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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汞、镉、铅等有害重金属

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人

体健康、重金属污染环境修复和

非传统元素稳定同位素地球化

学的研究． 在地表与大气汞的交

换过程与机理、大气汞长距离传

输、水库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规律、水稻富集甲基汞的机理及

汞同位素地球化学方面取得重

要学术成果，获得国内外同行高

度认可，任多个国际学术刊物的

副主编和编委．

摘 要 汞是通过大气进行长距离传输的全球污染物，引起国际社会和学术界

高度关注． 陆地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物质循环最为活跃的地方，但其对全球汞的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的认识还不清楚． 同时，森林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可能对全球大气汞同位素组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目前这两方面的研

究还非常缺乏，制约了对全球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深化规律的把握． 本课

题组拟在我国温带和亚热带选择 3 个森林小流域，首先系统开展森林小流域汞

的质量平衡研究工作，深入刻画森林流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演化规律，在此基础

上开展流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汞同位素的分馏特征研究，最终建立

流域尺度森林系统汞及其同位素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该项目将极大推进对森

林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认识，探讨森林生态系统与大气汞交换过

程对全球尺度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对大气汞同位素组成的影响，为最终建立

基于汞同位素的全球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词 汞，森林生态系统，汞同位素，质量平衡，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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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cury is regarded as a global pollutant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can be transported for a long distance in the atmosphere，and thus attracts
attentions from both public sectors and scientific society． The mass
exchanges in forest ecosystems are very active，but the role of forest
ecosystem on global mercury geochemical cycling is still largely unknown．
Meanwhile，the cycling of mercury in forest ecosystem may have altered
mercury isotope ratios in the atmosphere． However，so far the knowledge
on these two aspects is still lacking ，hind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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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ycle of mercury i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roject，we will select 3 small forest catchments
from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regions in China as our study areas． First of all，we will establish a
detailed mercury mass balance in the ecosystems，and decipher the biogeochemical cycling of
mercury in forest ecosystems． Based on this，we will investigate mercury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mercury geochemical cycling processes in the forest ecosystems． Finally， we will develop
biogeochemical cycling models in forest ecosystem for both mercury and mercury isotopes． Our
project will advance our knowledge on mercury cycling in forest ecosystems，and discuss the impact
of mercury exchange between atmosphere and forest on the global cycling of mercury in the
atmosphere and on mercury isotope ratios in global atmosphere． In the end，our project will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global mercury models based on mercury
isotope information．
Keywords: mercury，forest catchment，mercury isotope，mass balance，biogeochemical cycling．

1 汞是国际关注的全球污染物

汞是毒性最强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已被我国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及美国环

境保护署等机构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 由于欧美经济快速发展向环境排放大量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

们发现北欧和北美偏远地区很多湖泊鱼体汞含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水产品食用标准，对此各国

政府在这些湖泊周围设置警示牌，提醒公众避免食用高甲基汞含量的鱼种． 研究表明，北欧和北美偏远

地区湖泊鱼体汞污染是人为活动排放的汞经大气长距离迁移后的沉降所造成． 自此，人们认识到汞是一

种通过大气进行长距离跨国界传输的全球污染物［1］，而通过食物的长期低剂量暴露导致的健康影响是

国际控制汞污染的直接动因．
鉴于全球汞污染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决定在 2010—2013 年召开 5 次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系列会议，并于 2013 年 10 月已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汞公约-水俣公约，旨在控制和削减全

球人为汞排放和含汞产品的使用． 该公约与涉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应对气候变

化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一样，成为最高级别的国际法． 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汞公约谈判，并签

署了水俣公约，充分体现了对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视． 2011 年，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

五”规划》( 国函〔2011〕13 号) 中，将汞列为重点管控重金属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重点区域

的汞排放量要比 2007 年减少 15%、非重点区域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 2007 年水平的目标．
与其他重金属显著不同，汞是通过大气进行长距离和跨国界传输的全球污染物，因此，全面认识汞

的大尺度迁移规律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对汞的全球尺度的研究包括: 全球尺度人为活动汞排

放清单建立、大气汞的迁移转化规律认识及汞在大气与地表( 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 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揭示等 3 个方面［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尺度大气汞的迁移模型．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不同尺度

大气汞的传输模型开发和大气汞的观测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许多重要进展． 欧美学者相继开发了一系

列 大 气 汞 模 型，包 括 GEOS-Chem-Hg［3-4］、GＲAHM［5-6］、CMAQ-Hg［7-8］、GLEMOS［9］、CTM-Hg［10］、
MOGUNTIA［11］和 ECHMEＲIT［12］ 等． 同时欧美等也相继建立了大气汞和沉降通量观测网络，如美国

( AMNet) 、加拿大( CAMNet) 、欧洲及地中海( MOE-MAMCS) 以及近期由欧共体资助建立的全球大气汞

观测网络( GMOS) ，这些观测站采用统一标准操作程序 ( SOPs) ，对大气不同形态汞，即气态单质汞

( GEM) 、气态氧化态汞( GOM) 和颗粒态汞( PBM) 及湿沉降通量进行长期连续观测，这对于评价区域的

大气汞分布、迁移转化和环境效应提供了宝贵基础数据． 但目前的大尺度模型计算结果与这些观测网络

的观测结果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5-6，13］，表明我们对全球大气汞的迁移转化的认识还很匮乏．

2 陆地森林生态系统对汞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贡献还远未认识清楚

全球森林占陆地面积的 31%［14］，但其从大气吸收的碳汇通量占全球地表吸收总碳汇通量的近

55%，在全球的碳循环中，森林系统是一个持久的、储存量相当可观的碳汇［1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

显示，汞在陆地生态系统的迁移转化与有机碳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6-18］，且在局部区域长时间的观测发

现，大气总汞浓度的季节变化特征与 CO2 的变化特征相似［19］． 这表明汞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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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可能存在耦合关系． 然而，对森林植被在陆地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中的角色的认识( 汞汇还是汞源?) 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一方面早期的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可通过叶片的

蒸腾作用向大气释放汞［20-21］． 同时一些模型计算结果也说明森林的汞释放对区域或全球汞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影响重大，能占到陆地生态系统自然源汞排放量的 75%［4，22-24］． 另一方面，植物根系的屏障作用

加大了土壤溶液中的无机汞进入到植物的体内的难度［18，25-26］，而在全球偏远的背景区，广袤的植被叶

片可通过表皮层截留或气孔吸收大气汞． 叶片从大气吸收汞成为森林生态系统汞的干沉降过程的重要

组成部份． 叶片干沉降过程累积的汞，可通过穿透雨、凋落物进入到地表，或库存到木质部． St Louis
等［27］的研究表明穿透雨与凋落物输入的汞都是来自大气． 已有研究表明木质部汞的累积与大气汞的浓

度存在很好的相关性，这揭示了木质部中的汞可能主要来自大气［28］． 同时我们课题组的研究也发现水

稻叶片中的汞主要来自大气［29］，且叶片从大气吸收的汞可向茎、果实、根传递． 引人注意的是，全球植被

地上部分的生物年产量高达千亿吨级，如果按文献报道的全球植被叶片汞含量均值为 24 μg·kg －1，茎的

为6 μg·kg －1，粗略计算发现，全球森林植被叶片与茎从大气的年吸收汞量分别高达 885 t 与 139 t［19］，而

全球大气汞的库存量为 5000 t 左右［30］． 因此，森林植被可能是大气汞的汇，而且这个汇的通量还可能远

远被低估了． 综上所述，由于对森林系统在全球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扮演角色的认识存在巨大的争

议，这增加了对汞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认识的不确定性．
森林是一个多介质的生态系统，大气汞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主要包括以下 4 个传

输途径: ( 1) 植被叶片-大气界面的汞交换; ( 2) 森林土壤-大气界面汞交换; ( 3) 植被-土壤系统的汞交换

( 包括植被蒸腾作用从土壤溶液吸收汞并向地上部份传输( 存较大争议) 、植被吸收土壤释放的汞、植被

凋落物向土壤输入汞、穿透雨向土壤输入汞) ; ( 4) 地表径流-土壤-地下渗流系统汞交换． 因此，弄清森林

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规律，对认识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扮演的角

色及建立全球的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 20 年来，欧洲和北美研究人员尝试

开展了一些森林小流域汞循环模型的研究工作． 这些研究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大气降水、穿透雨和地表

径流汞含量的长期观测，初略地计算了森林生态系统汞的输入和输出通量［31-33］． 结果显示，大气向森林

生态系统输入的汞绝大部分( ＞ 80% ) 被保留在森林土壤中，证明了森林是一个重要的大气汞汇． 我国

研究人员也开展了一些森林小流域汞循环的研究，得出了和国外类似的研究结果． 比如张晓山课题

组［34］对贵州雷公山和重庆铁杉坪的研究发现大气汞向森林生态系统净沉降通量在 49—214 μg·m －2·
yr － 1之间，约占森林大气汞沉降通量的 41%—74% ． 我们课题组也开展了四川贡嘎山森林生态系统汞输

入和输出通量的研究［35］，结果发现大气沉降到森林生态系统的汞有 70% 保留在森林土壤中，每年森林

生态系统汞的净沉降通量达到了 70 μg·m －2 ． 在土壤-地下渗流界面的汞交换过程中，由于表层土壤富含

对汞具有极强亲和性的有机质，因此经表层土壤的过滤吸附后，地下水中的汞含量相比地表水要低 2—
7 倍［36 -37］，故地下渗流对汞的携带作用可以忽略． 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并未考虑或较大简化森林植被-大
气界面及森林植被-土壤界面汞交换过程，因此无法精确把握汞在森林生态系统的迁移转化规律．

目前森林系统的汞观测结果与现有模型研究输出结果还有很大差距． 在最新的自然源的排汞模型

中，植被表现为大气汞的汇，但由于森林土壤汞的再释放过程，整个森林系统则表现为大气汞的净

源［38-40］． 在区域尺度或全球尺度的模型里，如 CAMQ、GEOS-Chem-Hg、ECHMEＲIT 等模型，忽视了汞在

森林流域尺度迁移转化过程，在涉及大气-陆地生态系统交换通量时，多采用简单经验方程［4，22，24，39，41］，

致使森林冠层与大气汞间一些重要的迁移转化过程没有在模型中体现． 而流域尺度的模型，如 INCA-
Hg，主要关注森林系统向下游水生生态系统的汞输出，简化汞在森林系统各介质间的迁移转化过程［42］，

对大气-森林汞交换方面关注不够．
尽管前人在森林流域开展了大量关于汞质量平衡的研究工作，但由于汞地球化学行为本身的复杂

性、观测手段与实验方案的限制( 如缺乏长时间的观测、对各个介质采样的不同步、大气-植被或大气-土
壤通量交换的观测技术的缺陷或未被量化等) ，以及模型参数化方案的不完善，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

的、旨在详细地阐释汞在森林流域的各介质迁移转化过程的研究工作． 简而言之，在早期的观测与模型

的研究中，森林流域汞的质量平衡可能是不闭合的．
通过对水文条件清晰的森林小流域的详细研究，有望精确刻画森林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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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过程． 首先，汞在森林生态系统的迁移转化具有高度内在相关性． 例如冠层截留的汞可通过穿透雨或

凋落物进入到森林系统内部，进而被土壤捕获或再释放返回大气或随径流输出，最后通过汇水区汇集作

用，形成溪流，离开森林系统，进入到下游的水生生态系统． 这表明汞在森林系统各介质中的质量传递，

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相互耦合联系的． 其次，这种小流域的质量平衡研究能以小见大． 通过精确地

把握汞在各介质间的迁移转化的质量流，获得汞在介质间迁移转化的相关规律． 这些规律的把握不仅能

阐释所研究的小流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规律，还可能移植到更大的生态系统中去，为更大尺度模型

建立提供基础数据．

3 汞同位素地球化学为探索全球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研究提供新契机

Hg 在自然界有 7 个稳定同位素，分别为196Hg、198Hg、199Hg、200Hg、201Hg、202Hg 和204Hg，其质量数变化

达 4% ．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 MC-ICP-MS) 的开发应用及样品前处理技术的进

步，使环境样品高精度汞同位素分析成为可能，Hg 同位素也成为国际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 研究表明，在一系列涉及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过程，如挥发过程、蒸发过程、氧化 /还
原、甲基化 /去甲基化、吸 附 /解 吸 附 等［43-51］ 都 可 以 导 致 显 著 的 汞 同 位 素 质 量 分 馏 ( Mass dependent
fractionation，MDF) ． 除了 MDF，一些特殊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 Hg( II) 的光致还原、甲基汞( MeHg) 的

光降解［48］、Hg ( 0 ) 的 蒸 发 还 能 引 起 奇 数 汞 同 位 素 ( 199 Hg 和201 Hg ) 非 质 量 分 馏 ( Mass 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MIF) ． 在光致还原的动力学反应中，汞同位素的磁效应( magnetic isotope effect，MIE) 被认

为导致了奇数汞同位素的 MIF． 其 MIF 的指纹特征以 Δ199Hg /Δ201Hg 比值保存下来［48］( Hg( II) 的光还原

反应约为 1，而甲基汞的光降解反应为 1． 36 ) ． 在部分平衡反应中，如 Hg ( 0 ) 的蒸发过程，核体积效应

( nuclear volume effect，NVE) 导致奇数汞同位素 MIF，其 Δ199Hg /Δ201Hg 约为 1． 6［52］． 最近在大气降雨中

发现了偶数汞同位素非质量分馏． Chen 等［53］还发现△200Hg 和△199Hg 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季节性变化，

这意味着造成偶数汞同位素非质量分馏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异于奇数汞同位素． 综上表明，汞同位素为

研究汞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了全新的手段．
随着对汞同位素分馏体系认识的加深，利用汞同位素的分馏属性，阐释汞的地球化学循环特征，是

未来全球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是源的示踪模型，这

类模型基于对自然样品的汞同位素质量与非质量分馏的信息，利用一元或多元混合模式计算出各种源

的贡献份额，这为污染源的解析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手段［48，54-57］． 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主要汞排放源的汞

同位素指纹特征以及汞在大气 /水环境中形态转化过程汞同位素分馏特征研究的开展［58-61］，将汞同位

素信息运用到大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逐渐成为现实． Sonke［61］根据 GEOS-Chem 的大气、海
洋、土壤、海洋沉积物等汞库的质量传递结果，首次建立了一维的全球奇数汞同位素非质量分馏的 MIF
模型． 其模拟结果揭示，奇数汞同位素的非质量分馏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由于 GEOS-Chem
在大气-地表界面汞通量交换参数化方案的不完善性，而使得模型中介质间的汞交换通量可能与实际情

况有差异，造 成 MIF 模 型 模 拟 的 结 果 还 与 实 际 观 测 的 大 气 和 降 水 中 汞 同 位 素 观 测 值 有 很 大 的

差别［45，53，61］．
要真正将汞同位素信息加入到全球大气汞循环模型中，不仅需要掌握各排汞源汞的同位素指纹特

征、汞在大气迁移转化过程的汞同位素分馏特征，还需要了解大气与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系统交换过程

汞的同位素分馏特征． 目前已有很多课题组在开展人为排汞源汞同位素指纹特征( Biswas 课题组、冯新

斌课题组) 、汞在大气氧化 /还原过程汞的同位素分馏( Hintelmann 课题组、Bergquist 课题组、冯新斌课题

组) 、海气交换过程汞同位素分馏的研究( Sonke 课题组、Blum 课题组) ，但目前对大气汞在森林生态系

统循环过程中的汞同位素分馏的研究还很少． Dermers［62］对大气-森林系统的汞同位素进行了初步的观

测，发现叶片吸收大气汞过程可以产生 3． 5‰的汞同位素 δ202Hg 质量分馏，叶片在摄入大气汞时优先选

择轻的汞同位素，这与我们课题组发现水稻叶片吸收大气汞发生的汞同位素质量分馏结果一致［29］． 如

前所述，全球森林叶片吸收的汞是一个容量相当可观的大气汞汇，因此，植被从大气吸收汞的过程产生

的汞同位素质量分馏，必将显著地改变大气汞的同位素组成． 我们课题组也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汞同位

素的初步研究工作． Zhang 等［63］在雷公山的研究发现森林土壤汞的含量随着海拔增加而逐渐升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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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汞诱捕效应”) ，且汞的同位素分馏特征表明随着海拔增加大气汞沉降通量增加，这表明山地森林生

态系统对大气汞有很强的截留作用． 综上所述，森林生态系统汞的迁移转化过程汞的同位素分馏特征的

认识是将汞同位素运用到大尺度汞循环模型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对森林生态系统汞的质量平衡研究需要从小流域的研究着手，同样对森林生态系统汞的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汞同位素分馏特征的研究也需要从小流域的研究着手． 在一个封闭的森林小

流域里，基于对小流域汞质量平衡的把握，根据汞同位素在大气-植被-土壤-径流的分馏特征则可以建立

森林生态系统汞同位素模型． 基于森林小流域的汞同位素模型的优点在于: ( 1) 此类模型不仅能加深对

汞在大气-陆地生态系统迁移转化的认识，其模拟的径流输出结果，还可能作为未来下游水生生态系统

汞同位素模型的输入值． ( 2) 此类模型是基于生态尺度，在未来开发区域或全球尺度汞同位素模型时，

是极具有参考借鉴价值或直接能成为其重要的子模块．

4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建立为研究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同位素分馏提供了保障

准确定量汞在森林各环境介质的储存量、迁移转化、同位素组成是建立流域尺度汞质量平衡及同位

素模型的关键． 如前所述，由于观测手段和分析技术的限制，制约了早期森林流域质量平衡的精确构建．
大气-陆地生态界面汞的双向交换是流域汞循环的重要组成． 准确测定汞的界面交换是建立流域汞质量

平衡的关键，而传统分析技术不能量化大气-界面的交换通量，这也是早期的森林生态系统汞质量平衡

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
目前地气交换的测定方法主要包括动力学通量箱法 ( Dynamic flux chamber，DFC) 和微气象学法

( Micrometeorological methods) ． 由于动力学通量箱法成本低而被广泛应用［64］． 但传统动力学通量箱是在

固定抽气流速下进行测定，不能正确反应地气界面风摩擦驱动这一关键因子的影响作用，如在不同流速

下其测定汞通量差异可高达 7 倍［65］． 因此传统动力学通量法不能真实定量通量值． 而我们课题组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农田生态系统地表自然排汞机理及通量估算模型的建立) 的资助下，已成功

建立了测定地表与大气汞交换通量的新型动力学通量箱方法( Novel Dynamic Flux Chamber) ． 该新型动

力学通量箱法将箱外地表的摩擦驱动力( 摩擦风速) 与箱内的摩擦风速相关联，克服了传统通量箱单一

操作流速的制约［66］．
微气象方法相比通量箱方法具有更大的时空尺度、原位不扰动等优点而发展起来． 由于缺乏精确测

定大气汞浓度的高频探头( 一般为 10 Hz) ，微气象方法主要的发展方向为基于涡度相关理论的弛豫涡

旋积累法( ＲEA) 与通量梯度法［67-69］． 通量梯度法对微量气体分析检测限要求较高，特别是当标量垂直

差异较小和大气湍流条件差( 如夜晚低湍流情况) 时测定的通量误差极大［67-69］． 而 ＲEA 已在多种复杂

地形，成功地完成对其他微量气体( 如 NHx、HNOx、DMS，VOCs 等) 的通量测定［71-75］． 考虑到森林系统

复杂的地形与通量梯度法的缺陷，ＲEA 可能是较为理想测定地表与大气汞交换通量的方法． 而国际上，

目前只有少数实验室成功应用该方法开展地表汞通量的观测研究［76-79］．
综上所述，新型动力学通量箱能有效地捕捉大气-土壤汞的通量交换; 弛豫涡旋积累法能捕捉到大

气-植被-土壤尺度的净汞交换通量． 相比早期的森林流域系统的地气通量交换研究手段，这两种方法的

有效结合，能够使我们在不同的界面尺度研究地气交换，因此能建立更完善的流域尺度汞的质量平衡．
同时，本课题组还在国内率先开展汞同位素环境地球化学的研究，先后建立了固体样品( 土壤、植

物等) ［29］、大气样品［80］以及水样品［81］等汞同位素的分析方法． 为开展森林小流域尺度汞的质量平衡及

森林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汞同位素分馏研究的提供了充分的实验条件．

5 拟开展研究及展望

从我国的气候分带看，温带和亚热帯为主要的气候类型，因此本课题组将在我国温带和亚热带选择

3 个森林小流域，开展以下 4 个方面的详细观测与研究:

( 1) 流域植被、土壤分布及气象参数的观测: 收集流域内土壤和植物分布信息，建立流域数字化地

图; 建立流域地表径流监测及收集设施，实时观测地表径流量变化; 建立流域气象观测站，在研究期内高

时间分辨率观测光照强度、大气温度、相对温度、风向、风速、土壤温度、降雨量等参数． ( 2 ) 流域汞的质



208 环 境 化 学 34 卷

量平衡建立: 通过系统样品采集，获得森林流域各个环境介质间的汞质量流，建立闭合的质量平衡． 森林

流域闭合的汞质量平衡将是汞同位素数据分析、汞生物地球化学及其同位素模型的关键参照数据及理

论依据． ( 3) 流域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汞同位素分馏: 主要探索叶片与大气汞交换过程、雨水洗脱

叶片沉降汞过程、地表土壤与大气汞交换过程、叶片降解过程和地表径流形成过程汞同位素分馏特征，

为森林流域及未来水生系统同位素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 ( 4) 流域尺度森林系统汞及其同位素的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建立: 在本课题组获得的森林流域闭合的汞质量平衡基础上，把汞同位素纳入模型，

建立一个新的森林流域汞及其同位素地球化学循环模型．
该研究将建立亚热带和温带森林小流域的汞质量平衡; 刻画森林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过程汞同位素的分馏特征; 建立基于汞同位素的新型森林小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 推进

对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认识，为最终建立基于汞同位素的全球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

提供基础数据． 从而明确森林生态系统从大气吸收汞的量及其归宿、清晰森林生态系统与大气汞的交换

过程对大气汞同位素组成的影响、确定基于汞同位素组成的流域尺度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的建立

方法．
该研究拟开展的森林小流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及汞同位素分馏，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汞

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认识的薄弱环节，研究结果将为正确认识汞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未来

履行国际公约提供重要基础数据，具有科学前沿性和国家需求的紧迫性．
其首次将在建立流域尺度汞的质量平衡基础上，建立流域尺度汞同位素模型; 将汞同位素地球化学

手段运用到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规律的研究; 将系统获得森林流域尺度汞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中汞同位素分馏特征． 无论是在研究思路，还是在研究方法与手段上，均具有创新性，为未来汞

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提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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