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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塘坝壶瓶碎米荠超富集镉的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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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新塘乡双河村渔塘坝是我国首次发现独立硒矿床的地方，该矿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碳质硅质

岩/页岩段中硒的异常富集形成了独立矿床，上世纪六十年曾发生世界上首例人群硒中毒事件，一直为

国内外地方病研究特别关注，大量学者对该区硒的地球化学与硒中毒地方病做了大量的研究。地质地

球化学调查发现，该硒矿区成矿元素硒的伴生元素镉也高水平暴露，矿区环境为高镉地球化学背景。

为了查明壶瓶碎米荠超富集镉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以便将该植物应用于镉污染修复治理，本研究对

渔塘坝硒矿区进行了初步的 Cd 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采集矿区矿石、围岩、土壤、水体及碎米荠植

物大量样品，对这些矿区介质的镉含量进行了大量分析，查明渔塘坝矿区表生环境 Cd 迁移、分布、

转换及富集的规律，从而探讨碎米荠超富集镉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结果表明，矿区环境介质中 Cd 的含量分析背景值分别为：(1)岩石、矿石：富硒碳质岩或硅质岩

矿石中的 Cd 含量平均值为(0.96~40.40 mg/kg)，石煤硒矿石 Cd 平均含量为(1.19~7.98 mg/kg)，矿区属

于高 Cd 的地质背景，与地壳克拉克值相比，其富集系数高达数百倍之多。(2)土壤：矿渣堆风化土 Cd
平均含量为(5.23~184.50 mg/kg)，农耕土壤 Cd 平均含量(2.20~22.31 mg/kg)，远高于一般土壤(0.01~0.70 
mg/kg)，基本在数十倍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渔塘坝硒矿区岩石矿石不仅富硒，而且富 Cd，矿区岩石矿

物在表生地球化学作用下，风化淋溶为矿区环境 Cd 高水平暴露及发育富 Cd 超富集植物提供了充足

Cd 来源。(3)水体：溪流源头 Cd 的浓度为 0.023 mg/L，而当小溪流经矿渣堆时 Cd 浓度高达 0.277 mg/L,
远超过农用水作灌溉的＜0.01 mg/L 的国家标准，表明流经矿渣堆附近的溪流重金属污染严重。(4)植
物：主要针对以前研究发现的碎米荠超富集硒植物进行了镉的分析，结果为壶瓶碎米荠地上部 Cd 的

平均含量为(211.35~1088.50 mg/kg)，地下部 Cd 的平均含量为 172.40~505.83 mg/kg，富集系数为

26.09~234.25，转移系数为 1.56~3.35。显而易见，壶瓶碎米荠植物 Cd 含量远大于 100 mg/kg 的超富集

植物临界值(Chaney et al.,1997)，根部向地上部转移的系数也大于 1，说明碎米荠植物可能为超富集 Cd
植物。前人(邵树勋等，2007；Yuan et al., 2013)的研究表明壶瓶碎米荠是超富集硒植物，我们的更进一

步研究说明此植物是超富集硒、镉等多元素的植物，是修复硒、镉等多元素复合污染的一种新材料，

具有用于植物生态修复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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