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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盆栽方法$以石灰作对比研究了 ’ 种碱性废弃物"纸厂滤泥和赤泥#及添加锌肥对酸性镉污染稻田土壤的修复效应

及其相关机制$同时利用大田试验进行了验证C结果表明$盆栽条件下施用石灰(纸厂滤泥和赤泥"’ U)JUh" #后土壤 D\显著

提高$在淹水平衡 $ @ 和水稻移栽后 +( @ 时土壤交换性钙含量显著高于不施的对照$增幅分别为 ++‘"i f$%‘(i和 +"‘(i f

$&‘+i$同时土壤有效态镉含量显著降低$淹水平衡 $ @ 时降幅为 +&‘)i f)*‘(i$水稻移栽后 +( @ 和 %( @ 时降幅分别为

+$‘)i f*’‘#i和 ++‘’i f+&‘$i$水稻根系和糙米镉含量显著降低$降幅分别为 ’)‘(i f)&‘*i和 ’%‘+i f))‘$iC等量

碱性物质对提高土壤 D\和降低水稻镉累积的效果为石灰 k赤泥 k纸厂滤泥C纸厂滤泥和赤泥添加锌肥"(‘’ U)JUh" #对降低

水稻镉累积的效果均比两者单施更明显C大田试验结果趋势基本相同$施入不同量的纸厂滤泥(赤泥及与锌肥配施后两季作

物镉累积量显著减少$当季水稻糙米和第二季油菜籽粒镉含量分别较对照降低了 ’$‘"i f%*‘"i和 "%‘)i f)"‘%i$糙米镉

含量基本达到国家粮食卫生标准"ZT’$"*F’((*#C因此$对于中轻度酸性镉污染稻田土壤$利用纸厂滤泥(赤泥及与锌肥配合

施用是一种可行的修复方法$通过构建与土壤镉污染程度等特征相适应的碱性废弃物用量与锌肥配施比例$可确保稻米质量

安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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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刘昭兵等!碱性废弃物及添加锌肥对污染土壤镉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及机制

!!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受,三废-排放及含重金
属农用化学品不合理使用的影响$农田重金属污染
呈加剧趋势$农产品超标事件也屡见报道C有调查表
明$’( 世纪末我国遭受镉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 "‘++
万 ;G’*"+C土壤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旦遭受重金属
污染将难以彻底清除$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C镉
"7@#是一种极具生物毒性的环境污染元素$其在土
壤中的累积不仅影响土壤的生态功能$还可通过土
壤F植物系统危害作物生长以及通过食物链途径最
终危害人类健康 *’ f*+C镉污染地区的粮食生产普遍
存在镉超标风险$如沈阳张氏灌区部分镉污染稻田
生产的稻米已经达到被称为,镉米-的程度 *%+ $湖南
的重污染地区也曾出现,镉米-C由此可见$镉污染
农田的粮食品质安全至关重要$如何有效阻断其食
物链传递途径$一直是科学界致力研究的热点C对于
镉污染土壤的修复$目前主要有客土法(化学修复(
生物修复和农艺措施等 *$+ $而利用廉价钝化剂的化
学修复是经济可行的方法之一C

石灰"<BGA#对部分金属元素的钝化效果已众所
周知$被广泛应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 *& f"’+C
纸厂滤泥"DHDAEGB<<N<?@UA#和赤泥"EA@ G?@#为造
纸和炼铝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因具有一定碱度
和二次污染风险较低可用于酸性重金属污染土壤的
修复 *"+ f"&+C合理利用不仅能解决其处置问题$还将
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提供更多的可选材料C目
前国内外关于赤泥和纸厂滤泥修复污染土壤的研究
报道较少$并鲜见与其他钝化或拮抗物质组合应用
于土壤F植物系统的研究报道$其影响机制也尚待明
确C本研究以石灰作对比$在盆栽条件下研究了赤
泥(纸厂滤泥单施及与锌肥配合对酸性镉污染土壤
的修复效应$阐述了相关机制$并对其修复效果进行
!!

了大田验证$以期为镉污染土壤的治理和粮食安全
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C

OP材料与方法

OQO!供试材料
盆栽试验!供试赤泥取自郑州中国长城铝业集

团$为联合法炼铝残渣$施用赤泥风干过 ’ GG筛$
少量样品风干磨细过 ’( 目和 "(( 目筛待用C赤泥化
学性 质为 D\ "’‘’($ 7H1 +#‘#i$ 6B1’ ’"‘$i$
>A’1+ #‘’i$4<’1+ *‘#i$ ’̂1 (‘)i$全镉 (‘(#

GU)JUh"$ 全 铅 "$+‘’ GU)JUh" 和 全 锌 $+‘&
GU)JUh"C纸厂滤泥为岳阳造纸厂利用石灰回收烧
碱后的白色粉末状废渣$ D\"’‘*($7H1(‘*i$有
效硅 (‘""i$全铁 (‘"+i$有效磷 ’+"‘$ GU)JUh"

和全镉 (‘"" GU)JUh"C石灰为分析纯 7H"1\# ’ 试
剂$锌肥为 [961))$\’1C水稻品种为丰源优 ’##$育
秧在无重金属污染土壤上进行$$ 月下旬移栽秧苗$
每盆 ’ 蔸$每蔸 ’ 株$水稻于 "( 月下旬收割C供试土
壤""#为镉污染水稻土"河流冲积物发育的酸性潮
泥田#$采自湖南省湘阴县白泥湖乡$为 ( f’( MG耕
层土壤$采回后风干(磨碎过 * GG筛混匀后备用$
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C

大田试验!水稻品种为 ^优 )*"$油菜品种为湘
杂油 $ 号C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同盆栽试验C试验
在 湘 潭 市 岳 塘 区 滴 水 村 " ,""’l*$m)$x$
-’$l*+m()x#进行$该区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年降水量为 " ’(( f" *(( GG$平均日照时数
" %)( f" $(( ;$平均气温 "%‘$ f"$‘)rC试验点距
湘江约 %(( G$水资源丰富$但由于过去长年灌溉受
污染的湘江水导致土壤镉含量超标C土壤"##为河
流冲积物形成的潮泥田$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C

表 OP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3HQ<A"!V;=NBMH<H9@ M;AGBMH<DE8DAE:BAN8R:;A:AN:N8B<N

土壤类型 D\
有机质
OU)JUh"

全氮
OU)JUh"

碱解氮
OGU)JUh"

有效磷
OGU)JUh"

速效钾
OGU)JUh"

全镉
OGU)JUh"

有效镉
OGU)JUh"

交换性钙
OU)JUh"

" *‘)( +*‘$ ’‘($ ’$*‘( "‘+ "&#‘( ’‘)% (‘*% "‘+$

# *‘*( )%‘$ ’‘"* ’’’‘( "(‘* &*‘( "‘#& (‘+’ 0

OQE!试验设计
盆栽试验!在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网室内进

行C设置 % 个处理! ""#7̂ $不施’"’#5$施用石灰 ’
U)JUh"’"+#V26$施用纸厂滤泥 ’ U)JUh"’")#02$
施用赤泥 ’ U)JUh"’"*#V26 o[9$施用纸厂滤泥 ’
U)JUh"和锌肥 (‘’ U)JUh"’"%#02o[9$施用赤泥 ’
U)JUh"和锌肥 (‘’ U)JUh"C每盆装入土壤 * JU$加入

上述物质与基肥充分混匀$ 基肥为尿素 " (‘+’
U)JUh"#(磷酸二氢钾"(‘") U)JUh"#和氯化钾"(‘’*
U)JUh"#C随机区组排列$并设置保护行C加水浸泡 "
周后插秧$插秧 ’ 周后追施一次尿素$用量为 (‘"(
U)JUh"C灌溉使用自来水$ D\%‘%$$重金属镉含量
未检出C水分管理采取乳熟期晒田$其他措施与大田
相同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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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试验!设置 $ 个处理$""# 7̂ $不施’ "’#
V26"$施用纸厂滤泥" *(( JU);Gh’’"+#V26’$施用
纸厂滤泥+ ((( JU);Gh’’")#V26’ o[9$施用纸厂
滤泥+ ((( JU);Gh’和锌肥 $* JU);Gh’’"*#02"$施
用赤泥 + $*( JU);Gh’’ " % # 02’$施用赤泥 $ *((
JU);Gh’’"$#02" o[9$施用赤泥+ $*( JU);Gh’和
锌肥 $* JU);Gh’C小区面积 * Gq) Gp’( G’$随机
区组排列$外设保护行$小区田埂使用塑料膜包
裹C采取第一季作物"晚稻#施用纸厂滤泥(赤泥及
锌肥$第二季作物"油菜#不施用C水稻插秧前 " 周
施用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基肥为复合肥 "-V̂
""F""F""# $用量 %(( JU);Gh’ $水稻生长期间追施
一次尿素"$* JU);Gh’ # $田间管理按照当地习惯C
冬油菜基肥品种同水稻$用量 %$* JU);Gh’C水稻
于 $ 月中旬插秧$"( 月下旬收割$油菜 "( 月播种$
次年 * 月收割C灌溉水为湘江水$ D\%‘*’$镉 %‘$
!U)5h"C
OQR!样品处理

盆栽试验分别于土壤淹水浸泡 $ @(水稻移栽后
+( @ 和 %( @ 时取土样C水稻收获时取植株样"含根
系#$根系用自来水洗净后再以去离子水润洗 ’ 遍$
$(r烘干后粉碎$稻谷晒干后去糙粉碎C大田试验于
作物收获时取样$稻谷经晒干后去糙粉碎$油菜籽粒
晒干后粉碎C所有植株样品粉碎后过 "(( 目筛C盆栽
和大田试验均在水稻生长期间取一次灌溉水样C
OQU!分析方法

盆 栽 土 壤 D\ 采 用 /a"*( " /a 6MBA9:BRBM
/9N:E?GA9:$X64#原位测定C灌溉水样镉含量测定采
用螯合萃取法"ZT$)$*F&$#C土壤有效态镉和交换
性钙的测定使用鲜样$最后结果以干土含量计算$有
效态镉采用 W3V4F3,4提取$交换性钙采用乙酸铵
浸提"振荡 * GB9#C土壤(纸厂滤泥和赤泥全镉等采
用 \-1+F\7<1)F\>消煮$水稻根系镉(钙以及水稻
糙米(油菜籽粒镉采用 \-1+F\7<1) 湿法消煮$并以
杨树叶"ZTd ($%()#为内标进行质量控制$样品消
煮完全后赶酸至近干$加少量稀硝酸溶液溶解后转
移定容C分析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分析器皿均以
*i硝酸溶液浸泡过夜$以去离子水洗净C镉使用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9B:%(($德国耶拿公
司#$钙等的测定使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C其它指
标的测定采用常规方法 *"#+C
OQV!数据处理与统计

试验数据为 + 次重复平均值$运用 ,KMA<’((+
和 WV6 +‘( 进行统计和方差分析"56W法#C

EP结果与分析

EQO!土壤 D\变化
利用盆栽试验监测了不同时期各处理土壤 D\

动态"图 "#$结果表明$淹水平衡 $ @ 的过程中土壤
D\变化表现出一定规律性$石灰处理的土壤 D\在
初期迅速升高$随后又迅速下降并趋于稳定$其他各
处理均表现为随时间的推移土壤 D\呈上升趋势$
在第 % @ 基本达到稳定C+ 种碱性物质"石灰(纸厂
滤泥和赤泥#无论单施还是与锌肥配合施用$均能
显著提高土壤 D\C在施用量相同的条件下$+ 种碱
性物质对提高土壤 D\的作用表现为石灰 k赤泥 k
纸厂滤泥C在水稻移栽后 +( @ 和 %( @ 时$各处理的
土壤 D\仍显著高于对照$但处理间已无明显差异C
由此可见$在水稻生长期内$石灰(赤泥(纸厂滤泥及
添加锌肥处理的土壤 D\明显升高$初期处理间差
异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受水稻生长的影响
导致处理间差异缩小C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时期处理间差异显著"3j(‘(*# $下同

图 OP不同时期各处理的土壤 $:变化

>BUC"!7;H9UAN8RN8B<D\SH<?ANB9 AHM;

:EAH:GA9:B9 @BRRAEA9:DAEB8@N

EQE!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变化及与 D\的相关关系
图 ’ 为盆栽条件下不同时期各处理的土壤有效

态镉含量变化C可以看出$石灰(赤泥(纸厂滤泥及添
加锌肥处理的有效态镉含量显著降低C在淹水平衡
$ @ 时$与对照相比$各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降幅
为 +&‘)i f%$‘&i$其中纸厂滤泥添加锌肥处理的
降幅最大$比单施纸厂滤泥降低了 )*‘+i "3j
(‘(*#C与单施赤泥相比$赤泥添加锌肥处理的土壤
有效态镉含量降低 &‘)i$但差异不显著C在水稻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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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P不同时期各处理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变化

>BUC’!7;H9UAN8RN8B<HSHB<HQ<A7@ M89:A9:B9 AHM;

:EAH:GA9:B9 @BRRAEA9:DAEB8@N

栽后 +( @ 时$各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仍显著低于
对照$降幅为 +$‘)i f&"‘&iC在水稻移栽后 %( @
时$各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变化趋势与 +( @ 时基
!!!

本相同$与对照相比石灰(赤泥(纸厂滤泥及添加锌
肥处理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降幅为 ++‘’i f
&(‘%iC可见$在一定用量下$+ 种碱性物质无论单
施还是与锌肥配合施用$均能显著降低土壤有效态
镉含量$且在水稻生长期内的效果非常明显$其中以
纸厂滤泥添加锌肥的效果最好C随着时间的推移$各
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呈下降趋势$可能与作物吸
收有关C

对盆栽条件下 + 种碱性物质单独施用后引起的
土壤 D\变化与土壤有效态镉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图 +#$结果表明$在水稻生长期内$+ 个不同时期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或接近极显著水平$随着
土壤 D\的升高$有效态镉含量下降$说明 D\变化
是影响土壤有效态镉含量的一个重要因素C

图 RP不同时期各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与 $:的相关关系

>BUC+!0AUEANNB89 H9H<=NBN89 HSHB<HQ<A7@ B9 N8B<H9@ N8B<D\SH<?AB9 AHM; :EAH:GA9:B9 @BRRAEA9:DAEB8@N

EQR!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变化
由于 + 种碱性物质钙含量较高$而土壤中 7H’ o

与植物吸收累积镉存在一定相关性$因此不同时期
各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变化会对水稻吸收累积
镉产生影响C通过监测盆栽条件下不同时期各处理
的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变化可知$同时期各处理土壤
交换性钙含量差异显著"图 )#C在淹水平衡 $ @ 时$
+ 种碱性物质单施及添加锌肥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钙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增幅在 ’#‘"i f$%‘(i$其中
以石灰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钙含量最高C在水稻移栽
后 +( @ 时$各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钙含量仍显著高于
对照$分别高出 ’&‘(i f$&‘+iC在水稻移栽后 %(
@ 时$除赤泥单施及添加锌肥处理与对照相比土壤
交换性钙含量已无明显差异外$其他 + 个处理仍显
著高于对照C上述结果表明$+ 种碱性物质提高土壤
中交换性钙含量的作用为石灰 k纸厂滤泥 k赤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中交换性钙含量下降$可能
与土壤固定及水稻吸收有关C
EQU!水稻镉(钙含量变化及与土壤中镉(钙含量的
相关关系

图 UP不同时期各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变化

>BUC)!7;H9UAN8RN8B<AKM;H9UAHQ<A7HM89:A9:

B9 AHM; :EAH:GA9:B9 @BRRAEA9:DAEB8@N

从表 ’ 可以看出$盆栽条件下不同处理水稻根
系和糙米的镉含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纸厂滤泥(赤
泥及添加锌肥处理的水稻根系和糙米镉含量显著低
于对照C与单施相比$纸厂滤泥添加锌肥的水稻根系
和糙米镉含量分别降低了 "$‘*i "3j(‘(* # 和
’+‘+i"3j(‘(*#$赤泥添加锌肥的水稻根系和糙
米镉含量降低了 ’"‘(i "3j(‘(*#和 +$‘&i "3j
(‘(*#C石灰(纸厂滤泥(赤泥及添加锌肥处理的水
稻糙米镉含量均在 (‘’ GU)JUh"以下$达到国家粮
食卫生标准"ZT’$"*F’((*#C在纸厂滤泥(赤泥和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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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施用量相同的条件下$以石灰降低水稻镉累积的
效果最明显$赤泥的效果相对优于纸厂滤泥C不同处
理水稻对钙的吸收累积量也不相同$其变化与土壤
中交换性钙含量的趋势基本一致$表现为石灰(纸厂
滤泥及添加锌肥处理的水稻根系钙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其中石灰处理的高出对照 ’&‘’iC

表 EP不同处理水稻镉’钙含量变化"#

3HQ<A’!7;H9UAN8R7@ H9@ 7HM89:A9:NB9 EBMAB9 @BRRAEA9::EAH:GA9:N

处理 根镉OGU)JUh" 根钙OU)JUh" 糙米镉OGU)JUh"

7̂ "‘#* g(‘’"H +‘(+ g(‘’+Q (‘’%( g(‘(+’H
5 "‘(( g(‘"’M@ +‘&# g(‘+"H (‘")) g(‘(’"M
V26 "‘)& g(‘($Q +‘$# g(‘"+H (‘"#’ g(‘(")Q
02 "‘"+ g(‘’"M@ +‘%’ g(‘)$HQ (‘"*+ g(‘("$M
V26 o[9 "‘’’ g(‘(&QM +‘$) g(‘+*H (‘")$ g(‘(")M
02o[9 (‘&# g(‘’(@ +‘*" g(‘)’HQ (‘(#* g(‘("+@

"#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代表 56W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

"3j(‘(*#

!!对石灰(纸厂滤泥(赤泥单施和对照 ) 个处理的
土壤(水稻中镉(钙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结
果表明$各处理水稻根系和糙米镉含量与不同时期
土壤有效态镉含量的相关性达到或接近极显著水
平$说明水稻吸收累积镉与土壤中其有效态含量密
切相关C根系钙含量与不同时期土壤交换性钙含量
均为显著或极限著相关$随着土壤中交换性钙含量
的增加$水稻对钙的吸收累积量也随之增加C根系(
糙米中镉含量与不同时期"$ @( +( @#土壤交换性
钙含量的相关性显著$根系中镉与钙含量的相关性
也达到显著水平"7’ ph(‘+$’$3p(‘(+* +#$说明
土壤中交换性钙含量对水稻吸收累积镉存在一定影
响$施用石灰(纸厂滤泥及赤泥后土壤交换性钙含量
显著增加$大量 7H’ o与 7@’ o竞争水稻根际吸收位点
可减少水稻对镉的吸收累积C

表 RP水稻中镉’钙与土壤中有效态镉’交换性钙的线性相关分析"#

3HQ<A+!5B9AHEM8EEA<H:B89 QA:PAA9 7@$ 7HM89:A9:NB9 EBMAH9@

HSHB<HQ<A7@$ AKM;H9UAHQ<A7HM89:A9:NB9 N8B<

项目
土壤有效态镉 土壤交换性钙

$ @ +( @ %( @ $ @ +( @ %( @

根镉! (‘%"%!! (‘)#+! (‘*(*!! h(‘+##! h(‘)+)! h(‘’+’

糙米镉 (‘$%*!! (‘)(%! (‘%)"!! h(‘)%*! h(‘)&+! h(‘"))

根钙! 0 0 0 (‘)$)! (‘+%#! (‘*)#!!

"#!代表显著相关"3j(‘(*#$!!代表极显著相关"3j(‘("#$. p"’

EQV!大田条件下水稻糙米及油菜籽粒镉含量变化
大田试验结果表明$赤泥(纸厂滤泥单施及与锌

肥配合施用均能显著降低作物对镉的吸收累积"图
*#C与对照相比$各处理水稻糙米镉含量降低了

’$‘"i f%*‘"i$油菜籽粒镉含量降低了 "%‘+i f
)"‘%iC从当季作物来看$随着赤泥和纸厂滤泥施用
量的增加$水稻糙米镉含量显著降低C在等量施用的
条件下$纸厂滤泥和赤泥添加锌肥处理较其单独施
用糙米镉含量分别降低了 ’)‘+i和 ’"‘+i$但均未
达到显著水平C当纸厂滤泥施用量为" *(( JU);Gh’

和+ ((( JU);Gh’时$与对照相比水稻糙米镉含量分
别降低了 ’$‘"i "3j(‘(*#和 *(‘&i "3j(‘(*#’
当赤泥施用量为+ $*( JU);Gh’和$ *(( JU);Gh’时$
水稻糙米镉含量分别低于对照 )%‘$i"3j(‘(*#和
%*‘"i"3j(‘(*#C其中 V26’(V26’ o[9(02’ 和
02" o[9 的糙米镉含量均达到国家粮食卫生标准
"ZT’$"*F’((*#$说明纸厂滤泥和赤泥在一定用量
水平下可使酸性镉污染稻田生产的稻米达到粮食卫
生标准$且与锌肥配合施用的效果要优于其单独
施用C

由图 * 可以看出$赤泥(纸厂滤泥单施及添加锌
肥处理对第二季作物冬油菜籽粒镉累积的影响显
著C在 不 同 用 量 水 平 下$ 施 用 纸 厂 滤 泥 + (((
JU);Gh’较" *(( JU);Gh’的油菜籽粒镉含量降低了
"&‘)i"3j(‘(*#$施用赤泥$ *(( JU);Gh’较+ $*(
JU);Gh’的油菜籽粒镉含量降低了 )‘*i "3k
(‘(*#C在纸厂滤泥和赤泥施用量相等的条件下$
添加锌肥处理与单施相比油菜籽粒镉含量呈下降趋
势$但差异不显著C以上结果表明$纸厂滤泥(赤泥单
施及与锌肥配合施用不仅对降低当季作物镉累积的
效果显著$还对第二季作物存在明显的后效作用C

图 VP不同处理水稻糙米’油菜籽粒镉含量变化

>BUC*!7;H9UAN8R7@ M89:A9:NB9 QE8P9 EBMA

H9@ EHDANAA@ B9 @BRRAEA9::EAH:GA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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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讨论

RQO!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对土壤镉有效性的影响
土壤中镉活性与土壤 D\密切相关 *’($’"+C纸厂

滤泥和赤泥均为碱性物质$施入土壤后必将引起土
壤 D\的变化$并且两者中钙含量相对较高$因此除
D\效应外$钙离子效应也可能是影响土壤镉活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与石灰类似C赤泥对土壤
镉有效性的影响可能存在 + 种主要途径$一方面是
通过土壤 D\的变化影响镉的活性$另一方面是通
过其较为特殊的理化性状"较大的比表面积等#影
响土壤对镉的吸附能力$此外赤泥较高的钙含量可
通过钙与镉的竞争效应影响土壤对镉的吸附C纸厂
滤泥对土壤镉有效性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对 D\的调
控作用来实现$其次纸厂滤泥中较高的钙(硅含量也
会对土壤镉的有效性产生影响C笔者前期的研究结
果表明$赤泥对土壤 D\的调控作用是影响土壤镉
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C本试验中$施用石灰(纸厂
滤泥及赤泥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与 D\在 + 个不同
时期的相关性达到或接近极显著水平$说明这 + 种
物质的 D\效应是影响镉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C同
时土壤交换性钙含量显著增加$两者在土壤中的竞
争吸附也将对土壤镉活性产生影响C在淹水还原条
件下土壤中硫是影响镉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 $
因此$对于含硫锌肥而言$除通过 [9’ o与 7@’ o竞争
土壤胶体上的吸附位点影响土壤中镉的有效性外$
还通过 61’ h

) 在淹水还原条件下形成的 6’ h与 7@’ o

共沉淀影响土壤中镉的活性C与单施相比$盆栽条件
下赤泥添加锌肥处理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呈下降趋
势$纸厂滤泥添加锌肥处理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显
著降低$说明添加锌肥对土壤镉活性存在一定影响C
综上所述$纸厂滤泥和赤泥的 D\效应及钙离子效
应是影响土壤镉活性的 ’ 个重要因素$与含硫锌肥
配合施用时通过 [9’ o(7@’ o竞争及淹水还原条件下
6’ h与 7@’ o共沉淀影响土壤镉活性$因此对土壤镉
活性的影响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C
RQE!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对作物吸收累积镉的
影响

纸厂滤泥和赤泥施用主要通过土壤中有效态镉
含量的变化来影响作物对镉的吸收累积$此外两者
中较高的钙含量也可能是影响作物吸收累积镉的一
个重要因素$因为钙与镉在进入植物的根表细胞时
存在竞争作用 *’++C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添加钙可显
著提高植物中的钙含量$同时减少植物对镉的吸收

累积量 *’) f’%+C本试验结果表明$施用纸厂滤泥和赤
泥后土壤交换性钙含量显著增加$水稻根系中钙含
量也随之增加$而根系与糙米中的镉含量却显著降
低C分析认为$由于7H’ o与7@’ o的竞争作用$土壤中
大量 7H’ o与 7@’ o竞争植物根细胞膜上的吸收位点$
从而导致对镉的吸收累积量减少C添加含硫锌肥不
仅通过 61’ h

) 在淹水还原条件下形成的 6’ h影响土

壤中镉的活性$[9’ o与 7@’ o存在拮抗作用$可竞争
土壤胶体上的吸附位点和根细胞膜上的吸收位点$
因此$两者均会影响作物对镉的吸收累积C本研究中
盆栽和大田试验都表明$在施用量相等的条件下$纸
厂滤泥和赤泥添加锌肥对降低水稻糙米镉累积的效
果优于其单独施用$但盆栽试验中两者配合施用的
效果较大田试验明显$可能与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
的用量有关$大田试验中锌肥的用量相对较低$导致
效果不明显C因此$在两者配合施用时纸厂滤泥(赤
泥与锌肥的合理用量可能是影响作物镉累积的关
键C刘昭兵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施用一定量赤泥
能显著降低酸性镉污染稻田的水稻镉累积C黄凤球
等 *"&+的研究发现$酸性镉污染稻田施用一定量纸厂
滤泥也能明显降低水稻糙米的镉累积C笔者进一步
的研究表明$纸厂滤泥和赤泥单施不仅对降低当季
作物的镉累积有显著效果$而且对第二季作物仍存
在明显的后效作用$与适量锌肥配合降低作物吸收
累积镉的效果更明显$这也与以往研究得出施用锌
肥能有效降低植物对镉的吸收累积的结论相
符 *’$ f’#+C

UP结论

""#酸性镉污染稻田土壤施用一定量石灰(纸
厂滤泥或赤泥$不仅能显著提高土壤 D\和交换性
钙含量$还能显著降低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及水稻的
镉累积$+ 种碱性物质在等量条件下对提高土壤 D\
和降低水稻镉累积的效果表现为石灰 k赤泥 k纸厂
滤泥C与单施相比$纸厂滤泥(赤泥与锌肥配合施用
对降低水稻镉累积的效果更好C

"’#大田试验证实$纸厂滤泥和赤泥不论单施
还是与锌肥配施$均能显著降低两季作物的镉累积$
其中以添加锌肥较两者单施对降低当季作物镉累积
的效果更明显$而两者与锌肥的合理用量是影响作
物吸收累积镉的关键C表明施用纸厂滤泥或赤泥均
存在一定后效作用$对降低第二季作物镉累积的效
果显著C因此$纸厂滤泥(赤泥及锌肥通过合理施用$
可有效降低酸性镉污染土壤中作物的镉累积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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