 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总量特征及季节性变

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 得出以下结论: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总量均呈现出 Fe>Mn>Zn>Cu的特征 ,

季节性变化幅度为 Mn>Fe>Zn>Cu, 重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对其季节性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同时 , 不同

的区域背景差异(如元素丰度 、 污染状况等)导致了太湖 、 巢湖采样点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季节性特征的差

异.

关键词　沉积物 , 重金属 , 总量特征 , 太湖 , 巢湖.

　　太湖 、 巢湖位于中国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 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 其已受到严重的营

养盐 、 重金属等污染 , 湖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 太湖的水质表现为

每 10年左右下降一个级别
[ 1]
, 水环境已呈现出水体富营养化 、重金属和微量有毒有害有机物污染的

特征
[ 2]
, 尤其是临近苏锡常工业城市发达的北部地区.近 10年来 , 巢湖西半湖污染严重 , 处于劣Ⅴ

类重富营养化水体
[ 3]
, 其中的重金属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太湖 、巢湖的重金属

污染进行了研究 , 但对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垂向分布的季节性变化特征的研究很少.

　　本文选取太湖 、 巢湖污染较为严重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 分析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及

其季节性变化 , 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 以期能够为太湖 、 巢湖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样品的采集

　　依据北太湖污染状况 , 选取污染相对严重的梅梁湾和贡湖湾为研究对象 , 采样点分别位于梅梁湾

湖区的三山岛附近和贡湖湾的湖心地带.根据巢湖的污染特征选取离合肥市和肥西县较近的南淝河口

和派河河口作为采样点位.南淝河口接纳了来自合肥市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污水 , 其已成为巢湖入湖河

流中污染较严重的支流之一 , 派河河口主要接纳来自肥西县三河镇等水流的汇入.

　　采用 SWB-1型便携式湖泊沉积物-水界面水取样器于 2006年冬(1月)、 春(4月)、夏(7月)、 秋

(10月)分别采取太湖 、巢湖沉积物柱状样 , 并现场进行水深 、 水温等易变参数的测定.

表 1　采样位置及易变参数

Table1　Thesamplingsitesandflexibleparameters

采样点位 纬度 经度
2006.1 2006.4 2006.7 2006.10

温度 /℃ 水深 /m 温度 /℃ 水深 /m 温度 /℃ 水深 /m 温度 /℃ 水深 /m

太湖
梅梁湾 31°30′47″120°11′25″ 6.4 1.8 16.1 2.0 29.9 2.4 24.1 2.2

贡湖湾 31°25′03″120°20′50″ 6.0 1.9 16.8 2.0 29.2 2.4 23.7 2.3

巢湖
南淝河 31°40′28″117°23′25″ 6.0 2.9 17.0 3.0 31.0 3.2 26.7 3.1

派河 31°41′23″117°22′27″ 6.0 3.4 17.0 3.5 31.2 3.5 26.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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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样品的分析

　　将采集到的沉积物柱状样迅速运回实验室后以 0.5cm的间隔分样 , 离心过滤后 , 冷冻干燥 , 置于

玛瑙研钵内磨细 , 过孔径为 150μm的尼龙筛 , 带封保存.准确称取 0.2000g样品 , 置于 50ml聚四氟

乙烯烧杯内 , 在电热板上采用 HF-HClO4 -HNO3(GR)混合酸体系消解后 , 定容至 25ml容量瓶中 , 酸

化(pH=2).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PE5100PC)测定其中重金属元素(Cu, Zn, Mn, Fe)的含量.消解过程

中 , 同时做空白样 、 标准土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ESS-1黑钙土 GSBZ50011-88)、平行样的实验.通

过对标准样品的分析发现 , Cu, Zn, Fe的误差 <5%, Mn的误差 <10%.所有的玻璃仪器和聚四氟

乙烯烧杯在使用前都在 10%的硝酸溶液中浸泡 24h, 然后用自来水 、 二次水冲洗干净.

2　结果与讨论

2.1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总量的分布特征

　　太湖 、 巢湖由于污染物质来源及受污染程度的不同 , 其中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

表 2), 但元素的含量均呈现出 Fe>Mn>Zn>Cu的特征 , 分别与太湖流域的下蜀黄土
[ 4]
和安徽省土

壤背景值
[ 5]
的含量较为一致 , 表明了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化学丰度的影响 ,

Lux等
[ 6]
认为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岩石风化 、淋滤和外源物质输入共同作用的结果.4种重金属元素在

巢湖沉积物中的平均含量略高于其在太湖沉积物中的含量 , 这可能主要是由其背景值的不同导致的差

异.

表 2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含量 (mg· kg-1)

Table2　TheheavymetalcontentsinthesedimentsofTaihulakeandChaohulake

采样点 Cu Zn Mn Fe

太湖

贡湖湾
范围 14.9— 56.0 49.6— 158.8 332— 924 26086— 43443

均值 24.4 77.9 446 30073

范围 18.0— 70.1 42.9— 222.0 550— 1350 34090— 43590
梅梁湾

均值 36.8 120.5 836 37873

太湖流域下蜀黄土 18.9 59.2 MnO 0.07% Fe2O3 4.9%

巢湖

范围 20.4— 40.7 187.8— 736.4 464— 2270 16634— 45250

南淝河 均值 36 339 891 26496

范围 40.2— 44.7 62.2— 629.6 643— 2156 25189— 47222
派河

均值 41.8 329.9 1169 39891

安徽省土壤背景值 25 79 634 38800

　　对同一湖泊而言 , 梅梁湾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含量高于贡湖湾 , 派河高于南淝河 , 采样点受到的污

染程度不同 、区域背景不同及不同采样点所采取的不同污染治理措施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性的主要原

因.梅梁湾接纳了直湖港和梁溪河的水流汇入 , 汇集了周边城市的工业和生活污水 , 此外 , 由于采样

点处于湖湾狭窄区域 , 与湖心区的水流交换较差 , 使重金属污染物在湖湾区的累积量进一步加大.贡

湖湾虽然也接受了一部分来自苏州市的污染 , 但由于其为无锡市的饮用水源地 , 水源受到一定程度的

保护 , 同时 , 贡湖湾西南连通湖心区 , 水面开阔 , 离城市较远 , 水体的流动性较好 , 自净能力强.

　　南淝河水位较浅 , 在入湖口处的水流速度缓慢 , 底泥易于堆积 , 使重金属等污染物质在河口处沉

积.自上世纪 50年代起 , 合肥市有关部门进行了底泥疏浚工作 , 因此使南淝河口采样点的重金属含

量较低.派河主要流经工业相对不发达的肥西县 , 沿岸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 , 重金属元素主要为流域

内的自然过程和农业污染.

　　太湖采样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平均值随深度的变化如图 1所示 , 4种元素 Cu, Zn, Mn, Fe随深

度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 含量由底部自表层逐渐增加.根据与贡湖湾具有相似沉积特征的马迹山附近

沉积岩芯的平均沉积速率为 1.77mm· a
-1[ 7]
, 梅梁湾的沉积速率约为 2.8mm· a

-1[ 8]
, 可将贡湖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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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梁湾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随深度的变化历程分为 4段.贡湖湾 14cm和梅梁湾 23cm处大致相当于

上世纪 20年代左右 , 在此以前 , 太湖流域的工业并未开始大量发展 , 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

流域内的自然风化过程 , 重金属含量较低;贡湖湾自底部 14cm至 8.5cm左右 、 梅梁湾自 23cm至

15cm, 重金属元素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 上世纪 20年代至 50年代后期 , 苏锡地区的民族工业开始

逐步发展 , 给湖湾带来了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贡湖湾 8.5cm至 3.5cm处 、梅梁湾 15cm至 4cm, 重

金属元素整体呈上升趋势 , 该深度大约对应于上世纪 5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中期 , 这与解放后该地区

人类活动的加强有很大的关系;贡湖湾表层 3.5cm以上 、梅梁湾表层 4cm以上 , 重金属元素含量迅

速上升 , 对应 80年代后期以后 , 湖湾周边电镀 、 有色金属加工业等的迅速发展 , 导致沉积物中重金

属元素含量快速增长.

图 1　太湖和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平均值

Fig.1　TheaverageconcentrationoftheheavymetalsinthesedimentsofTaihulakeandchaohu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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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湖采样点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随深度的变化因采样点的不同而异 , 南淝河口沉积物中重

金属元素的含量自底部先上升后下降 , 派河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自上世纪

50年代起 , 南淝河进行过底泥疏浚工作 , 因此 , 南淝河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变化反映的只是总体

趋势 , 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 自底部至 10cm左右 , 重金属的含量逐渐上升 , 10cm以上 , 重金属的

含量逐渐下降 , 根据西巢湖的沉积速率约为 2.9mm· a
-1[ 9]
, 可推断 10cm约对应于上世纪 70年代左

右 , 70年代以前 , 合肥市的经济还未大规模发展 , 沉积物中的重金属的含量相对稳定 , 呈现出缓慢

上升的态势 , 70年代以后 , 合肥市的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人为污染增多 , 但随后的底泥疏浚

又使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出现下降的趋势.

　　派河沉积物中不同的重金属元素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 , Cu的含量基本保持稳定 , 并无大的波动 ,

自底层至 12cm左右 , Zn, Fe, Mn缓慢上升 , 随后 , Zn基本保持稳定 , Fe和 Mn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12cm处大约对应于上世纪 60年代中后期 , 随着人为因素的增强 , 该地区虽无工业活动的发展 , 但流

域内较强的人类活动加剧了水土流失等 ,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元素的增加 , 60年代以后 , 人类

活动的强度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 Fe和 Mn等元素虽有一定的增加 , 但始终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上

升 , 并无较大的波动.

2.2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总量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由于太湖 、 巢湖均为浅水湖泊 , 沉积物常受到扰动 , 因此重金属的垂向变化反映的只是总体趋

势.一般来说 , 沉积物中自然来源的重金属主要存在于矿物晶格中
[ 10]
, 不会随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 , 而来自于人为污染的重金属会以非残渣态的形式存在 , 且极易受外界理化条件和生物因素的

影响 , 因此会发生季节性的波动.

　　太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发生的深度存在着差异 , 贡湖湾约为 14cm, 梅梁湾大约为

24cm, 与区域污染发生的深度基本一致 , 反映出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主要受人为污染控制.巢湖采

样点中 , 南淝河沉积物中重金属季节性变化的深度约为 10cm, 而派河基本上没有季节性变化 , 表现

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呈现出以下特征(图 2):随着沉积物深度的增加 , 不同重

金属元素表现出不同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同一位置不同元素的季节性变化特征也不相同.不同元素的

季节性变化幅度总体上为 Mn>Fe>Zn>Cu, 反映出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及环境因素对其季节性变化

幅度的影响 , 如 Mn为氧化还原敏感元素
[ 11]
, 表现出最大的季节性变化幅度;不同元素在不同季节呈

现较大的差异 , 如梅梁湾 Mn和 Fe夏秋 >冬春 、 Zn和 Cu含量为夏 >冬 , 南淝河 Mn和 Fe冬 >夏 >

秋 、春 , Zn和 Cu冬 >夏.

　　太湖梅梁湾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幅度大于贡湖湾 , 巢湖南淝河大于派河 , 其原因在于赋

存在沉积物中不同地球化学相中的重金属元素的含量的差异 , 袁旭音等
[ 12]
采用五步提取法研究了太

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化学形态 , 发现处于湖湾区的梅梁湾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残渣态含量相对较

小 , 如 Cu的残渣态的含量约为 40%左右 , Wang等
[ 13]
采用 BCR提取法分析了太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

属的形态 , 沉积物中的 Zn、 Cu等元素存在较大的可迁移性 , 即其非残渣态的含量占相当大的比例 ,

因此梅梁湾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受到的外界影响较大 , 徐圣友等
[ 14]
采用 BCR提取法分析了巢湖沉积物

中重金属的赋存特征 , 结果表明南淝河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元素以非残渣态的形式存在 , 其中 Zn以铁

锰氧化物结合态为主 , Mn以碳酸盐结合态为主 , Cu非残渣态的比例也达到了 45%左右 , 因此其受季

节性变化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太湖 、 巢湖流域内不同的区域背景导致了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存在差异.太湖流域

内工业发展相对较早 , 流域内经济较发达 , 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较大 , 因此其季节性变化特征也

较为明显.巢湖南淝河流经区域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季节性变化 , 但由于人类后期活动(如清淤等)

对其的影响 , 因此 , 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并不能完全记录其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此外 , 流域内不同

的经济发展结构也是导致不同重金属元素季节性变化幅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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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Fig.2　Theseason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heavymetalsinthesedimentsofTaihulakeandChaohulake

3　结论

　　太湖 、 巢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总量均呈现出 Fe>Mn>Zn>Cu的特征 , 反映了区域内的地质背景
特性.太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季节性变化特征较为明显 , 且其季节性变化的发生深度与巢湖也有所不

同 , 流域内不同的污染状况是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

　　重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特性对其季节性变化幅度有很大的影响 , 总体上呈现出 Mn>Fe>Zn>

Cu;此外 , 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赋存的残渣态的相对含量差异导致同一元素在不同位置的季节性变

化幅度存在差异 , 如梅梁湾 >贡湖湾 , 南淝河 >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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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heavilypollutedareaswerechoseasthesamplingsitesofTaihulakeandChaohulake.Thesedi-

mentsweresampledindifferentseasons, withthesamplesseparatedat0.5cmintervals, Heavymetalcontents

(Fe, Mn, Cu, Zn)wereanalyzed, andthecontentsandseason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heavymetals

werediscussed.Comparisonsweremadebetweentwolakesandthesamelakeindifferentsamplingsites.The

resultsshowthattheorderoftheheavymetalconcentrationisFe>Mn>Zn>Cu, andtheorderofvariation

rangeisMn>Fe>Zn>Cu.Inlargeextent, theseasonalvariationrangeisaffectedbythe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oftheheavymetals.Thedifferentcharacteristicsofheavymetalelementscanbeattributedto

theregionaldifferencesanddifferentpollutionextents.

　　Keywords:sediment, heavymetals, contentcharacteristics, Taihulake, Chaohul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