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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
·

树轮 ��同位素示踪大气 ��污染历史的可行性

—来自贵阳附近几个树轮数据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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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种类型人为活动排放的 ��等重金属对

大气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

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及生

态环境安全
。

国内外科学家们根据 ��含量及 ��

同位素等特征研究大气 ��污染历史
、

污染程度以

及判别污染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

其中冰芯
、

湖泊沉积物及泥炭等都 已被证明是记录较长时间

尺度大气 ��污染历史的理想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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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将树轮作为研究大气 ��污

染历史的对象
，

并在欧洲几个地区的研究中取得了

成功����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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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更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树轮不适合于研

究大气 ��污染历史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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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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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运用树轮记录进行大气 ��污染

历史研究的可行性现在仍在讨论之中
。

国内尚没

有这方面的研究实例
，

为了研究较长时间尺度大气

��污染历史以及判别主要污染源
，
我们首先在贵州

境内选取几棵树进行了预研究
。

我们的研究对象均在贵阳附近
，

其中一棵香樟

树树龄在 ��� � 以上
，

生长于黔灵公园 �另外两棵松

树树龄均在 ��
�
左右

，

位于某森林公园之内
，

二者

相距约 ����
。

我们对松树进行了生长锥取样
，

香

樟树进行 了树盘取样
。

建立 了一套适宜的方法提

取上述样品中的 ��进行含量及同位素组成分析
。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

在 �� � 时间段内位于同

一公园内的两棵松树树轮样品的
�����������值呈现

不同的演化特征
�

其中一棵树��� ��������值在 ����

�����年由 �
�

��� 上升至 �
�

���
，

另外一棵在相同

时间段内由 �
�

���降低至 �
�

���
。

而贵阳大气颗粒

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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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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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 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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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松树中的

��应该最主要吸收于土壤中
，

而不是来 自大气
。

二

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的是各 自生长地土壤微环

境的差异
，

因为该地土层薄而且分布非常不均匀
。

土壤厚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大气沉降影响的缓冲能

力也不同
。

采于黔灵公园的香樟树轮样品在 ����

一����年间
， ’�����

��，��值呈现连续升高趋势
，
由

最初的 �
�

���变化至 �
�

��� �����年以后又开始降

低
，

到 ����年降至 �
�

���
。

在 此期 间 ��含量 由

����年前后的 �
�

�� ���
一 ‘
开始升高至二十世纪 ��

年代初的 �
�

�� � ��
一 ‘ ，
达到最高值

，

然后又逐渐降

低至 ����年的 �
�

�� ��
一 ‘
左右

。

这也说明该树种

主要以根部吸收 ��为主
，
由大气直接吸收的 ��对

树木贡献很少
，

至少并不是主要的途径
。

上述结果表明树木生长过程 中最主要 由根部

从土壤中吸收 ��
，

树轮样品的 ��同位素实际记录

的主要是树木生长阶段土壤风化产物的变化
，

而不

是大气重金属组成的变化特征
。

因此
，

我们人为树

轮并不适合于进行较长时间尺度的大气 ��污染历

史以及污染源辨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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