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卷增刊

·

环境地球化学
·

三峡库区高镐地质背景区土壤镐的赋存形态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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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 ����是一种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
，

其表

生活化迁移过程及环境效应一直是环境地球化学

领域的研究热点
。

近年来
，

我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显示
，

长江流域存在大规模 ��异常
，

被认

为是自然背景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造成的
，

但缺少

源于高地质背景的 ��的环境地球化学过程的系统

研究
。

因此
，

研究自然来源的土壤高 ��赋存形态
，

对于理解高锡地质环境中 ��的污染过程及其环境

效应尤为重要
。

三峡库区巫 山县建坪乡是我国燃煤型氟中毒

最严重的地方病区之一
，

同时也是高 ��地质背景

区
。

对该地区表层土壤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
，

研究

区土壤均呈酸性
，

个别样品 �� 值在 ���以下
。

土

壤中 ��的含量范围为 ����一��
�

�� �叭�
，

远高于

我国土壤 ��含量的中值 ����� �叭�和世界表层土

壤均值 ���� �����
。

研究区内无工业活动
，

土壤中

��主要为 自然源
，

并与研究区基岩高 ��背景表现

出很好的地球化学继承性
。

建坪地区出露的黑色泥

页岩
、

碳质粉砂岩
、

煤层等是该地区 �� 的主要地

质来源
，

其 ��含量最高可达 ��� �叭�
。

这些富

��岩石在地表极易风化
，

使得 ��等重金属元素进

入表生环境中
。

加上建坪地区地貌特征为长江右岸

山坡地
，

风化作用释放出的 ��等元素容易随重力

流向下方坡地迁移
。

该地区土壤中又富含粘土
，

有

利于 ��等元素在土壤中富集
。

研究区土壤 ��的赋

存形态分析数据表明
，

土壤中 ��主要以残渣态的

形式存在
，

所占比例在 ���左右
，

这表明大部分的

�� 来 自岩石风化
。

可氧化态所占比例很低
，

仅为

��左右
。

土壤中 ��的生物有效态 �水溶态与弱酸

提取态之和�含量较高
，

占土壤 ��总量的 ���左

右
。

以生物有效态赋存的 ��
，

在表生环境中易释放

出来
，

并被农作物吸收
，

造成食物链中 ��的富集
，

具有较高的环境健康危害风险
，

有可能产生氟一锡

协同作用的人体健康危害
。

源于地质来源的土壤高

�� 的迁移富集途径及其环境健康危害有待深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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