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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值影响因素分析

王 新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 沈阳

摘耍 主要研究了土类
、

母岩
、

质地
、

有机质
、

土地利用方式
、

地貌等不同上壤环境因子对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值的影

响
,

通过各环境因子变异系数的计算得知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利用方式和母岩 给 出了大连市土壤中汞的 自然背景

含量 分析表明 , 大连市 土壤汞背景值偏高是 由于母岩的不同及工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所致

关镇词 土壤背景值 , 环境 , 汞元素
,

地球化学

汞在生态系统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有害元素
,

汞

与其它元素有所不同
,

在各环境要素中可在三态间不

折地循环转化 人类的工农业生产活动可使一部分汞

徘放进人环境中
,

污染大气
、

水体及土壤 就土壤而

言
,

汞主要来自岩石的风化
,

其次大气降水等也能给土

壤带来一部分汞 土壤汞含量的变化因不同地区主导

因素的不同而其影响深度也不尽相同
,

本文主要探讨

各种环境因子对大连土壤中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

给出

其自然背景含量
,

阐明该市土壤中汞背景值偏高于辽

河平原的原因
,

为本地区环境质量研究
,

制定土壤环境

容量
,
土壤环境标准及土壤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一
、

样品的采集
、

分析及数据处理

样品的采集

为了使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
采样时应避开外

污染的影响 根据不同土类
、

母岩的特点共采集土壤

剖面 个
,
每个剖面按

、 、

三层取样
,

采集样品

共计 个
,

采样量控制在 ,

分析方法

土壤中汞元素的分析方法为
, 一 ‘一 , ,

样品在 斗 型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测定 为保证

分析测试数据准确
、

可靠
,

选取 平行双样重复
,
相

对偏差
,

在要求的精度范围内 采用
一
标

准样品控制分析测定的准确度

数据处理

用
、

法对汞元素的分布类型进行总体

检验
,
之后再用

,
进行结果验证

,
最后确定

汞频数分布类型为对数正态 因此在本报告中所用的

数据其结果采用几何均值和几何标准差表示 将汞原

始数据用 法进行异常值剔除
,

共剔除 个样

本

将其背景含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及我国部分城市

相比较绘出柱状图见图

,

幻

〕之

,

￡且喇和

世界非洲瑞典美国大加拿荷且二日本辽宁大连辽河平原沈阳广东上海南京北一尔

图 大连市与我国部分城市及某些国家

土壤汞背景含量 比较

表 大连市土镶中汞背景值
, ’

样本个数
测值全距

几何均值
几何标
准差

一
。

 

背冕值镇围

一上竺竺
’

‘’一 “ , ’

二
、

大连市土壤中汞的背景值

大连市土壤中汞的背景含量范围 在 。 一

二 之间
,
平均值为 。 统计计算结果见表

均 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值的获得是按四种土类均值
、

标
准差及分别 占全市总面积的百分数计算得到

由图 可看出
,
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含量水平在

世界土壤汞含量的范围内 。
·

。 一
〔’ ,

与其

他国家相比
,

属中等含量水平
,

但却高于 辽 河 平 原

及辽宁省 土壤汞背景值

含量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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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连市不同土类汞背景含

土 类 样本个数
测值全距 几何均值 几何标准差 差异显著性

辽宁省不 同土类
背景含量

辽河平原不 同土类
背景含量

‘
‘

棕壤

草甸土

盐土

风沙土

水稻土

一
。

一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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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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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连市土壤汞背景值影响因案

土壤类型对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土壤类型不同其成土过程也各异
,

大连市不同土

壤类型汞背景值列于表

从表 结果看
,

不同土类汞背景含量的趋势是 盐

土
、

水稻土 棕壤
、

草甸土
、

风沙土 盐土是在特殊环

境条件下形成的水成土
,

大连市滨海盐土 值范围

在 一 之间
,

值高抑制了土壤汞的迁移
,

使其在土壤中相对积累 水稻土由于长期处于农田
、

化肥
、

农药及灌溉等状态
,

这些农业措施可带入一部分

汞进入土壤中
,

增加了土壤汞含量 在这几种土类中

风沙土汞含量最低 风沙土机械组成偏砂
,
含大量石

英颗粒
,

风化释放出来的微量元素甚微
,

因此土壤汞含

量偏低

母岩对土壤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一般由母岩决定 岩石中

汞含量范围在 , 一 之间
,
大多数小于

和变质岩中汞的丰度较高

不同质地对土壤中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
,
物理性粘粒含量百分数高

,

质地粘重的

土壤其汞含量偏高
,

将不同质地汞含量进行了统计计

算
,
详见表

表 不同质地的土雄中汞背景含量

质 地 样本数
物理性粘拉含量百分数 背景

含量

紧砂土

砂壤土

轻壤土

中壤土
、

重壤 士

一

一

一

一

一

。

弓

崎

。

。

将大连市不同母岩汞含量进行了统计
,

详见表

表

母 岩

发育在不同母岩上棕壤 层

汞背景含盆

叭如奋气

样点数
背景

含量
差异 显著
性检验

辽河平原土壤
背景含 量

黄土状母质

片麻岩

石英岩

红 土

石灰岩

砂页岩

板 岩

基性岩

。

 

。

斗

。

斗

 

 

 

。

。

。

。

 

由表 看出由不同母岩发育的棕壤中汞含量有如

下趋势 红土
、

砂页岩 石英岩
、

板岩
、

石灰岩 黄土
、

片麻岩 基性岩 在红土 上发育的棕壤中汞背景含量

最高
,

其次为沉积岩
、

变质岩 匕的棕壤
,

而发育在火成

岩上的棕壤汞背景含量偏低 这一结论与  

研究结果相一致
『’ 1

.

研究表明
,
同火成岩相比

,
沉积岩

表 咯结果表明
,

在不同质地的土壤中汞背景含量

有如下趋势: 重壤> 中壤土> 轻壤土 > 砂壤土> 紧砂

土
,

反映出在质地粘重的土壤中汞背景含量高的特点
.

N orris h 曾指出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与质地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
【‘ ’

.

我们将大连市土壤汞背景含量与粘粒含

量进行了相关分析
,

相关系数
犷
~ 0

·

3 5 2

,

R.

,

~ 。
·

3 0 4
,

,
> R

。 ,

表明大连市土壤汞背景含量与粘粒含量呈正相

关
.

4
.
有机质含量对土壤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
,

土壤有机质表现为对汞元素的富集
,

这

是因为腐殖质与汞元素有极强的鳌合力
.
另一方面

,

土壤腐殖质有很高的阳离子代换吸附能力
,
可大量地

吸附汞元素
,

并在腐殖质层富集
.
土壤有机质对微量

元素的富集报道较多
‘’, ‘’

.

本研究将大连土壤中汞含

量与有机质含量进行了相关分析
,
相关系数

尸
~

0
·

2 5
4

R
二 二 。

.
30 4 , ,

< R
。 : ,
结果表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与

土壤中汞含量不呈正相关
.
这主要是因为土壤成分复

杂及各组分的不同组合所造成的
.

5
.
土地利用方式对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不同
,
自然在农业生产措施上有所

差异
,

这种差异影响了土壤汞背景含量 (见表 ,
)

.

由表 5可知
,
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汞背景

含量的趋势为: 菜田 > 水田 > 荒地> 早田
.
菜田汞含

量高与农业生产活动频繁有关
,

菜 田不断地进行喷洒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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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旗汞背景含t (ppm )

学 13 卷 3 期

土地利用方式 样 本 数 1 土壤 H g 背景含量

菜田

水田

荒地

旱f王l

8

2

4 4

3 斗

0
。

1 4
6 9

0

。

0 7 9 3

0

。

0 6 L
I斗

0
.
0 5 5

农药
、

施用化肥
,

灌溉等农业生产措施
,
这样可将部

分汞带入土壤中
.
水田同样也受到农业生产活动的影

响
,

而旱田和荒地土壤汞背景含量略低
.

6
.
不同地貌条件对土壤汞背景含量的影响

地貌条件的不同影响着土壤化学元素的迁移
、

积

累
、

淋溶和沉积
,
使土壤元素含量的再分配受到影响

.

一般来说凡是和粘粒含量呈正相关的元素 (汞与粘粒

含量呈正相关)
,

其元素含量均由高地形部位向低地形

部位增加
‘”
.

表 6 发育在不同地貌部位上土壤
中汞元素加权均值 (ppm )

地貌部位
(海拔高度)

丘顶或坡上 (> 60 m )

中坡或坡麓 (30 一60 m )

沟谷或槽冲 ( < 30 m )

土壤类型

棕壤性土

棕壤

潮棕壤

}
;、、二 、

⋯A层 H : 元

⋯书万
{
广黑夕

兰亨

{
U’

‘ , 。

1

”
·

‘“

}
”

·

”“
}

”
·

‘今

由表 ‘看出
,

因低洼地带可过多地接受坡上下来

的物质
,

致使土壤汞含量偏高
.

综上所述
,
将以上各土壤环境因子进行变异系数

计算
,

结果见表 7.

表 7 各土壤环境因子变异系数

1
.
工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经调查确认大连化工厂
、

大连第二发电厂是汞排

放的重点污染源
,

大连化工厂 198, 年工业废水汞排放

量为 0
.
0147 t, 占全市工业废水汞排放量的 98

.
“%

,

大连第二发电厂在燃煤
、

燃油过程中可释放汞
,

这些

工厂都座落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内
,

造成该区土壤汞背

景含量比其它区域偏高(甘井子区 Q
.
0 77pp m ,

金州区

0
.
0 5zp pm 、

旅顺 口区 o
.
o 74p pm )

.

2 .农业生产措施的影响

( l) 施肥 据资料记载
〔” ,

肥料中也含有一定量

的汞
.
我们将大连化学肥料进行了汞含量分析

,

其含

量范围为 0
.
12 一 ,

.
0 9 p p m

,

根据大连市化肥年均使用

量计算得出每年约有 13斗。克汞随化肥使用而进 入 土

壤中
,

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使汞在土壤中积累
.

(2) 农药的使用 大连在 196 , 一1972 年之 间 使

用了含汞制剂的农药赛力散
、

西力生
,

这样连续几年的

使用造成汞在土壤中的残留
.

‘3) 灌溉 灌溉水中汞含量超标
,

使汞在土壤中

累积
.
大连甘井子辛寨子污染区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

截流大连市北部 12 个排污 口的污水进行灌 溉
,

灌 溉

水中汞含量为 0
.
。。1 4 m g

/
L ,

大于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
.
o 0 1 m g /

L
.
近 20 年连续不断的灌溉造成汞在土壤

中的积累
.
我们对接受灌溉的土壤进行汞含量测定

,

其含量为 。
.
18 一2

.
6gp p m ,

超过世界土壤汞含量的 26

倍
.

王硕珠境 ⋯.
竺墅一}Hg_变异 {
系数 }

土类 质地 {
__

_
_ {

五
、

小 结

1.在诸多因素中
,

影响大连市土壤汞背景含量的

主要 因素为土地利用方式和母岩
.

2.造成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含量偏高于辽河平原

的主要原因是母岩本身特性及大连工农业生产活动的

影响
.

0.207 0.30牛

母岩
⋯击毕塑{

地貌 类型

蕊⋯信⋯、 参 考 文 献

由表 7 看出
,

土地利用方式和母岩的变异系数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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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土地利用方式和母

岩是影响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含量的主要因子
.

四
、

造成大连市土攘中汞背景含t 偏高的原因

对大连市工农业的实际调查及统计结 果 分 析 判
·

断
,

造成大连市土壤中汞背景含量偏高于辽河平原的

原 因是:

(一 ) 母岩本身特性

大连土壤主要发育在石灰岩
、

片麻岩
、

石英岩上
,

而迁河平原土壤主要发育在花岗岩及黄土母质上
.
沉

积岩
、

变质岩的母岩本身汞含量就高于火成岩及黄土

母质
,

因此造成其汞含量的差异
.

(二) 工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Baker D E ; Chesnin L
. A d 夕

.
1
,

A g 尸 0
. ,

1 9 7 ,
,

2 7 :

3 0
5

石油化学工业部化工设计院
.
国家公害资料

—
污染环

境的工业有害物
.
北京: 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 ,

19 8 6:

1 6 4 一186

F ldng an F J
.
G 廿 o c h r阴

.
C o 了m o c

h i
月
.

A
e , a

. ,
1 9 7 3

,

3 7
:
1 1 8 9

N
o r r

i
s

h K l 邢 T
r a c 廿 E I

‘m 廿摊 t s i ” 5
0
1 1 P l

a ” t
A
”
i

m
a
l 国夕了r 君仍

5 .,
N

e
w Y

o
r

k

,

A

e
a

d

e

m i

e

P

r e s s

,

1
9 7

4
:

5 5 一 82

Se hn itzer M : K h an 5 U
.
H “ 房ic S u b rra ” c 亡5 i

n t人亡

E
n F 君r o ”

.
N
e w Y o r

k
,

D

e

k k

e r

,

1 9 7 2
:

2
0

3 一247

A driano D C
. I月 T

r a c 己 E I
己勿 e n , s ‘” T

‘r r e s , r
i
a

l

E
n 少

i
r o ”

.
N

e w Y
o r

k
,

S
P

r
i

n e r
V

e r
l

a
y

,
1 9 8 6

:
1一4 5

陈静生
.
中国环境监测

. 198 7
,

3 ( 2
)

:
39

张玉良
.
农业化 学与生物圈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
,

1 9 8 7 : 2 一3一 216



月U A N JI N G K 万X U 石 V ol
.
13 N o

.
3 1992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 ental Seienee

of 1llaCefatlon
treated with

认 a s

e o n tr o
l

o
b
v
i
o u s

ly h ig h
e r t

h
a n r

h
a r

50
12 ( F > F

o
.
。: ,

p < 0

.

0 1
)

.

o
f t

h
e l a n d i

n r
h

e s u
b u r

b s

o
f

r
h

e

T h
e

e e

l l
s

r e s u
l
t s

5
l
i o

w r
h

e

C l t l e s
。

p

o

l l
u r

i

o
n o

f
t
h

e
L
w

o

K

e
y

w

o r
d

s :

m i

e r o n u c

l

e u s
t

e s
t

, ,
i
c

i
a

f
a

b
a e e

l l
, 5 0

1 1

P
o

l l
u t

i
o n

.

P
r a g

m
a t i

z e
d S t a t i

s * i
e s

f
o r

D
a t a P

r o e e s s
i n g i n

R a d i o a e * i , i * y
M

e 丘s u r e m
e n t o f E . 云r o . m en tal

S a m p les
.
H an S ho ulin g (L i

aon ing Institute of L ab -

o ur and H yg iene ,

S h
e n y a n

g

.

)

:
C h 亩。

.
J
.

E
。 ,

i
r o n

.

s
‘
1
.
,

1 3
(

3
)

,
1 9 9 2

,

p p

.

7 7 一80

山m p
rehensive diseussions and analysis were perform ed on the

processilig of data from the determ ination of the eonrent of

radioaetive nuelein in environm ental sam Ples, i
n e

l
u

d i
n g t

h
e

i

t :
d g e

m
e n t o

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r e s u

l
t s ,

d
e r e e t

i

o n
l i m i

t , t r e a t
m

e n t

o
f

t
h

e
d

a t a
l

o r s a
m P l

e s w i
t

h
e x t r e

m
e

l y l
o w l

e v e
l
3 o

f
r a

d i
o a -

c t
i

v

i
t y a n

d
t
h

e u n e e r t a
i
n t y o

f
t

h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r e s u

l
t s

.

T
a

k i
n g

t
h

e n e w t
h

e o r
i
e s

f
o r

d
a t a t r e a t

m
e n t a n

d
a n a l y

s

i
s

i
n t o c o n -

s

i d
e r a t

i
o n , t

h
e P a P e r

P

r o P o s e

d
s e v e r a l f u n c t i o n a l d a t a

P
r o e e s s -

i n g a P P r o a e
h

e s
.

K

e
v w

o r
d

s : r a
d i

o a c t
i

v
i

t
y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 s t a t
i

s t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

E
n , i r o n m

e n t a l Q u a l i t y A
s s e a s

m
e o * . n d C o u n t e -

r m
e a s u r e s f o r P o l l u * i o n C o n * r o l

,
F l u o r i n g P

o
l l u

-

t i
o n S

o u r e e s
i n S h a n g h a i Z h

u

W

o n

i
i
a n

g
,

z h
a n g

Y
o n g m i

n
g

,

P
a n

L i
a n

g y i
n

(
S h

a n g h
a

i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C

o -

l l
e g e ,

S h
a n g h

a
i

)

:

c h i
o

.

J

.

E
, ,

i
r o ,

.
s

c
i
. ,

1 3
(

3

)

,
1 9 9 2 ,

P P
.

8 1一8弓

Flu ofin e eo nten ts o f a tm o sp l
zere, r

i

v e r
w a t e r , 5 0

1 1
, a n

d p l
a n t s

w e r e s u r v e y e
d i

n t
h

e s u r r o u n
d i

n g a r e a s o
f f

o u r t e e n

ma
i

o r

f l
u o r

i
n e

P
o

l l u t
i

o n s o u r c e s
i

n
S h

a n g h
a

i

.

A l l
t

h
e

d
a t a o

b
t a

i
n e

d

f
r o

m tk

e s u r v e y w e r e t r e a t e
d w i

t
h

s t a t
i

s t
i

e a
l m

e t
h

od

, t
h

e

r e a s

on

a
b l

e
w

e
i g h te d

v a l u e s e a
l

e u
l

a t e
d b

a s e
d

o n t h e s e r
i

a l

e o
m P l

e x

me

t
h

od

, a n
d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q u a
l i

t y w
a s e

l
a s s

i f i
e

d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i
n

d
e x r a n g e

.

B y u s
i
n g t

h
e

f i g u r e o
f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e n v

i
r o n

me

n r a
l q

u a
l i

t y
, t

h
e e x t e n t o

f

i
n

f l
u e n e e o

f
e a c

h m
a

j

o r P o l l
u t

i
on

s

ou

r c e o n
i
t s s u r r o u n

d i
n g

a r e a w e r e e v a
l

u a t e
d

.

T h
e r e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s e q u e n e e o

f

t
h
e e x t e n t o

f P o ll
u t
i
o n o f t

h
e so u r e e s a r e

f
r e o n 一

P
r o

d
u c

i
n g

c
h
e
m i

e a
l w o r

k
s ,

i

r o n a n
d

s t e e
l w or k

s a n
d

e n a
m

e
l w a r e

f
a e -

t o r
y

,
g l

a s s
f

a e t o r
y

, a n
d P h

o s
P l

l o r u s
f

e r t
i l i

z e r w o r
k

s w i
t
h

t
h

e

l
a s t o n e

h
a v i n g m i l d

e s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i m P a e t s
.

A
s

f
o r t

h

e

b
r

i
e

k
a n

d
t
i l e

f
a e t o r

i
e s , s o

m

e
h

a

d
s e v e r e a n

d

s o l l l e
h

a
d m i l d

i
n f l

u e n e e o n t
h

e
i

r s u r r o u n
d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

T h
e r e f o r e , t

h
e

c o u n t e r

m

e a s u r e s
f

o r
p

o
l l u t

i

o n c o n t r o
l f o r e a e

h p o
l l u t

i
o n

s o u r e e s
h

o u
l d b

e v a r
i
e

d
a e e o r

d i
n g t o

i
t s o w n p o

l l
u t

i
o n c o n

d i

-

t
i
o n s

.

T h
e s e e o u n t e r

m
e a s u r e s

i
n e

l u
d

e
m

o v
i
n g t

h

e
f a e t o r y

a
w

a
y

, s t o
P P i n g t h

e

m

a n u f a e t u r e o f o l d P
r o

d
u e t , r e

d
u e i n g

t
h

e a
m

o u n t o
f

PO
l l

u t a n t s , r e
f

o r

m i
n g P r o

d
u c t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 e n -

f o r e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d i m p
r o v

i
n g t

h
e

d i
s t r

i

-

b
u t

i
o n o

f
a g r

i
c u

l
t u r e

.

K

e
y w

o r
d 鱿 f lu o rin e P o llu tio n

, e n v
i

r o n
m

e o t a
l q

u a
l i t y

a s s e s s
m

e n t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q

u a
l i t y e o n t r o

l

.

A
o a l y s

i
s o f F a e t o r s

A ff

e e t i n g B 扭e k g r o . n d V d
o e s

o f H g i n 50 1 1 5 o f D a l i a n
.

W
a n g X i n ( I

n s t i t u t e of

A p p l i e d E c o l o g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S h
e n

y
a n

g
)

:
C h 万,

·

J

.

E
。 ,

i
r o ,

.
S

e
i
. ,

1 3
(

3
)

,

1 9 9 2

,

P p

.

8 6 一88

T lie paPer m ain ly diseusses diffe工e n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c t , r s ,

s u e
h

a s 5 0
1 1 t y P e ,

P a r e n t r o e k s
,

t e x t u
r e , o r

g a n
i

c
m

a t t e r ,

l
a n

d

-

u s e t y p
e s a n

d l

a n
d f o r

m

,
w h i

e
h

a
f f

e e t
b

a e
k g r o u n

d
v a

l
u e s o

f

m
e r e u r y i

n 5 0
1 1 5

of

Da

l i
a n

.

T h

r o u g h
e a

l
c u

l
a t

i
o n o

f
v a r

i
a

b l
e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e a e
h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c t o r ,

i
t w a s

f
o u n

d t五at

tlie b a
e
k g
rou n d v a lu es of H g in 50115 a re m ain ly affected 场

land一u s e t y P
e a n

d P a r e n t r o e
k

.

T h
e n a t u r a

l b
a e

k g
r o u n

d

v a l u
e s o

f H g i
n 5 0

1 1
5

of D
a
l i

a n w a s a
l
s o o

b
t a

i
n e

d

.

T h
e

b a e
k g

r o u n
d

v a l u e s o
f H g i

n 5 0
1 1

5 o
f D a

l i
a n a r e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i
n

L i
a

oh

e R i
v e r

P l
a
i
n

b
e e a u s e o

f d i f f
e r e砒 P arent r沉k s

and in dustrial or agricultural aetivities
.

K e y w o r d s: baek grou nd values in 5011
,

H g

,

D
a

l i
a n

·

A
S

t u
d r

o t.

M

a o u
f

a
e

t u
r

i
. g

M

a n u
r e

w i t h F i
o

e

C
o 压1 A

s h i n P o w
e r S t a t云o n

·

C h
e n

g S h
u

i y
u a n

,

B
a

i

T i
a n 二

i
o n

g
,

S u n
Y
。。

h
e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f
E
n v

i
r o 。。。·

n t a
l E

n
g i

o e e r
i
n

g
,

H
e

b
e

i I
n s t

i
t u t e

of
C h

e
m i

c a
l T

e c 五n
-

o lo g y a n d L ig h t In d u otr y
,

S h i
j

i
a z

h
u a n

g
)

,
Z h

a o
Y i

n
g

(
E l

e c t r
i

e
i

t y a n
d T

r
i

a
l I

n s t
i

t u t e

of
H

e
b

e
i P

r o v
i

n c 。
)
:

C 人in
.
J
.
E 。 ,

i
r o o

.
占c i

. ,

1 3
(

3
)

,

1 9 9 2

,

P P

.

8 9 一90

A feasibility study on m anure m anufacturing w ith fine eoal
ash w as Perfo:m ed

.
Af
tor t

址
apatite fluxing agent and

additives w ere m ixed w ith fin e eoal ash in aPProPriate Pro-

即
rtion and m elted , n o n 一

d i
s s o l u b l

e e o
m P

o n e n t s
i
n t

h
e

m i
x t u r e

w e r e e
h
a n g e d i nt

o
d i

‘s
ol
u
b l
e e l

e

毗
nts w hich co uld 比 ab‘o r-

b
e
d b y P l

a n ts
.

Th

e
f or m

u
l
a t
i
o n o

f m
a t e r

i
a
l
s a n

d
te e

h
n o

l卜

gieal c on d ition s w ere sc reen ed th rou g h h u n d red s Of fu ‘i o n

e 又P e
r
im

e n t s a n
d

t
h
e o p t im

a
l b

u r
d
e n P a

r a
m
e te r s a n

d
te c

h
n o 王。

gieal e on d itio n s w ere o b ta in ed
·

T h

e e o n t e n t

of

t

h

e

f i

n e e

oa
l

a s

h i

n t

h

e s t u

d i

e

d m

a n u r e c o u

l d

r e a e

h

t o

4 0 %

.

T h

e

m

a n u r e

h

a ‘ t
h
e

f
u n c t

i
o n o

f
e o

m p o u n d m
a n u r e a n

d
t
h
e re

f
o r e

b
a s

g o o d
e
ff
e e t o n P l

a n t g r o w t
h
.

K
e y

w
o
月
s: fine eoal ash ,

m
a n u r e ,

f
u s

i
o n , a

p
a t

i
t e

.

一一一
、

~

r

一
一 产一一一 一一 一~ 、 一一 沪产一~ ~

~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
一 一一了

~

洲、

~

产 甲浏 甲
,

、一
~一 以~~ ~ ~ ~ 、

~ 一一一~
一一~

沪一

-

一

一一
~~一 产一 一~

~
~
~一

( 上接第 93 页)

图
.
在该图中

,

关键是有一个得力的执法部门按照总

量控制实施流程行使监督和管理权力
,

并能作到秉公

执法
.
在我国

,

这样的行政管理机构就是各级环境保

护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