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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 在 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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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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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听

一
、

天然土壤中汞的来源

汞以低浓度广泛地存在于地壳中
,

主要

以辰砂形式存在于岩石中 由于汞具有独

特的化学性质 亲硫性
、

吸附能力强
、

易形成

络合离子
、

低温条件下可呈气态存在
,

所以

汞可以硫化物
、

硒化物等形式存在于地质体

中 汞还可以与许多矿物结合存在 于母 岩

中
,

也可存在于煤
、

石油和夭然气中切 母质

在风化成土过程中
,

一部分汞仍以原生矿物

存在于土壤和水体的底质中
,

还有一部分汞

从矿物中释放出来
,

与阴离子 一 、

夕
一

等

或有机质等结合形成新的化合物或 络 合物
,

大部分在土壤和底质中累积 在还 原 条件

下
,

可以形成金属汞在环境中循环 土壤中

带负电性的胶体 如 。
仇 和粘土等 也可吸

附固定土壤中的汞 土壤中的汞可通过雨

水冲刷进人水体或由高温蒸发进人大气
,

随

着雨雪淋洗大气 引水灌溉或泛滥等
,

使汞

又被土壤吸附 在未受人为污染的情况下
,

土壤中汞的进出量 受到 多种 因素 的 控 制

印 对未开垦且未受污染的土壤中元 素

的年进出量进行了考察
,

得出由岩石风化
、

降

尘和降雨
、

生物体腐烂等进入土壤中的汞量

与由雨水冲刷土壤带人海洋和蒸发进入大气

中的汞量基本保持平衡的结论

二
、

土壤中汞的含

土壤中微量元素主要来源于成 土 母 质
,

不同母质中汞含量水平不同
,

因此
,

对土壤中

汞含量贡献也会不同 表 列出主要火成岩

和沉积岩中汞的含量

土壤中汞含量还受到土 壤 中的 胶 体 成

表 主要火成岩和沉积岩中汞含盆
【 ,

。类 火 、 、, 沉积岩

岩性或 , ‘ 山 “ 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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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些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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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有机质含量邸
, 、 土壤形成过程中的物理

化学条件等因素的控制 不同地区的土壤母

质
、

成土物理化学条件等都不可能相同
,

因

此
,

土壤中汞含量可能有很大差异 见表

土壤中汞含量与土壤类型也可能有一定

的关系 从表 可以看出
,

即使同一地区的

不同土类中汞含量也有明显的差别

土壤中汞含量的另一个特点是垂直分布

的不均匀性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

汞在

表土中的含量普遍要比底土中的含量高
,

有

的相差几倍 添 沪
, 认为

,

汞在开垦和未

开垦的同类土壤中的天然分布应是 相 同的

在底土中汞含量通常很低 一  
,

而

在表土中汞含量可 达 底 土 中含 量 的 一

倍 图 给出五个剖面中汞含量的垂直分布

情况 广东地区的汕 剖面中表土汞含量约

为底土汞含量的 倍
,

其余为 一 倍左右

三
、

土壤中汞含 的频数分布类型

 !, , 认为
,

在火成岩中很多微量元

素含量的频数呈对数正态分布 因此
,

由火

成岩发育的土壤
,

其相应的微量元素含量的

频数也可能呈对数正态分布 上面已论述了

本文承南京土壤研究所杨国治 , 唐涌六等同志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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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念 五个地区土城中汞含工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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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土壤背景值协作组提供的数据

表 不同土类中汞含 平均值 即

土土 类类 采样样 层次次 算术值值 几何值值 土类类 采样地区区 层次次 算术值值 几何值值
地地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淋淋溶揭土    北京京 全土土
。

潮土土 天津津 表土土
。 。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土土
。

   
。

碳碳酸盐褐土    北京京 全土土
。 。

   赤红壤壤 广东东 表土土
。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土土
。

黄黄棕壤    南京京 全土土
。

 
。

水稻土土 广东东 表土土
。 。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土土
。 。

   

黄黄刚土 南京京 全土土
。

紫色土土 广东东 表土土
。

   
。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土土
。

灰灰潮土 南京京 全土土
。 。

绿洲黄上上 吐鲁番番 表土土
。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土土
。 。

   

盐盐化潮土土 天津津 表土土
。

石膏棕漠土土 吐鲁番番 表土土    

底底底底土土
。

   
。

       底土土

褐褐土土 天津津 表土土
。

   棕色荒漠土土 吐鲁番番 表土土    
。

   

底底底底土土
。

斗
。

       底上上
。 。

除  中的算术值来自文献 〕外
,

其余数据均由中国科学院土壤背景值协作组提供

土壤中汞含量  生壤中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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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个土镶剖面中汞含量的垂直分布



土壤中汞含量与成土母质
、

土类及成土过程

中的物理化学条件等密切相关
,

而且各地区

的成土母质并非单一 为合理地表达土壤中

汞含量和研究土壤中汞水平分布规律
,

对土

壤中汞含量的频数分布类型进行检验 图

科 学 峪 卷 ‘ 期

为北京
、

天津
、

吐鲁番
、

广东四地区土壤中汞

含量的对数正态概率图 此外
,

还用 扩 。

或 留 。 《 检验对这些地区土壤中

汞含量的频数分布类型进一步进行判断
,

结

果见表 根据图 和表 斗,

可以认为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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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京  天津 吐鲁番 ,
,

广东 四地区土壤中汞含量频数分布曲线

汞在表土中分布 又 汞在底土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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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区区 层次次 检验方法法 之几或 砂 值 置梢系数数 分布类型型

北北京京 表上上 平平 户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丫丫 户毛 弓弓 近似对数正态态

天天津津 表土土 ,
。

9
>
户> 0

.
7 555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XXX 7
.
60 (

。
= 斗))) 0

.
2 5 > 户> 0

.
111 对数正态态

吐吐鲁番番 表土土 咚咚
0.956(N一 呼4 ))) 0

.
弓> 力> 0

。

lll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苦~~~
3
.
7 3 4

(
。二 1))) 0

.
1> 户> 0

.
0 555 近似对数正态态

广广东东 表土土 砂砂 0
.
782 (

,
= 1 ))) 0

.
5 >

户> 0
.
333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犷犷 5
.
936 ( , 二 2))) 0

.
1> 户> 0

.
0 555 近似对数正态态

南南京t
, 。111 全土土 x22222 0

.
5 > 户> 0

.
333 对数正态态

* N 为样品数 , 。 为自由度

汞含量的频数皇对数正态或近似对数正态分

布
.
土壤中汞的背景水平应以几何平均值表

示更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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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苗木对

田砚亭

35502 的吸收和运转

孟庆英 王华方
(北京林学院同位素实验室)

本工作利用同位素示踪 法研 究苗 木 对

Sq 吸收和运转的规律
,

试图为筛选抗性树

种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选择生长正常的一年生早 柳 实 生

苗
、

垂柳营养苗
、

1一2 年生洋白蜡
、

山桃
、

兰

按
、

银桦
、

滇杨植于花盆内
,

缓苗后用塑料布

包裹好盆淋
,

放人自制熏气箱熏 飞O
刁

1 天
,

用 I
:一K l 液吸收剩余气体

.
取样后进行

: (l)

宏观整体自显影 ;( 2)光镜自显影 ;(3)用液休

闪烁计数器测根
、

茎
、

侧枝
、

叶的硫
一

35 含量

和含硫
一
35 氨基酸含量

.

(二) 比较摘叶与不摘叶的兰按
、

滇杨苗

木熏
”5 0

2
后根

、

茎
、

叶含硫
一
35 量

.

(三) 取早柳
、

洋白蜡
、

滇杨
、

银桦做茎环

割术
,

测量切口上下部的放射性强度
.

取旱柳
、

洋白蜡水培苗同上述方法处理
,

取营养液测其放射性强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