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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滇池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

戴 全 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拔 弓
,

是云南高原最大的断 层 陌 洛 棚

泊 为了查明滇 池 的 污 染 状 况
,

我 们 于

伪 一 年对该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状 况

进行了调查和采样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瑙研卸粉碎
,

过 目筛
,

装人瓶内备用 本

次除测定铜
、

铅
、

锌
、

镐
、

汞
、

铬
、

镍
、

钻
、

锰
、

钒

个重金属元素外
,

还测定了钡
、

铭
、

钦 个

元素 其中汞为汞蒸气冷原子吸收法
,

其余

均为 光谱法测定
,

标准回收率为 务 以

上
一

、

自然条件与工作方法

自然条件

滇池湖盆似肾形
,

南北长
,

东西宽

为
,

平均宽度为 面积为 弓

衬 平均水深  ,

最大水深 整

个湖体分为三个部分 即内草海
、

外草海和

外海
,

其中外海面积最大 该区属高原性
、

季

尸性亚热带气候 滇池基本上属半封闭性淡

水湖泊 滇池四周工厂较多
,

而且大多位于

上游 每 日排人的工业废水 万吨
,

生活污

水 万吨
,

主要毒物有福
、

汞
、

砷
、

铅
、

锌
、

铬
、

酚
、

氰化物
、

有机磷和其它有机化合物等

工作方法

根据滇池的湖盆形态及工业布局
,

全湖

共布设了 个采样点 见采样点分布图 沉

积物用彼得森采泥器采集
,

样品混合均匀后

装人土样袋内
,

风干
,

运回实验室 然后用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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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

夕 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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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滇池沉积物重金属采样点分布图

二
、

分析结果与讨论

滇池表层沉积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分

析结果见表
、

表
、

表

表 内草海表层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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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草海表层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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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

2

、

3 看 出
,

内草海表层沉积物中铜
、

铅
、

锌
、

锡
、

汞
、

铬
、

镍的含量均比外草海和外

海高得多
,

其中铜含量要比外海高 2
.
6 倍

,

铅

高 0
.
89 倍

,

锌高 1
.
76 倍

,

铬高 0
.
4倍

,

镍高 1
.
4

倍
,

而镐达 35
.
4pp m ,

比外海高 12
.
4 倍

,

外草

海表层 沉 积 物 中 铜 (150
.
lppm )

、

锡 (5
.
56

即m )
,

也比外海沉积物中高得多
.
这说明滇

池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 内草海 > 外草

海 > 外海
.

科 学
。

5 ,
·

2

.

滇池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量与其它地

区湖泊比较

根据国内外已报道的有关湖泊沉积物资

料
汇2 一41 ,

滇池沉积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
,

一般

要比其它湖泊沉积物高得多
.
就拿重金属污

染较轻的外海而言
,

铜含量要比瑞典湖泊高

2
.
5 倍

,

比太湖高 4. 4 倍
,

比都阳湖高 6 倍;铅

含量要比瑞典湖泊高 1
.
32 倍

,

比太湖高 3
.
39

倍
,

比都阳湖高 2
.
31 倍 ;锌含量比瑞典湖泊高

表 4

内草海

n一 6

滇池表层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平均含量与其它地区湖泊比较 (ppm )

\\\ 湖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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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滇池沿湖主要人污河道表层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t 表 (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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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科 学 8 卷 2 期

1
.
22 倍

,

比太湖高 3
.
16 倍

,

比都阳湖高 3
.
夕8

倍 ; 福含量比瑞典湖泊高 3
.
57 倍

,

比太湖高

14
·

l 倍
。

比都阳湖高 0
.
79 倍等

.
由此可知

,

滇

池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见表

4)
.

3
.
工业废水污染对滇池沉积物中金属元

素含量的影响

根据沿湖主要人湖河道调查
,

除外海昆

阳河未受到重金属污染外
,

其余各条河均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

甚至严重污染
.
如运粮

河 口
、

外海的磷肥厂污水排出口等都遭到相

当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
这说明滇池沉积物中

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各人湖河道 (见表 5)
.

属含量高得多
,

这说明滇池是重金属元素的

高背景区
.

2
.
滇池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较高的原因

一是与其地质有关 ; 二是由于工业污染所造

成
.
其污染程度是内草海 > 外草海 > 外海

.

3
.
滇池沉积物中镐的污染最为突出

,

其

次是铜
、

铅
、

锌和汞等
.

4
.
滇池是属于半封闭性湖泊

,

湖水对污

染物的稀释能力较差
.
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不

合排放标准的重金属废水进人湖内
.
对于已

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及湖区应采取积极的治理

措施
,

必要时应适当地调整其
_
}几游的土业布

局
,

以确保人体健康和生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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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滇池沉积物中重 金 属 的 采 样 分

析
,

得出下列几点认识:

1
.
滇池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水平与洱海

相近
,

但是要比其它地区湖泊沉积物中重金
1
3 1
L今 J

太湖流域水环境硝态氮和亚硝态氮污染的研究

马 立 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钱 敏 仁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氮素已成为日

益增长的环境污染物质
.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

来
,

对于水体氮素污染问题的研究
,

已在国际

上引起广泛重视
,

相继召开氮素水污染会议

和第 38 届诺贝尔关于氮的学术 讨 论会
‘, 一” ,

推动本项研究的发展
.
我国在此领域尚处于

起步阶段
.

环境氮素污染对于人畜健康的 危 害性
,

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
胃癌可能与饮水和

蔬菜硝酸盐增高有关卜
‘, ; 启东县饮水中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含量与 当地肝癌死亡率呈正相

关 ; 林县井水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与食管

上皮重度增生和食管癌患病 率呈 正 相 关
‘, , .

这是因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饮食品中含量

高
,

有利于致癌物质 N 一亚硝胺的体内外合

成之故
.
水体和土壤氮素含量高则是导致饮

食品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高的直接原因
.

所以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氮素污染是
一

与人畜

健康依关的问题
.

太湖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工 农 业生 产基

地
,

人 日稠密
、

生产集约
.
近年来本区工业

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极为迅速
,

排污量 与日

俱增
.
本区农业集约化程度高

,

化学氮肥施

用量逐年递增
,

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

因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