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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与风险评价"取得重要进展

!
土壤和农产品污染问题已受到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尽管对于了解小范围的土壤和农产品污染问

题 #如一块农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污水灌溉区%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在国内外也有大量的

研究和报道!但是我国对省级单 元 或 全 国 性 的 土 壤 和 农 产 品 的 重 金 属 污 染 现 状 及 其 危 害 却 一 直 缺 乏 准

确$全面的了解!至今仍 &家底’不清楚"
针对上述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技术难题!在陈同斌研究员$郑袁明博士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组!在国内率先开展省级单元的大规模区域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与污染风险 研 究"该 研 究 工 作 从;&&&年 开 始!研 究 对 象 以 北 京 市 为 例!整 个 野 外 取

样工作共行程#万多公里!先后在北京市采集;#$$多个土壤和蔬菜样品!完成了;万余样次的重金属

#+I$/b$/J$/P$-G$6D$,_$?F等%的分析测定工作!取 得#万 多 个 重 要 科 学 数 据"目 前!已 取

得重要的理论和技术进展(

#土壤中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性较大$测试成本较高!因此如何建立一套适合重金属污染调查的高效

取样布点方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该 研 究 通 过 地 统 计 学$地 理 信 息 系 统 #’.1%和 全 球 定 位

系统 #’,1%等技术的融合!探索出一套适合于土壤污染调查的空间布点 #抽样%方法!大 幅 度 提 高 了

样点的代表性和抽样效率!大大节省区域性土壤污染调查中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等投入!对于开展全省

或全国性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在上述采样方法的指导下!通过 对;$$$多 个 土 壤 的 采 样 分 析!揭 示 了 北 京 市 土 壤 重 金 属 含 量 及

其区域分异规律!初步阐明了导致土壤重 金 属 区 域 分 异 的 主 要 原 因!修 订 了 北 京 市 土 壤 重 金 属 背 景 值!
并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从地理学$土壤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角度!系统研究了

北京市城市公园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其与游客流量$公园位置$建园历史的关系"

%根据北京蔬菜消费习惯和市场销售情况!通过对#$$个样品蔬菜的分析和研究!明确了北京市不

同区县的本地蔬菜与外地蔬菜$大棚蔬菜与裸露地蔬菜的重金属含量$污染现状$区域分异!评价了北

京市民通过蔬菜消费摄入重金属的健康风险!揭示了北京市大宗蔬菜对重金属的吸收和累积差异!以及

化肥和有机肥对蔬菜重金属积累的影响"

&揭示了菜地$麦地$水田$林地$草地$城市绿地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重金属积累特征及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重金属积累的影响"

’揭示长期污水灌溉条件下土壤重金属的积累特征$迁移及区域分异规律!污水灌溉和中水回用对

农产品中重金属积累的影响及其健康风险"

(建立了基于’.1的 &北京市土壤和蔬菜重金 属 含 量 调 查 数 据 库 #1-NR%’和 &北 京 市 土 壤 和 蔬

菜重金属污染管理信息系统 #1-N.1%’!绘制了北京市土壤重金属含量及污染风险评价系列图"
该研究可以直接服务于污染土壤的诊断$管理$修复和无公害农业发展!对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改善

和流域污染控制等环境保护的理论和技术进步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既可以直接为北京市土壤污染现状

评价和风险管理$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土地利用规划$农业和城市发展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可以为

全国或区域性土壤 #土地%资源普查和污染调查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借鉴"
该研究先后受到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北京市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的评价及其治理对策

研究’$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典型地区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价与生物修复技术’$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 项 目 &北 京 市 土 壤 重 金 属 污 染 区 域 评 价 的 理 论 与 方 法’等 项 目 的 共 同 支

持"目前!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 北 京 市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等 项 目 的 支 持 下!研 究 工 作 仍 在 不 断 深 入!
今后将进一步拓展与种植业区划$大气污染化学$地貌和水文过程$遥感技术$经济地理等相关领域的

综合研究"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地表环境化学过程与健康实验室 郑袁明$陈同斌!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