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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流域乐安河重金属污染水平                                     全文下载 

万金保，闫伟伟, 谢婷 

(南昌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育部鄱阳湖湖泊生态与生物资源利用实验室，南昌，330029) 

摘要：乐安河是鄱阳湖五大入湖水系中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为研究其污染现状，于2003-2004年度对乐

安河水体、底泥及水生生物的重金属污染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乐安河水体中的重金属除Cu的含量

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外，其它各项监测指标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乐安河底泥的

重金属含量平均值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相比，Cu的平均值超出了三级标准，而Pb和Zn的含量指标均符合三级

标准；通过地质累积指数评价结果表明，乐安河底泥中Cu为严重污染，Pb为偏中度污染，Zn为中度污染.乐

安河水生植物对Cu，Pb，Zn都有不同程度的富集,根据富集系数评价表明，植物对Cu的平均富集能力相对较

强，其次是Pb和Zn.浮游动物、植物和底栖动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分布和数量因河段水质变化的影

响也出现类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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