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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城市土壤中重金属的来源、空间分布特征、化学形态、在不同介质间的迁移转化及其污染的生态环境效应等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 ,指出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建立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和标准体系 ,并应对重金属在城

市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机制及城市土壤质量演变与郊区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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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as reviewed at source, characteristic of spatial distri2
bution, chem ical form , in different medium s of transformation and eco2environmental effect of heavy metal pollu2
tion in urban soil. The research work in future should focus on risk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for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urban soil. It was necessary to study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avy met2
als in urban environmen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change of soil i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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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土壤不是一个分类学上的术语 ,而是出现

在城市和城郊地区 ,受人为活动强烈影响 ,原有继

承特性得到强烈改变的土壤总称 [ 1 ]
,其广泛分布

于公园、道路、体育场、城市河道、城郊、垃圾填埋

场、废弃工厂、矿山周围 ,或者简单地成为建筑、街

道、铁路等城市和工业设施的“基础 ”而处于埋藏

状态 [ 2 - 3 ]。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

市土壤是城市绿色植物生长介质和养分的供应者 ,

是土壤微生物的栖息地和能量来源 ,是城市污染物

重要的源和汇 ,直接影响到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 4 ]。

近年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 ,工业、商业、交通等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将

大量重金属污染物带入城市土壤 ,而其作为一种持

久性有毒物质 ,进入土壤环境后难以被微生物降

解 ,却可以在生物体内不断富集 ,并能通过大气、水

体、食物链等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人类的生命健

康 [ 5 - 6 ]。长期以来 ,土壤学的研究重点放在如何维

护和提高农田土壤的生产力及如何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上 ,对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关注较少。为了合理

规划和利用城市土地 ,预防和治理城市土壤重金属

污染 ,充分发挥其生态和环境功能 ,客观上需要对

城市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来源途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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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等进行深入研究。

1　城市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来源

1. 1　城市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空间上看 ,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

郊区及远离城市的农田土壤 ,城市是郊区土壤重金

属污染源 [ 7 ]。对纽约“市区 —郊区 —农区 ”土壤重

金属的研究发现 ,重金属离子总量、多样性等随着

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且城区土壤中 Cu、

N i、Pb 的含量分别是农田土壤的 4 倍、2 倍、2

倍 [ 8 ]。太原市区土壤中 Cu、Cd、Cr、Zn、Mn等元素

的含量均高于郊区 [ 9 ]。很多研究表明城市土壤已

不同程度上受到重金属污染 ,且大部分重金属含量

高于郊区土壤 [ 10 - 13 ]。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重金属含量有显著影响。

在城市不同的功能区 ,重金属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

律性。一般来说 ,工业区和商业区重金属污染最严

重 ,其次为居民区 ,风景娱乐区和新开发区重金属

含量一般较低 ,污染也相对较轻 [ 14 ]
;工矿区以 Pb、

Cd的积累为特征 ,而居民区和商业区则以 Cu、Zn

的积累为特征 [ 11, 15 - 16 ]。重金属在各功能区土壤中

的分布状况因城市不同而略有差异。南京市不同

功能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指数表现为矿冶区 >老居

民区 >商业区 >城市绿地 (风景区 ) >新开发

区 [ 15 ] ;兰州市土壤中 Pb、Zn、Cu、Cd、Hg的含量明

显高于兰州市土壤背景值 ,不同功能区污染程度表

现为工业园区 >道路两侧 >农业区 >居民区 >公

园 [ 17 ]
;重庆市不同功能区污染程度依次为 :居民区

>商业区 >工业区 >旅游区 >交通区 >文教区 ,居

民区、商业区和工业区均达到很强生态危害水平 ,

旅游区达到强度生态危害水平 [ 18 ]。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另一特征是沿交通干

道两侧呈现出较严重的带状污染 [ 13, 19 - 21 ]
,一般以

Pb、Cd、Cu、Zn为主 ,强度因距离公路、铁路、城市

的远近及交通量大小有明显差异。尼日利亚车流

密度大的路侧土壤中 Pb、Cd、Cu、N i、Zn的含量高

于车流密度小的路侧土壤 ,且随着距公路距离的增

大 ,重金属含量快速降低 ,到距公路约 50 m处 ,基

本降至背景值水平 , Zn在距公路 30 m处趋于背景

值水平 [ 22 ]。德国多特蒙德公路 (车流量为 3 200

辆 / d)两侧土壤中 Cd、N i、Pb、V、Zn的含量随距公

路距离增加呈指数下降 ,且在距公路 10 m处达到

背景值水平 [ 23 ]。土耳其锡瓦斯省首府路侧土壤中

的 Pb主要集中于距公路 15 m范围内 ,在距公路

30 m时含量趋于稳定 ,并接近背景值水平 [ 24 ]。王

斌等 [ 25 ]认为路侧土壤中 Pb的含量与距公路的距

离符合高斯衰减分布模型 ,路侧土壤中铅的 99%

以上累积量分布在 50 m范围内。B lok[ 26 ]则用指

数模型来描述路侧土壤中 Zn含量随距公路距离增

加而递减的规律。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还表现出个别区域某些

重金属元素严重富集 (加油站、冶炼厂附近、垃圾

堆积处等 ) ,如南京市个别区域土壤中 Pb含量超

过 700 mg/kg
[ 15 ]

;南京某铬厂周边土壤中 Cr污染

叠加量达背景值的 4. 4倍 ,污染以车间烟囱为中

心 ,形成直径达 1. 5 km的污染斑块 [ 27 ]。

城市土壤受人为扰动较大 [ 28 ]
,挖掘、搬运、堆

积、混合和大量的废弃物填充 ,使自然土壤发生层

被破坏 ,土壤结构与剖面发育层次十分混乱 ,土壤

剖面上下土层无发生学上的联系 ,致使重金属的土

壤剖面特征不同于自然土壤或表层耕作的农业土

壤 ,在剖面上无明显的分布规律 ,国内外很多城市

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 [ 10, 29 - 33 ]。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国

家实施的“退二进三 ”政策 ,部分企业向城郊搬迁 ,

加之小型乡镇企业及个体作坊数量剧增 ,整个置换

过程势必会对郊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使重

金属污染出现郊区化趋势 [ 34 - 36 ]。

1. 2　城市土壤重金属来源分析

1. 2. 1　成土母质

成土母质是城市土壤重金属的重要来源 ,是决

定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与分布特征的重要因素

之一 [ 37 ]。如北京市目前土壤中 Cr、N i的含量主要

受成土母质影响 ,只在个别地区存在明显的 Cr、N i

含量严重偏高的现象 [ 38 ]
;南京城市土壤中 Fe、N i、

Co、V等元素主要来源于土壤母质 [ 39 ]。

1. 2. 2　工业活动

矿产冶炼、电镀、塑料、电池、化工等行业是排

放重金属的主要工业源 ,所排放的重金属一方面呈

气态或气溶胶态 ,进入大气后经干、湿沉降进入土

壤 ;另一方面 ,工业活动所产生的废渣是重金属的

重要载体 ,尤其是一些金属冶炼厂 ,废渣中的重金

属含量极高 [ 40 ] ,无处理堆弃或直接混入土壤 ,也会

造成土壤重金属富集。因此 ,在城市土壤中 ,工矿

业周围土壤重金属污染一般较为显著。沈阳冶炼

厂厂区及周围土壤中 Cd、Pb、Cu、Zn的平均含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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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沈阳市土壤背景值的 36. 85 倍、30. 68 倍、

16. 58倍、13. 36倍 ,属于重金属严重污染区 [ 41 ]。

南京市典型工业区土壤中 Cu、Zn、Pb、Cd、N i、Hg、

A s 的平均值分别 为 127 mg/kg、400 mg/kg、

74. 7 mg/kg、0. 428 mg/kg、73. 0 mg/kg、31. 4 mg/kg、

85. 3 mg/kg,显著高于南京市土壤背景值 [ 20 ]。

1. 2. 3　交通运输

城市交通运输是城市土壤重金属的另一个重

要来源 ,汽车尾气排放、轮胎及车辆镀金部分磨损

或润滑油燃烧都会释放出大量含 Pb、Cd、Cu、Zn的

有害气体和粉尘 ,通过大气干、湿沉降影响路侧土

壤中重金属含量 [ 42 ]
,多项研究 [ 22, 43 - 45 ]都证明了这

一点。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腾飞 ,城市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 ,汽车保有量将不断增加 ,势必进一步增

加城市环境压力。

1. 2. 4　煤炭燃烧

煤炭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一些潜在毒

害元素 ,如 Hg、Se、Pb、Cd、A s、Zn、Sb、Ti等。研究

表明 [ 46 ]
,这些元素在高温条件下具有挥发性和半

挥发性 ,即在煤炭燃烧过程中 ,呈气态或吸附在烟

气中的细小颗粒物上呈气溶胶态 ,并能通过各种烟

气污染控制设施而释放到大气环境中。尽管煤中

这些元素的含量很低 ,但由于大量煤炭的燃烧 ,燃

煤已成为大气环境中这类潜在毒害元素的主要污

染源。据报道 ,煤中的 Hg在燃烧过程中有 75%释

放到大气中 ,经估算中国燃煤每年向大气排 Hg约

200 t以上 ,全球质量平衡估算表明 ,由人为源释放

到大气中的 Hg有 1 /3来自煤炭燃烧 [ 47 ]。雒昆利

等 [ 48 ]研究表明 ,燃烧 1 t含 Pb约 30 g的煤 ,排放

到大气中的 Pb为 20 g左右 ,燃煤中 Pb的排放率

约为 66%。经煤炭燃烧进入大气的重金属随着大

气干、湿沉降不断富集到土壤中 ,如不加以控制 ,会

对城市生态系统及人体健康产生长期危害效应。

为此 ,应积极推广使用煤气、液化气和电热等清洁

能源 ;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监督管理 ,逐步将

公交车 (含所属出租车 ) (燃 )油改 (燃 )气 ;实施

“退二进三 ”政策 ,将部分能耗高、污染重、占地广

的企业向异地搬迁 ,减少由工业活动、交通运输、燃

煤等带来的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

1. 2. 5　废弃物堆积

含重金属废弃物未经处理随意堆积也会造成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 ,而且不同种类废弃物的危害

方式和污染程度均不同 ,污染范围一般以废弃堆为

中心向四周扩散。据报道 ,武汉市垃圾堆放场 [ 49 ]、

西班牙某 Zn矿冶炼厂废弃物堆积区 [ 50 ]、南京市生

活垃圾场 [ 51 ]、哈尔滨市韩洼子垃圾堆放场附近土

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均高于当地土壤背景值或对照

区 ,特别是哈尔滨市韩洼子垃圾堆放场周围

1 130 m以内的土壤受重金属明显污染 ,土壤中的

Hg高达 0. 26 mg/kg,比无堆放地的正常土壤高

8. 5倍 [ 52 ]。此外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含量受其从

垃圾中释放率的影响 ,且随着距离增加而降低。据

A. A别乌斯调查 [ 53 ] ,垃圾堆放场周围土壤中某些

化学元素的含量比远离堆放场高得多 ,如距堆放场

50 m、100 m、250 m 土 壤 中 的 Cu 分 别 为

300 mg/kg、100 mg/kg、40 mg/kg, Pb、Zn、Cr、N i也

是距垃圾场越近 ,含量越高。相关研究 [ 51, 54 ]还表

明 ,堆放的垃圾在雨水淋洗下会向土壤中释放有毒

元素 ,释放到土壤中的主要是其有效态部分 ,且表

生条件下以有效态形式存在的金属元素几乎不可

能再转变成残渣态 [ 55 ]
,这会导致重金属在土壤中

的迁移能力增加 ,污染地下水。

1. 2. 6　大气沉降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气汞沉降研究较多 [ 56 - 57 ]
,

对其他重金属的干、湿沉降研究较少。近年来 ,研

究发现焦作市大气沉降对土壤 Hg、Cd、Pb的年输

入量分别为 4. 43 g/ ( hm
2 ·a)、5. 70 g / ( hm

2 ·a)、

394. 6 g/ ( hm2 · a) [ 58 ] ;太原市大气沉降对土壤

Pb、A s、Cd、Hg年输入量分别为 309. 7 g/ ( hm
2 ·a)、

55. 4 g/ (hm
2 ·a)、4. 33 g/ (hm

2·a)、0. 48 g/ (hm
2 ·a) [59]

;

北京市大气沉降对土壤 Cd、Hg、Pb、A s的年沉降通

量分别为 2. 36 g/ ( hm
2 ·a)、0. 24 g / ( hm

2 ·a)、

219. 95 g/ ( hm2 ·a)、29. 00 g / ( hm2 ·a) [ 60 ]。由此

可知 ,大气沉降已成为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

来源途径 ,为从源头上控制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 ,

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如何识别城市土壤中重金属的来源 ,是城市环

境地球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 61 ] ,也是土壤重金属

源头阻控技术研究的关键。目前 , GIS技术结合多

元统计方法及富集系数法 ,是区分人为或自然来源

重金属的常用方法 ,可以较有效地进行城市土壤重

金属的判源分析。另外 ,同位素地球化学示踪技术

也可以有效追踪城市环境污染物的来源 ,特别是铅

同位素示踪在研究城市土壤重金属来源中起到了

独特的作用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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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土壤重金属的化学形态分析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在土壤中的环

境行为不完全取决于总量 ,还取决于其化学形态 ,

不同形态的重金属 ,其生理活性和毒性均有差异。

目前 ,大多数研究工作者认为土壤环境中重金属的

赋存形态可分为水溶态、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由于水

溶态一般含量较低 ,又不易与交换态区分 ,常将水

溶态合并到可交换态中。可交换态的重金属在土

壤环境中最为活跃 ,活性大 ,毒性强 ,易被植物吸

收 ,也容易被吸附、淋失或发生反应转为其他形态。

残渣态的重金属与土壤固相结合得最牢固 ,用普通

的浸提方法不能从土壤中提取出来 ,活性最小 ,几

乎不能被植物吸收 ,毒性也最小。铁锰氧化物结合

态在还原条件下易溶解释放 ,有机结合态在氧化状

态下易分解释放 ,这两种形态的重金属活性、毒性

居中。碳酸盐结合态的重金属对土壤 pH值最敏

感 ,当 pH值下降时易重新释放而进入环境中 ,相

反 , pH值升高有利于碳酸盐的生成。概而言之 ,由

于城市土壤的高 pH值 (偏碱性 ) ,土壤中的重金属

元素均表现出较低的生物有效性 [ 63 ]
,其形态以稳

定的残渣态为主 ,可交换态比例较小 ,但不同元素

之间、不同功能区之间各种形态所占的比例有很大

差异 [ 30, 39, 64 - 68 ]。在人类强烈活动的影响下 ,城市

土壤重金属不断富集 ,其形态组成会发生相应变

化 ,其中酸可提取态的重金属比例有上升趋势 ,而

残渣态的重金属比例呈下降趋势 [ 69 - 71 ]。例如 ,中

国香港土壤中的 Cr表现出较高的可交换性 [ 7 ]
;上

海市土壤中的 Cu以有机结合态为主 [ 72 ]
;北京市土

壤中 Pb的可交换态含量较高 [ 73 ] ;与非城区自然土

壤相比 ,南京市土壤中的 Mn、Cu、Zn、Pb主要来源

于人为输入 ,其残渣态所占比例低 ,活性态比例大 ,

对环境的危险性增大 [ 65 ]。

总之 ,由于土壤组成的复杂性 ,土壤利用方式

及土壤 pH值、Eh值、土壤无机和有机胶体含量等

因素的差异 ,以及重金属的复杂性质和多重价态 ,

造成重金属在土壤中有多种赋存形态和复杂的变

化。此外 ,有些城市受到酸雨等因素的影响 ,城市

土壤 pH值偏高的现象有所转变。虽然目前的研

究表明 [ 52, 74 ] ,酸雨尚未造成城市土壤中重金属的

明显释放 ,但由于城市土壤重金属相对环境容量的

有限性 ,不排除酸雨影响会打破这种人为地球化学

垒的屏障。

3　城市中重金属在不同介质间的迁移转化

人类活动将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排入城市大

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因子中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

因素的作用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城市灰尘中的重

金属 (尤其是细粒子 ) ,一方面在风力、交通流和人

流的作用下被扬起 ,从而进入大气成为大气颗粒

物 ;另一方面也可以进入水体成为水体悬浮物 ,最

终由于重力沉降成为水体沉积物 ,同时还可以成为

土壤的一部分。另外 ,重金属污染物还可吸附在颗

粒物表面 ,随着重力作用和降水 ,一部分转变为城

市灰尘 ,另一部分进入水体和土壤。土壤中的重金

属则由于降水和渗漏等作用进入水体 ,同时水体中

的重金属也可通过灌溉重新回到土壤中。在气候

干旱的条件下 ,风力、交通流和人流又可将土壤颗

粒转变成城市灰尘或大气颗粒物。

城市土壤重金属可以通过渗滤进入水体 ,引起

了人们对地下水中重金属含量的关注。目前的研

究 [ 39 ]表明 ,城市地下水中的重金属浓度与相应土

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无明显相关性。城市土壤 pH

值偏碱性 [ 2, 75 ] ,且土壤压实、板结现象严重 ,孔隙度

降低 ,含水量减少 ,从而降低了土壤中重金属的移

动性 ,减弱了城市土壤中重金属淋洗至地下水中的

可能性 [ 76 ]。城市土壤的化学组成与地面大气污染

水平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相关研究 [ 1, 77 - 79 ]表明 ,

城市空气中重金属的多年平均含量 ,与城市土壤表

层中大量可交换的以水溶解等形式存在的一些重

金属 (如 Cu、Pb、Mn等 )含量之间呈可靠的相互依

赖关系。乌克兰 23个城市土壤中酸溶解性 Mn、

Zn、Cu、Pb的含量与其在气溶胶中的多年平均含量

有明显的依赖关系 [ 80 ]。波兰上西里斯克工业区每

昼夜间的降尘量高达 3 000 mg/m3 ,导致土壤性质

发生改变 ,大量 Pb、Zn、Cu等在土壤中累积 [ 52 ]。

总之 ,城市土壤是重金属的载体 ,它既是空气

中可悬浮颗粒、浮尘、扬尘、沙尘、烟尘的归宿地 ,又

是水体污染物通过灌溉、渗漏、循环而最终积淀的

场所 [ 81 ]。

4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环境效应

4. 1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会产生一系列生态和环

境效应 ,除了影响土壤的生态功能外 ,还可能对生

物产生危害 ,主要体现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方面 ,

对城区园林绿化植被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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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体产生危害主要有两个途径 :

①城郊土壤 —蔬菜、水果系统中重金属的积累与食

物链传递 ; ②对土壤或尘土的直接吸入。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城市 (郊 )蔬菜是城市

居民污染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秦文淑等 [ 82 ]采用

THQ
[ 83 ] ( Target Hazard Quotients)靶标危害系数方

法 ,评估了人体通过食物摄取产生的重金属风险 ,

THQ方法公式表达如下 :

THQ =
EF ED FIR C

RFDWAB TA

×10
- 3

式中 , EF 为接触频率 ( d /a) ; ED 为平均人寿

(70 a) ; FIR为消化食物的比率 [ g / (person·d) ]; C

为食物中重金属质量比 (mg/kg) ; RFD为参比剂量

(mg/kg·person) ; WAB 为人体平均质量 (成人为

55. 9 kg,儿童为 32. 7 kg) ; TA 为平均接触时间

( d / a)。若 THQ值 < 1,则认为人体负荷的重金属

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不明显。评估结果表明 ,广州市

民经蔬菜途径摄入人体的 Pb、Cd、Zn、Cu、Cr暴露

接触的 THQ值分别为 0. 447、0. 105、0. 033、0. 059、

0. 000 2,说明经蔬菜途径摄入的重金属对市民的

健康风险较低 ;较其他几种元素 , Pb的 THQ值较

大 ,是具有潜在暴露接触健康风险的重金属。

城市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扬尘进入大气 ,并最

终通过呼吸作用进入人体 ,从而直接影响人体健

康。采用核探针研究大气颗粒物的指纹特征 ,结果

表明 ,上海市大气颗粒物中约有 31%来自土壤扬

尘 [ 84 ]。污染的城市土壤扬尘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

要因素 ,特别是 Pb在细颗粒中相对富集 ,可能是儿

童血 Pb含量升高的重要原因 [ 85 ] ,因为细颗粒土壤

更容易成为扬尘被呼吸摄入 [ 86 - 87 ]。

以城市土壤为切入点 ,系统研究基于人体健康

风险的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体系是国内外研

究的前沿。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环境

风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准则 [ 88 ]。我国在这方面

的研究相对滞后 ,制定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健康风

险评价体系已迫在眉睫。

4. 2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会导致土壤中的微生物

特性发生显著变化 ,低浓度重金属能刺激微生物生

长 ,增加微生物生物量碳 ,而高浓度重金属则导致

其明显下降 [ 89 ]。相对于农村土壤 ,城市土壤中微

生物群落在结构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微生物基底

呼吸作用明显增强 ,生物量却显著降低 ,生理生态

参数 Cm ic /Corg、qCO2 值明显升高。B iolog数据显

示 ,城市土壤微生物对能源碳的消耗量和速度明显

提高 ,主成分分析显示土壤中的重金属积累 ,特别

是有效态 Pb的积累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

因 [ 90 ]。刘乃瑜等 [ 91 ]对长春市的研究也表明 ,城市

土壤重金属积累导致土壤微生物代谢活动明显增

强 ,微生物生物量显著降低。此外 ,重金属污染对

不同质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不同 ,对砂质、

砂壤质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抑制作用比壤质、粘质

土壤大得多。高 Cu污染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比

Zn、N i污染土壤少 ,重金属严重污染会降低微生物

对单一碳底物的利用能力 ,减少土壤微生物群落的

多样性 [ 92 - 93 ]。

4. 3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土壤酶的影响

相关研究 [ 94 - 96 ]表明 ,重金属污染与土壤酶活

性呈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 ,且影响多表现为抑制

作用。和文祥等 [ 97 ]研究发现 ,当加入土壤中的 Hg

为 30 mg/kg时 ,脲酶的活性降至原来的 29% ～

47% ,且受 Hg的抑制作用最敏感。杨志新等 [ 98 ]研

究证实 ,脲酶受重金属的抑制作用最为敏感 ;转化

酶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影响则随着 Cd浓度的增

加而显著降低 ;在不同 pH值下 , Hg、Cd对脲酶活

性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 ,当 pH值 = 6. 0时 ,抑制

幅度最大 , pH值 = 7. 5时则相反 [ 99 ]。

重金属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一方面是重金属

对土壤酶活性产生直接作用 ,使酶类活性基团空间

结构受到破坏 ,从而降低其活性 ;另一方面 ,重金属

能抑制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减少微生物体内酶

的合成和分解量 ,使其活性降低。土壤酶活性可以

作为重金属污染程度的主要预警指标 ,但土壤酶活

性极易受酶环境因素及其他非生物因素的影响 ,比

较不同土壤在不同时间的酶活性存在一定困难。

此外 ,土壤酶具有底物专一性和功能单一性 ,使用

单一酶活性表征土壤重金属污染不太合适 ,是否可

用多种酶共同作为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研究展望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土壤作

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系统之一 ,污染现象日

趋突出 ,尤以重金属污染为主。目前对城市土壤重

金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含量、空间分布及评价等方

面 ,对重金属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机制、

重金属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和园林绿化植被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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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重金属溯源及其污染预警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

较薄弱。此外 ,目前通用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仅局

限于农业用地 ,尚未建立适用于城市土壤环境的质

量标准。因此 ,今后应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开展研

究 ,特别是城市土壤质量演变与郊区之间的相互关

系、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评价和人体健康

风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尽快建立基于城市居民健

康风险评估的城市土壤质量标准。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有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及

生物措施 ,但多停留于试验阶段 ,尚未开展大范围

的应用 ,而且由于周期长、成本高等原因 ,也不适宜

大范围推广 ,尤其是在城区范围内。因此 ,防治城

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根本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 ,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严格控制含有重金属的工业

“三废 ”排放 ,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在从源头上

治理污染的同时 ,还应加快研究生态影响小、费用

和市场风险低、技术简单、易于推广、应用范围广的

城市土壤重金属阻控与消减技术。

城市是高素质人口的集中地 ,在我国城市生态

建设中 ,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对城市土壤的重要性

缺乏认知。因此 ,应尽快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 ,向

公众特别是土壤 (土地 )使用者和城市管理者宣传

有关土壤的知识 ,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土

地认知 ”水平 ,同时政府还可通过制定相关的经济

与激励政策 ,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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