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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 东苕溪流域上游地区典型农田土壤滞留功能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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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来越多的毒性物质在土壤中积累, 可能通过食物链污染粮食和蔬菜, 或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 甚至
土壤污染物也可能通过淋溶、渗漏等方式对地下水及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威胁。污水灌溉、农药施用导致的农田土
壤重金属、农药残留分析和行为特征研究较多, 但针对土壤中各种污染物积累的综合效应及生态风险研究则较
少。污染土壤对水生环境影响的研究被称为土壤滞留功能评价, 是土壤生态风险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
筛选和评价生态毒性的生物学方法包括SOS/umu荧光检测实验和Ames实验,与化学分析相比生物学方法更为简单快
速,测试结果更为直观。东苕溪上游地区都以高密集型畜禽、水产养殖、种植业为主, 大量含有抗生素、激素、重
金属等的养殖废水通过灌溉方式进入农田; 农业种植使用的化肥、农药也不断在农田土壤中累积,导致东苕溪农田
土壤可能存在各类物质的复合污染。本研究通过SOS/umu实验和Ames实验对东苕溪流域上游典型区的菜园土、水稻
土、竹林土壤样品滞留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 菜园土土壤样品的急性生态毒性、潜在生态和遗传毒性研究结
果均为阳性; 水稻土土壤样品的急性生态毒性为阴性, 潜在生态和遗传毒性研究结果为阳性,竹林土壤样品的急性
生态毒性、潜在生态和遗传毒性研究结果均为阴性, 说明菜园土土壤、水稻土壤部分滞留功能已受到破坏, 可能
对地下水和水生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 
关键词   土壤滞留功能   SOS/umu实验   Ames实验   风险评价    

分类号 

  Abstract
  

Key words   

DOI:   

 

 通讯作者 卜元卿 buyuanqin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