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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位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包头尾矿库区和白云鄂博铁矿开采区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为

治理草原矿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提供理论依据B结果表明$包头尾矿库区周围不同方向的土壤都受到了重金属 VQ( 6>( Z8 和
18 的污染$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表明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 18 lZ8 lVQ l6>’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评价表明$尾矿区东

北( 东南( 西南( 西北方向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 ’‘E*( "(‘’( "‘&&( "‘%E$主要受包头尾矿区常年主导风向西北风

的影响$处于下风向的东南方位污染最为严重’除 6> 外$尾矿库区各方位土壤重金属污染最严重为距尾矿库边缘 )( F范围

以内的区域B对于白云鄂博采矿区$单项污染指数评价表明$调查的 % 个区域内土壤也都受到了重金属 VQ( 6>( Z8 和 18 不同

程度的污染’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评价表明$采矿区( 排土场( 场区外( 城区外( 铁路东侧和铁路西侧区域的土壤重金属综合

污染指数分别为 "E‘*( E‘*(( ’‘%#( *‘E"( ’‘&&( ’‘’($污染程度最严重的是采矿区内的土壤$另外铁路运输矿石也已经造成

了沿线土壤的重金属污染B包头尾矿库区和白云鄂博采矿区的土壤具有相似的重金属污染特征$与尾矿砂中同种重金属浓度

相对应$已经对当地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构成了威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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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开发
速度日趋加快$而矿产开发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
生态与环境问题$例如采矿地区地质地貌的破坏$矿
区及其周边地区水体水质的恶化$矿区土壤的重金
属污染$矿区植被的破坏以及物种多样性的丧失$水
土流失与土地沙漠化等问题都日益严重 )"$’*B尤其
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 )* a#*B目前$国内外有关矿区土壤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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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污染特
征( 污染机制( 重金属污染的生态修复和生物效应
等$涉及到了矿区周围的农田( 城市( 水域等生态
系统 )"( a"%*B然而$国内外针对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
对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则鲜有报道B内蒙古矿
产资源极其丰富$种类繁多’矿产资源储量潜在价值
达 "* 万亿元$占全国的 "(i以上$居第 * 位 )"$*B与
其它地区的矿业开采活动相比$由于内蒙古的矿业
开采活动处于抗干扰能力较弱的草原生态系统中$
其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也更加严重$具
有其特殊性B位于草原上的金属矿山的开采$矿石的
加工( 运输( 储存$尾矿的堆积等所造成的土壤重
金属污染问题会对当地草场( 牧民( 牲畜等造成很
大影响 )"&$ "#* $进而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不容忽视的
危害$所以对草原矿区及其周围土壤重金属污染状
况( 特征进行调查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B

本研究对位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包头尾矿
库区和白云鄂博铁矿开采区以及周边地区土壤重金
属污染特征进行调查分析$运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
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评价$
旨在为草原生态系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矿区的
生态恢复重建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减少矿产
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重金属对人类健康和当地草
原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B

KL研究区概况

由于所调查的包头白云鄂博铁矿采矿区与包头
选矿( 冶炼及尾矿堆存区处于不同地点$两者相距
"$) IF$所以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针对于包头铁矿

分为两部分$一是包头尾矿库区$二是位于白云鄂博
的铁矿采矿区B包头尾矿坝位于包头市区西 "’ IF
之外$九原区和昆都仑区交界处B"#%) 年正式投产
使用$是平地筑坝围成$其东西宽约 *‘’ IF$南北长
约 *‘) IF$坝体周长 ""‘) IF$占地面积约 "’ IF’$
有效库容(‘%&& * 亿 F*B周围临近地区包括打拉亥
上下村( 新光村一( 三( 八村等 ) 个村庄和九原工
业区B白云鄂博矿区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所辖$矿
区南距包头市区 "E# IF$区域面积 *’& IF’B白云鄂
博铁矿于 "#)$ 年建矿$是一座大型的铁( 铌( 稀土
等多种金属共生矿床$矿物种类繁多$已发现有 ""(
余种B主要铁矿物有磁铁矿( 赤铁矿( 假象赤铁矿(
褐铁矿等$矿物组成中含有方铅矿( 闪锌矿( 锰铌
铁矿( 钡铁锰矿( 黄铜矿等B该矿是包头钢铁公司
的主要原料基地$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居住总
人口约 * 万人B包钢从白云鄂博铁矿采矿$经铁路运
至包头选矿厂$经选矿工艺后将剩余矿浆全部输入
包头尾矿坝B两区域均属内陆干燥气候区$低温少
雨$干旱多风$温差变化大$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
土壤类型均以栗钙土为主B

矿区周围土壤重金属的污染$主要是由于铁矿
石的开采加工以及铁尾矿砂的堆积导致的B经测定
包头尾矿坝铁尾矿砂中 VQ( 6>( 6L( Z8( ,A( 18 和
3M这 $ 种重金属的含量$如表 " 所示B根据铁矿物
中所含矿石类型$尾矿砂中重金属的组成和含量差
异以及内蒙古地区土壤中不同元素的背景值含量$
选择重金属 VQ( 6>( Z8 和 18 作为研究的目标元
素$以探讨它们对尾矿库区和采矿区周围土壤造成
的影响B

表 KL铁尾矿砂中重金属含量OFU,IUb"

2GQ;@"![@GS<F@9G;C78C@89LG9A78MA8 9:@AL78 9GA;A8UOFU,IUb"

重金属元素 VQ 6> 6L Z8 ,A 18 3M

含量 "$’‘" *&‘E) "%‘E’ " ($% $‘E"" "* *&& *‘")(

ML材料与方法

MOK!土壤样品的采集
包头尾矿库区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以此为

依据共设计了 E 个采样方位$如图 " 所示$分别为垂
直于主导风向的东北方位"5"#和西南方位" 5*#$下
风向的东南方位"5’#以及上风向的西北方位" 5E#B
以尾矿坝底边缘为起始点$由近及远分别采集 )((
"((( *(( 和 )(( F范围内的土壤样品各 % 个$每个

方位采样 ’E 个$以期研究该地区主导风向对尾矿库
周边地区所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影响B根据白
云鄂博铁矿区的实际布局情况结合主导风向西北
风$有针对性的把调查采样区划分为 % 个区域$如图
" 中 5) a5"(" 5) 矿区内$5% 排土场$5$ 场区外$5&
城区外$5# 铁路东$5"( 铁路西#$采样样本数分别
为 "#( "*( #( "*( & 和 &’负责运输铁矿石至包头选
矿厂的铁路两侧区域沿垂直铁路方向采集 )( F范
围内的土壤样品 )’($ ’"*B对所选定的 "( 个区域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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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L包头铁矿区土壤样品采集区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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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a# 月进行了采样$具体采样方法是每个
采样点采用多点取样混合一个代表样的方法$采样
!!

深度为 ( a’( CF$每个混合样采集 " a’ IUB研究区
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B
MOM!土壤样品前处理与分析

土壤样品采集后去除沙砾( 植物根系等异物$
避光自然风干$对每一份样品采用四分法取样进
行磨碎处理$过 "(( 目"(‘"E# FF#土壤筛$保存待
消煮测定 )’’*B土壤样品的分析采用王水D高氯酸
"[,0*D[6;D[6;0E #开放式消煮法

)’** $称取土壤 "
U左右$加王水 ) F4$"’(s消煮 ’E : 左右$至消煮
液为 " F4左右$冷却至室温后加高氯酸 * F4$
"E(s继续消煮 $’ :$直至土壤消煮至灰白色$消
煮液透明澄清为止B消煮过程结束后$消煮液用超
纯水稀释至 )( F4$然后过滤到经酸泡过的干净
V+塑料瓶中B空白和标准样品 "YTf(&*(*$国家
标准物质研究中心#同时消煮$以确保消煮及以后
测定的准确度和用于回收率的计算B采用 .6VD0+5
" .8?>C9AS@;< 67>N;@? V;GMFG 0N9ACG; +FAMMA78
5N@C9L7F@9@L$ 0N9AFG ’((( _-$ V@LIA8 +;F@L$
W53#测定土壤样品消煮液中的重金属 VQ( 6>(
Z8( 18 含量B

表 ML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2GQ;@’!V:<MACG;G8? C:@FACG;NL7N@L9A@M7R9:@M7A;A8 FA8A8UGL@G

研究区域 N[ 有机质Oi 全 ,Oi 全 VOi 速效 VOFU,IUb" 速效 ]OFU,IUb" 6+6OCF7;,IUb"

包头尾矿库区 $‘*& j(‘)& "‘)# j(‘$$ (‘"( j(‘(E (‘"" j(‘(& ""‘( j&‘’’ &%‘) j*$‘E "*‘$ j’‘&)
白云鄂博矿区 $‘’* j(‘#) "‘)’ j(‘&* (‘"’ j(‘() (‘"* j(‘(% &‘*% jE‘)( #’‘E j**‘$ ")‘" j*‘(%

MON!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
根据不同采样点位和不同区段的整体调查$对

研究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分别采用单因子指数
法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综合评价B
MONOK!单因子指数法

单因子指数法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
是对土壤中的某一污染物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价 )’E*B
其计算公式为!

7)=0)CJ) ""#
式中$ 7)为土壤中污染物 )的环境质量指数’0)为污

染物 )的实测含量"FU,IUb" #’J)为污染物 )的评价

标准 "FU,IUb"#$选用内蒙古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

几何平均值B
MONOM!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可全面反映土壤中各污
染物的平均污染水平$也突出了污染最严重的污染
物给环境造成的危害 )’E*B其计算公式为!

7, =4 ) "0)CJ)#
’
FGJA"0)CJ)#

’
GS@* C’5

"C’ "’#
式中$7,为综合污染指数’"0)CJ)#FGJ为各污染物中
污染指数最大值’"0)CJ)#GS@为各污染物中污染指数
的算术平均值B

依据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可将土壤重金属污染划分为 ) 个等级$如表 *
所示B

表 NL土壤重金属污染分级标准

2GQ;@*!6LA9@LAGR7LC;GMMARACG9A78 7RM7A;:@GS<F@9G;N7;;>9A78

等级划分 单项污染指数 综合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污染水平

" !!!7)# (‘$ !!!7,# (‘$ 安全! 清洁
’ (‘$ ﹤ 7)# "‘( (‘$ ﹤ 7,# "‘( 警戒限 尚清洁
* "‘( ﹤ 7)# ’‘( "‘( ﹤ 7,# ’‘( 轻污染 土壤开始受到污染
E ’‘( ﹤ 7)# *‘( ’‘( ﹤ 7,# *‘( 中污染 土壤受中度污染
) 7)l*‘( 7,l*‘( 重污染 土壤受污染已相当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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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结果与讨论

NOK!土壤重金属含量测定结果
NOKOK!包头尾矿库区周围土壤重金属含量

包头尾矿库区不同方向土壤重金属含量见图
’B从中可知$随着采样点距尾矿坝边缘距离的增加$
东北( 东南和西南方向土壤中 VQ( Z8( 18 这 * 种
重金属在 )( F范围内含量值最大$之后随距离的增

加 * 种重金属的含量逐渐降低$其中在尾矿坝东南
方向含量变化趋势最为明显’VQ( Z8( 18 这 * 种重
金属的含量在尾矿坝西北方向不同采样距离均没有
显著变化’尾矿库区 E 个研究方向土壤中6> 的含量
随距离变化均不显著$可能是铁尾矿砂中 6> 的含
量较低的原因B在距离尾矿坝边缘相等的采样区间
内尾矿库区东南方向土壤重金属平均含量值最大$
其次为东北 l西南 l西北B

图 ML包头尾矿库区不同方向土壤重金属含量

=AUB’![@GS<F@9G;C78C@89LG9A78MA8 9:@M7A;MRL7F?ARR@L@89?AL@C9A78M7RTG797> 9GA;A8UGL@G

NOKOM!白云鄂博铁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
白云鄂博铁矿区及周围地区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见表 EB在白云鄂博铁矿调查研究的 % 个区域土壤
中$重金属 VQ( 6>( Z8 和 18 的平均含量值差异均
较显著$且都高于各自的内蒙古土壤的几何平均值B
其中$矿区内土壤中 E 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值最大$其
次为排土场 l城区外围 l铁路东侧 l场区外围 l铁
路西侧$这说明在矿山的长期开采过程中已经引起
矿区内及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积累$造成了土
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B
NOM!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根据包头尾矿库区不同方向和白云鄂博铁矿不
同区域土壤中 VQ( 6>( Z8( 18 这 E 种重金属的平
均含量( 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和公式""#( "’#$分别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评价土
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得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指数$
如表 ) 所示B

对于包头尾矿库区周边不同方向土壤$分析表
) 中各单项污染指数可知$尾矿库区周围土壤都受
到了重金属 VQ( 6>( Z8 和 18 不同程度的污染$其
中东北方向 VQ( Z8 和 18 的单项污染指数处于 ’‘(
a*‘($污染级别均为中度污染’东南方向土壤中
VQ( Z8 和 18 的单项污染指数分别为 #‘*&( &‘#(
和 "’‘"$都达到了重污染’西南和西北方向 VQ( Z8
和 18 的污染级别为轻污染’尾矿的 E 个方向 6> 都
处在轻度污染水平B各重金属的平均污染程度为
18 lZ8 lVQ l6>B这表明铁尾矿的堆积已经导
致了尾矿坝周边土壤中重金属不同程度的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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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QL白云鄂博铁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OFU,IUb"

2GQ;@E![@GS<F@9G;C78C@89LG9A78MA8 9:@M7A;MRL7F9:@AL78 FA8A8UGL@G7RTG<G8 0Q7OFU,IUb"

采样区 样本数 VQ 6> Z8 18

矿区内最小值 "# *’‘(E ’’‘$E ’**‘’ " ’’"

矿区内最大值 *E%‘& "’’‘( ’ #)* & %’E

平均值 "*(‘$ j’’‘)’ )(‘)$ j%‘’#% &%(‘E j"$*‘$ * $E) j))’‘)

排土场最小值 "* ’E‘%) ’"‘)% "’*‘$ * (*E

排土场最大值 #’‘’# #&‘** *&(‘’ $&&‘%

平均值 E$‘’# j)‘E)% E"‘%E j)‘$"* ’*’‘$ j’*‘E( " $") j’(%‘’

场区外最小值 # "’‘$% "(‘(* &$‘(# %%)‘’

场区外最大值 %(‘E$ *%‘%$ "#)‘& ’ *’"

平均值 **‘*& j)‘"’$ ’"‘E% j’‘)’E "E*‘$ j"’‘** " ’"% j"%&‘(

城区外最小值 "* "*‘)% "$‘’& $$‘($ %E*‘)

城区外最大值 "*&‘# )$‘E# *$*‘( ’ ###

平均值 E)‘#( j""‘’* ’%‘"( j’‘$&* "&E‘% j’$‘$E " *** j’*’‘E

铁路东侧最小值 & ’*‘#& "#‘$’ #E‘&* $$E‘&

铁路东侧最大值 %)‘#* ’*‘%" ’("‘& " $))

平均值 *#‘*$ jE‘%%E ’’‘*" j(‘E%( ) ")"‘E j"’‘&" " ’&# j""E‘#

铁路西侧最小值 & "$‘%% "#‘’( &%‘E’ %%E‘(

铁路西侧最大值 EE‘&’ ’E‘$# "%(‘( "’$ )

平均值 ’&‘$* j*‘#") ’’‘"% j(‘%*$ ( "")‘* j"(‘(% #"&‘* j$E‘#$

内蒙古土壤几何平均值 )’)* ")‘( "’‘# E&‘% EE%

表 RL包头尾矿库区和白云鄂博铁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指数

2GQ;@)!V7;;>9A78 GNNLGAMG;A8?@J@M7RM7A;:@GS<F@9G;A8 9:@9P7M9>?A@? GL@GM

采样区域
单项污染指数"7)#

VQ 6> Z8 18
综合污染指数

"7,#

包头尾矿库区
尾矿东北方向 ’‘E( "‘’’ ’‘E( ’‘%% ’‘E*

尾矿东南方向 #‘*& "‘** &‘#( "’‘" "(‘’

尾矿西南方向 "‘$E "‘"# "‘&* ’‘() "‘&&

尾矿西北方向 "‘"( "‘$# "‘)& "‘E) "‘%E

白云鄂博采矿区
矿区内 &‘$" *‘#’ "$‘$ &‘E( "E‘*

排土场 *‘") *‘’* E‘$# *‘&) E‘*(

场区外 ’‘’* "‘%% ’‘#% ’‘$* ’‘%#

城区外 *‘(% ’‘(’ *‘&( ’‘## *‘E"

铁路东侧 ’‘%’ "‘$* *‘"’ ’‘&# ’‘&&

铁路西侧 "‘#’ "‘$’ ’‘*$ ’‘(% ’‘’(

富集$造成了土壤的污染$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生态环
境B杜立宇等 )’%*对辽宁抚顺红透山铜尾矿区土壤重
金属污染状况进行研究$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认为
尾矿中 VQ( 6>( Z8 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富集现象$
对周围土壤有较大的环境威胁B从内梅罗综合污染
指数可以看出$尾矿东南方向土壤重金属污染最为
严重$综合污染指数为 "(‘’$已经到达了重度污染
水平’其次是东北方向$污染水平为中度污染’污染
水平最轻的是西南和西北方向$但这 ’ 个方向土壤
中的重金属也达到了轻度污染水平"见表 )#B结合
包头尾矿库区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以及该地区地
势平坦开阔的实际情况分析$尾矿周围地区 E 个方

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最严重的正是处于下风向
的东南方向$污染最轻的为上风向的西北方向$与王
哲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表明包头尾矿坝土
壤受污染程度为尾矿坝南面 l西面 l中心 l东面 l
北面B这是由于尾矿库采用尾矿粉筑坝$矿粉暴露面
积大$坝体外坡又基本未采取抑尘措施$致使粉尘随
风飘散$沉降于周边土壤所造成的B通过以上结论与
分析$包头尾矿库区的土壤环境治理与污染防治工
作的重点为在尾矿库坝体外坡采取抑尘措施$可以
防止尾矿粉的扩散$抑制尾矿库区周边土壤重金属
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B坝体外坡的抑尘防护可以采
取工程措施$但成本较高’也可以在坝体外坡种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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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本地草本植物$一方面可以加固坝体$另一方面
又可起到固定尾矿粉的作用B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
包括筛选适宜的本地草本植物品种$同时采取生物
工程措施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加强草本植物对于尾矿
砂基质毒害的抗性$已经取得初步的研究结果B

对于白云鄂博铁矿区$依据表 ) 中单项污染指
数可知$调查采样的 % 个区域内土壤也都受到了重
金属 VQ( 6>( Z8 和 18 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采
矿区内和排土场的土壤中 E 种重金属的单项污染指
数都大于 *‘($其中矿区内 Z8 的单项污染指数为
"$‘$$均达到了重度污染水平B这是因为在矿区内矿
石的开采$将地下一定深度的矿物暴露于地表环境$
致使矿物的化学形态和存在形式发生改变$加大了
重金属向环境释放通量$造成了区域内土壤的污染B
在其他的 E 个研究区域中$VQ( 6>( Z8 和 18 的单
项污染指数均超过了 "‘($土壤受到了重金属的轻
度污染( 中度污染或是重污染$也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B从各元素的单项污染指数可以看出白云鄂博矿
区的污染状况与包头尾矿库区周围土壤重金属污染
情况基本一致$而且造成这 ’ 个研究区土壤重金属
污染的元素种类与铁尾矿砂中同种重金属含量也相
对应"见表 "#B从综合污染指数分析可知$白云鄂博
所调查的 % 个区域内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都比较
高$矿区内( 排土场和城区外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
指数分别为 "E‘*( E‘*(( *‘E"$都已达到了重度污
染水平B城区外围的土壤之所以也受到了重度污染$
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正处在铁矿开采区的下风向$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运输铁矿石的铁路从城区外围
通过B另外$场区外( 铁路东西两侧区域土壤重金属
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 ’‘%#( ’‘&&( ’‘’($为中度污
染水平"见表 )#B结合这些研究区域的土壤重金属
含量和污染指数可知$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贡献元
素是 VQ( 6>( Z8 和 18$这是因为白云鄂博铁矿是
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多金属共生矿床$其不同矿体的
主要矿物组成中含有方铅矿( 闪锌矿( 锰铌铁矿(
钡铁锰矿( 黄铜矿等$故容易造成这些区域土壤中
VQ( 6>( Z8 和 18 等重金属的污染B这些污染特点
也表明铁矿的开采( 加工( 堆积等过程所造成的不
同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是不同的$这与廖国礼
等 )’&*对某典型有色金属矿山不同片区土壤重金属
污染研究结果相似$郑佳佳等 )’#*对广东大宝山矿区
土壤进行分区域研究也说明矿区内部污染程度最为
严重$储彬彬 )*(*和陈翠华等 )*"*对不同金属矿区所
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B另外$负责运输矿

石的铁路两侧土壤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是由于长
期以来运输过程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矿石洒落经
风蚀( 淋洗等因素作用造成的重金属污染B受该地
区常年主导风向西北风的影响$污染的特征是处于
下风向的铁路东侧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要大于
处于上风向的铁路西侧区域B曲蛟等 )*’*对葫芦岛市
钼矿区交通运输干线周边菜地土壤所进行的研究表
明$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矿石运输
过程中矿石的遗落等作用造成的$这对运输干线近
范围内重金属的污染有较强的作用’王再岚等 )***对
鄂尔多斯地区公路两侧土壤的研究也表明了运输煤
和其他矿石会造成重金属污染B建议相关部门改善
铁矿石的运输方式$对铁矿石运输火车进行改装$并
用蓬布等遮盖$矿石运输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将会得
到有效控制B

针对包头铁矿区土壤污染状况和其周围草原生
态系统特性$建议当地相关部门加强环境保护宣传
力度$使人们重视和认识土壤重金属污染与草原生
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利害关系’要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重视成矿元素和伴生元素的复合污染$实行清洁生
产制度$加强管理$规范开采( 选冶和运输方式$最
大程度地防止尾矿( 废水( 矿渣等对当地草原生态
环境及居民( 牲畜等造成危害’选择合理的生态恢
复措施$增加矿区周围的草场面积$来恢复受污染的
土壤B

QL结论

""# 土壤中 E 种重金属的含量和污染指数法评
价的结果表明$包头尾矿库区和白云鄂博采矿区土
壤都受到了重金属VQ( 6>( Z8 和18 不同程度的污
染$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分别为尾矿东南方向和采矿
区内$说明铁矿的开采和尾矿的堆积等过程造成了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积累$对矿区所处的草原生态
系统造成了危害B

"’# 尾矿库区不同方向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分
布和污染指数表明$在距尾矿坝边缘 )( F范围内
VQ( Z8( 18 重金属的含量值最大$之后随着采样点
距离的增加 * 种重金属含量逐渐降低$而6> 的变化
趋势不显著’土壤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为处于
下风向的东南方位B包头地区常年的主导风向+++
西北风是影响尾矿库区周边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的
主导因素B

"*# 白云鄂博到包头的铁路运输沿线两侧 )(
F范围内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表明$铁路运输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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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已经造成沿线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污染水平为中
度污染$同样受主导风向的影响铁路东侧区域土壤
重金属污染程度大于铁路西侧区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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