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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西南部潮间带沉积物中的重金属

黄华瑞 庞学忠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收稿 日期 19 9 2 年 3 月 25 日

关键词 重金属
,

沉积物
,

渤海
,

潮间带

提要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了渤海潮间带沉积物 中 z n ,

C u ,

P 匕
,

cd
,

Cr 和 N i
。

研 究结果表明
,

渤海西 南部潮间带沉积物 中重金属含量基本正常
,

但 z n 的

污染较 为明显
,

可能与油时排污有 关
。

黄河 口 重金属含量从 高潮带向低潮带逐渐降

低
。

本区沉积物具有相似 的地球化学特性
。

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与有机质含 量于 切相

关
,

它们 易与有机质结合
,

而沉降至底质
。

1 材料与方法

1 9 8 9 年 6 月在渤海西南部挑河 口
、

神仙

沟
、

孤东油 田
、

黄河 口
、

广利河 口
、

小清河 口 的潮

间带高潮带
、

中潮带和低潮带取表层沉积物
,

并

测定 z n , c u ,

Pb
,

cd
,

cr
,

Ni 的含量
。

取样站位见

图 1
。

样品于 10 5 ℃下烘干
,

1 00 目过筛
,

在聚 四

氟 乙烯消解罐中
,

以 H N 0 3 ,

H a o 。和 HF 加压

消解后
,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

2
。

1

结果与讨论

潮间带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

2
.

1
.

1 z n
的分布 z n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X 1 0 一 6 )分别为 5 0 2
,

一0 3 , 5 9 6
,

4 7 2
,

5 7
.

8

和 35
.

2
。

仅小清河 口和广利河 口 含量较低
,

其

他河 口较高
,

尤其是孤东油 田和黄河 口高潮带

异常高
,

分别为 8 8 3 X 1 0 一 6 和 8 0 0 x 1 0一 6 。

此沉

积物的 z n 含 量 约 比黄土 中 z n 含 量 高 出 10

倍
,

这可能与油 田的污染有关
。

黄河 口 的 Z n 含

量存在着从高潮带向低潮带降低的分布趋势
。

2
.

1
.

Z cu 的分布 Cu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 x lo 一6 )分别为 9
.

6 7
,

1 4
‘

3
,

1 6
.

6
,

1 1
.

8
,

6
.

77 和 3
.

85
。

孤东较高
,

小清河 口较低
。

黄河

口 cu 的含量也呈现从高潮带 向低潮带降低的

趋势
。

2
.

1
.

3 Pb 的分布 Pb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 量 (X 1 0一 6)分别为 7
.

1 1
,

7
.

刁0
,

8
.

J 5
,

8
.

5 8
,

6
.

90 和 7
.

50
。

上述说明这些潮问带 Pb 含量变

化不大
,

分布比较均匀
。

黄河 口 Pb 含量也从高

潮带向低潮带降低
。

2
.

1
.

组 cd 的分布 cd 在 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X 1 0 一6 )分别为 0
.

8 4
,

1
.

0 3
,

0
.

9 8
,

0
.

9 4
,

1
.

12 和 0
.

96
。

分布也较均匀
,

含量变化不大
。

2
.

1
.

s cr 的分布 cr 在各站位的平均含

量 (X 1 0 一 6
)分别为 3 8

.

5
,

4 2
.

5
,

JS
.

弓
,

月3
.

9
,

五毛纽刀石V 忿 名口绍八刃召习
, N o

.

5
,

S e P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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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3 8
.

8 和 2 3
.

3
。

含量变化不大
,

仅小清河 口 最

低
,

孤东略高
。

2
.

1
.

6 Ni 的分布 Ni 在各站位的平均含

量 (X 1 0 一6 )分别为 3 8
.

7 , 3 8
.

5 , 4 3
.

5
,

3 5
.

6 ,

19
.

刁和 2 2
.

0
。

孤东最高
,

广利河 口最低
。

11 9
‘

1 2 0
。

l

0 2 0 4 0 6 0 8 0 K m
盆~

‘
’ 七 ,

低
,

尤其是小清河 口更低
,

这可能与沉积物类型

有关
,

如小清河 口沉积物中主要是粉砂质类型
,

它对重金属 的吸附能力较弱
,

所以呈现 出较低

的重金属含量
。

从本区潮间带重金属 含量看出
,

除 z n
含

量有异常外
,

其他重金属仍属正常
,

接近南加利

弗尼亚近岸沉积物背景均值的含量
。

(Cd
:

0
.

4 3
,

C r : 2 5
.

5 , C u : 9
.

0 2 , N i : 1 5
.

4 , Pb : 1 0
.

5 , Z n :

钊
.

心x lo一吟[63
。

zn 含量的高值可能与邻近油

田排污有关
。

许多学者也认为沉积物中 zn 含

量高值与工业废水排污有关 [s, 幻
。

在不同重金属 间进行相关分析
,

其相关系

数见表 l
。

从表 1 可得出
,

除 cd 以外
,

其他元 素之间

均有较好的相关性
,

说明这些沉积物来 自相似

的组成
,

它们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
。

对重金属含量与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¹ 进

行回归分析
,

得出如下方程
:

o r g ~ 0
.

0 0 0 3 Z n 十 0
.

0 8 8 ( 1)

图 1 取样站位

F ig
.

I L 月a tio n s of sa n 1Pli n g s ta ti o ns

表 1 沉积物中重金属间的相关系数

Ta b
.

1 T h e c 侧rr e la ti 阅 c 。吧 tfie ien 招 Of be tw ee n hea Vy

m e ta l, i n Sed lm e n 妇

几 ~ 16 ? 一 0
.

7 31

O r g = 0
.

024 3 Cu 一 0
.

0 44 8 (2 )

泥 ~ 16 尹 = 0
.

8 9 8

味

元元素素 Z nnn C UUU P bbb 臼臼 Crrr N iii

ZZZ flll lll 0
.

7 8 888 0
。

38 777 一0
.

11999 0
.

5 8777 0
.

9 6 555

CCCuuuuu lll 0
.

56111 0
.

18 333 0
.

8 8 333 0
.

8 1333

PPPbbbbbbb lll 0
.

30888 0
.

36111 0
.

40 666

臼臼臼臼臼臼 lll 0
.

14555 一 0
.

0 9999

CCCrrrrrrrrrrr 111 0 53 666

NNN iiiiiiiiiiiii 111

O r g = 0
.

0 7 8 7 Pb 一 0
.

40 4 (3 )

砚 = 16 , = 0
.

5 9 5

o rg = 0
.

247 一 0
.

0 6 3 7 Cd ( 4 )

砚 ~ 16 , ~ 一 0
.

1 7 7

. ~ ] 8

2
.

2 讨论

黄河 口不同潮带重金属分布较为规律
,

含

量从高潮带向低潮带逐渐降低
,

如 z n , C u ,

Pb
,

Ni 等
。

而其他河 口缺乏明显的分布规律
。

广利

河 口和小清河 口潮间带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较

o r g = 0
.

0 10 1 0 一 0
.

19 4 ( 5 )

刀 = 16 俨 = 0
.

7 1 0

¹ 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数据由张淑美同志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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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g 二 0
.

0 0 7 4 N i 一 0
.

0召6 5 (6 )

日

�.一曰JI, ee一0‘八J
日

令
r月J工esLr
几.J

泥 = 1 6 尹 = 0
.

6 8 7

从 ( l) 一 (6 ) 回归方程得出
,

除 翻 与有机质

没有相关外
,

其他元素均与有机质密切相关
。

说

明这些重金属易与水中有机物结合
,

并絮凝沉

降到潮间带地区
.

这与许多学者的结论〔2一‘
,

7一叼

基本一致
。

[6〕

3 结论

综上所述
,

渤海西南部潮间带沉积物中重

金属 含量基本上 仍属正常
,

但是 z n 的污染较

为明显
,

可能与油田排污有关
。

重金属含量与沉

积物类型有关
。

除 cd 外
,

沉积物中重金属 间有

较好的相关性
,

说明本区沉积物具有相似的地

球化学特性
。

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与有机质含

量有密切相关
,

它们易与有机质结合
,

而沉降到

底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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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口水中 Zn
,

翻
,
Pb

,

Cu 的形式分析

张首临 李泽林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 607 1)

收稿 日期 19 92 年 月月 17 日

关键词 锌
、

福
、

铅
、

铜
,

形式分析
,

图们江

提要 本文 用防吸附物理涂禾电极反 问极语对图们江 口
、

东海及 日本海水 中 z n ,

侧
,

P b
,

Cu 进行 了形式分析
,

其不稳定态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5
.

9
,

0
.

0 71
,

0
.

0 39
,

0
.

69 略 / L (占总量的 巧一 27 % )
,

分布较为均 匀
,

证实 了痕量金属 离子 (自由 离子及不

稳定络 离子的均匀分布规律
。

有机结合态 z n ,

cd 及 Pb ( 1 0一 30 % )和颗粗 态 z n ,

c u

和 Cu (1 5一 召0 % )的较 高含量位于长江 口
、

东海及 图们江 口
。

一些学者曾应用防吸附物理涂汞电极系统

反问极谱对不同海域及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形式

分析进行过研究[l, 2
·

“〕
,

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海洋

地球化学规律[z. 3〕
。

但对图们江 口 和 日本海海水

中重金属离子的形式分析研究在国内尚属首

次
。

本文利用防吸附物理汞电极对图们江 口及

日本海海水中 z n ,

cd
,

Pb
,

Cu 的不同形式进行

了分析研究
。

1 样品与分析

1
.

1 样品

1 99 1 年 5 ~ 6 月乘船按标定站位 (图 1 )
,

用

聚 乙烯桶采取东海
、

图们江 口
、

日本海 表层水

样
,

样品置于长期经陈海水浸泡的聚乙烯瓶中
,

不加试剂
,

低温保存
。

1
.

2 分析方法

样品带回实验室后
,

参照文献 ,
,

7」的方法

进行处理
。

将样品充分摇匀后
,

通过 0
.

d s“m (硝

化纤维十醋酸纤维素 )微孔滤膜抽滤
。

滤液不加

试剂
,

直接用反向极谱测定
。

得其值 A 为不稳

定态
;
滤液加 H Zo :

经紫外线(G G z 高压紫外线

汞灯 )照射后再厕
,

得其值 B ,

值
.

B 减值 A 得有

机结合态
;
将另一份经紫外线照射的水样调 pH

至 ‘
.

7 再测
,

得其值 C ,

值 c 减值 B 得无机 弱

结合态 ; 将滤液加一滴浓 H。
,

煮沸后再测 (扣

除空白)
,

得其值 D ,

值 D 减值 c 得无机强结合

态 ; 将悬浮体 (带膜 )于马福炉 (刁0 0 ℃ )灰化后
,

加浓盐酸溶解
,

因陈海水稀释
,

调 pH 至 J
.

5 后

进行反向极谱测定
,

其值扣除空白
,

即得颗粒态

含量
。

各种处理后 的水样均用防吸附物理涂汞电

极及 PA R 3 84 微 分脉 冲极谱 分 析 仪 (美 国

海洋科学
,

199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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