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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蔬菜中重金属含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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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安市郊供试菜目土壤和蔬菜 中金属元紊含量差异显著，近郊9块菜地土壤垒量 

和 DTPA态 Pb·cd．cf·cu·zn，Mn的平均含量均大于对照，其中 Pb，CA 累积量较大 。在研究 

的u种蔬菜中，苋菜和韭菜的重金属累积量较大 ．而大 辣子和西红柿的累积量较 小。蔬菜吸收 

重金属除受元紊有技性影响外．还受土壤和大气污染的干扰。 

关键词 重垒星盂置·堑垦圭攘·墼蛰墨璺量 
中囝分类号 X53，X503．23 

西安市郊多为菜园。由于采用污灌加之农药 、除草剂等含金属元素物质的投入以及环 

境污染的影响，致使土壤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本文通过对西安郊区土壤和蔬菜中重金 

属元素含量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蔬菜吸收金属元素和土壤中金属元素含量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I．1 样品采集和处理 

土壤样品 采于西安四郊近郊菜园。对照土样采自沪河东远郊菜地。每一土样为7～ 

l1个样点的混合样。样品风干、压碎过1mm筛。 

植物样品 从10个菜地共采集91个夏季蔬菜样品 ，每个菜园采收5～11种样品。供试 

菜样用自来水洗去表面灰尘，再用蒸馏水洗涤，在吸水纸上晾干后，称取鲜样3份(每f~lO0 

g)，在80℃下烘干计算含水量 ，其余样品在60"C下烘干 ，粉碎后过1mm筛，供分析植物体 

金属元素含量。 

1．2 化学分析 

土壤 Pb，cd，cu，Zn，Mn的全量测定采用王水一高氯酸制备待测液，全 cr测定见参考 

文献[4]；土壤有效态 Pb，cd，cr，cu，Zn，Mn用 DTPA溶液浸提，液土比为2：1；植物待测 

液用干灰化法制备,Cu，Zn，Mn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Pb，Cd,Cr采用石墨炉无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土壤 pH值用 pH 计测定，土壤悬液水土比为2．5t1；土壤有机质含 

量用重铬酸钾法测定。土壤和植物分析均以标样为对照控制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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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的重金属含量 

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测定结果见表1．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明，io块菜地土样中各元素全 

量 (除 Zn外)和有效量，都有极显著差异(P<0．01⋯F 。s一3·18⋯F 一5·35)，即不同地 

堍土壤中这几种元素的累积量各异 

全 Pb，Cd含量变异系数(RsD)大 ，Cr，Cu，Zn，Mn的变异小；有效态 Mn含量变异最 

大 ，其次是 Cr，Pb，Cu，Cd，Zn．RSD表明各菜园土壤中相应元素含量差异大，反之则差异 

小 。 

从元素的全量和有效量平均值可见 ，近郊9块菜地土样的均大于远郊对照土样。然而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 Cu外(r一0．864～ ，ro =0．765)，1O个菜园供试土样的DTPA 态 

Pb，Cd，C ，Zn,Mn含量和相应元素全量之间无显著相关(P>O．05)。但必须强调，虽然元 

素有效态含量和土样中的全量无显著正相关．但 cd，Cr，Cu，zn，Mn在土壤中已有不同程 

度累积，势必会引起其在作物体内的增加。 

表l 土壤样品中叠属元素含量及统计分析 flg，g干土 

注：1)表中数据为元寮的全量和有效置(括号 数字为有效量 )；2)方差分析·，̈ 5詈3—18，， 口l=5 35· 

2 2 蔬菜中重金属元素含量 

蔬菜中金属元素的含量测定结果和统计分析(表2)表明，10个菜园的前7种蔬菜和5个 

菜园的所有蔬菜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差异显著或极显著。这一结果虽然可归因于土壤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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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元素含量的差异，但从总量上看 ，土壤全 Cr，Cu，Zn，Mn变异不大，有效态 Pb．Cd．Cu， 

zn的变异也较小，而蔬菜中这些元素的差异仍然存在。表明蔬菜体内重金属元素含量差 

异的根本原困在于不同 品种蔬菜 累积元素能力的差异。这一结果和 Zurera的结论一 

致 。Pb，Cd的影响是其在作物体内的累积问题“ 。即使在同种植物中重金属的累积也困 

品种而异，且同一植株不同部位的含量不一。 

和对照比较，表2 1～6及l0号7种蔬菜中 Pb，cr的含量均大于对照。这与余三文的实 

验结果相 比 ，供试蔬菜中韭菜，青椒、西红柿、苋菜、小白菜 ，四季豆 ，茄子，青葱中Zn，Cu 

的平均含量(除前三者的 Zn外)均较大。文献中尚无这几种蔬菜的 Pb，cd，Cr，Mn含量报 

道。 

衰2 蘸菜食用部分盎属元素的平均含量 pg／g鲜重 

往，1)表中每十数字为5～儿十样品的平均值，1～7号样品为10十菜园样品平均值 ，ⅢF =3 18l8～l】号为5十菜 

园的平均值 F 2．05⋯F =2 80l2)G表示元素 分量大于对照，s表 示小于对照． 

2．3 蘸菜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关系 

各种蔬菜的金属元素吸收量和土壤中相应元素含量及有效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除大辣子的含 Cu量与土壤有效 Cu和全 Cu、韭菜含 Pb量与土壤有效 Pb、西红柿、青葱、 

大辣子含 cr量与土壤有效 cr含量有显著相关性(P<O．05)外 ，其余蔬菜各元素吸收量 

与土壤中相应元素含量 、有效量均无显著相关(P>O．05)。看来供试土壤重金属全量和有 

效量的增加似乎并没有显著影响蔬菜吸收重金属元素。这和 Zulera“ 的结果一致 。 

根据本实验结果虽然不能给 出供试土壤 pH值、有机质含量影 响蔬菜吸收这几种金 

属元素和他们在土壤中有效性的精确结论，但是无疑蔬菜吸收这几种重金属元 素，除受控 

制元素有效性的因素之影响外，还受土壤和大气污染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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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tal contents in soils and vegetables 

in vegetable gardens in Xian SUburbs．Total contents and average contents of Pb，CA， 

Cr．Zn and M n of DTPA in soils of 9 pieces of vegetable fields in the near suburb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of which Pb and Cd accumulated amounts were higher 

Of 11 vegetables under study，the aecdumulated heavy metals in amaranth and 1eek were 

high，which those in green pepper and tomtoes were low． Apart from the effeet by the 

element availability，the uptakes of heavy metals by vegetables are subject to the inter一 

[erence from soi1 and atmosphere pollution． 

Key words heavy metal，suburb soil，vegetables，accumulated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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