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积累及其微生物效应
杨元根

∞°

≤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2∏ 

∏  × ∏  ∏  ±

摘要 与农村土壤相比 阿伯丁市城市土壤路边土 !公园土的微生物特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微生物基底呼吸

作用明显增强 但微生物生物量却显著降低 微生物生理生态参数 ≤Π≤ !θ≤

值明显升高 数据显示城

市土壤对能源碳的消耗量和速度显著升高 对重金属元素研究表明 与农村土相比城市土壤中重金属 °! !

≤∏!已经有明显积累 化学形态研究表明 °主要与氧化铁有关 !以残渣态为主 ≤以有效态为主 而 ≤∏

除有效态外 其它结合形态基本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主成分分析表明 有效态 °是控制城市土壤与农村土壤

微生物特征差异的主要因素 其次为 ≤∏和 的有效态和有机态亦有一定的作用效应 

关键词 城市土壤 微生物特征 重金属分布 化学形态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王宽诚留学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杨元根 ∗  男 博士 研究员 主要从事环境地

球化学研究 

收稿日期 22

Αχχυµ υλατιον οφ Ηεαϖψ Μεταλσιν Υρβαν Σοιλσανδ Ιµ παχτσ ον Μιχροοργαν2
ισµσ

≠≠∏

∞°


≤ ≤


 ∏  ≤   ≥∏  

 ≤ ∞2∏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2
   ≤Π≤  θ≤


∏ 

 ∏  ∏ ∏∏   

√ ∏∏ °≤∏√ °  ¬

 ¬∏≤∏¬∏∏°2
∏√  ∏ ∏ ∏

∏° ∏∏≤∏∏

Κεψωορδσ∏ ∏√ 

  许多研究表明 与农村土壤相比 城市土壤

中重金属元素已有不同程度的积累≈ ∗ 
从农

村土向城市公园土 !路边土及工业污染区逐渐

升高≈ 
按来源可分为天然元素 !城市元素和

混合源元素≈ 
其中 ≤∏!°! !≤被认为是

典型的人类活动源元素≈ 
许多研究也涉及到

重金属元素的结合形态≈  及其植物效

应≈ 
并总结出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源2

运移2沉降模式≈及其动力学过程≈
但对城

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分布 !结合形态与

土壤微生物的关系研究较少 本文以苏格兰阿

伯丁市为对象研究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积

累 !形态分布及其微生物效应 从而探讨城市环

境中重金属元素胁迫下的微生物响应及其环境

生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土壤样品的采集

采用文献≈介绍的方法各采集 个路边

土样和公园土样及邻近农村地区土壤样 类

土壤属同一土类且母质类型一致 

1 .2  样品处理

在室内先过 筛 再过 筛 剔除所

有植物碎片 !根系 !石子和土壤动物等 储存在

 ε 的冷库中备用 取适量分样 在  ε 左右的

温室中风干 用旋转式缩分器缩分后 一部分供

土壤 测定 另一部分用玛瑙研磨器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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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下的粉末作重金属形态分析 

1 .3  土壤基本性质的测定

土壤含水量用烘干法在  ε 条件下测

定 值用去离子水和 1Π≤≤ 溶液浸

提测定 有机质含量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 

1 .4  土壤重金属形态的连续提取测定

用修改的 ≤ 连续提取≈
共进行 步 

≠ 用 1Π醋酸溶液提取  用 1Π

的盐酸羟胺提取 ≈用 为 的过氧化氢消化

后 1Π醋酸氨溶液用浓  调 值至

提取 …上述残渣再用王水消化提取 以上提

取液中重金属含量分别用 ≤°2∞≥测定 其中

≤和 °用 ƒ≥测定 整个提取过程用土壤

标样 22  进行质量控制 

1 .5  土壤微生物参数

微生物呼吸速率采用  ∞等人的方法

测定≈
微生物生物量用氯仿熏蒸 1Π

≥ 溶液提取法测定
≈

微生物对单一碳源

测试方法采用污染物 ×盘 每个样

品测试 种碳源不包括空白 主要包括一些

脂肪酸类和芳香化合物 具体操作步骤同常规

方法≈
接种后在不同时间段用 

波长 在自动读盘机上利用  1软

件进行读数和数据收集 

以上所有样品均设置 个重复 数据统计分

析用 1软件完成 所有实验工作均

在英国麦考莱∏土地利用研究所完成 

2  结果与讨论

2 .1  重金属元素含量

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分析结果列于表 

中 可见 类土壤中 ≤的含量均很低 接近土

壤背景值 而其它元素的平均值从农村土到公

园土 !路边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的含量

分别增加了 倍和 倍 °的含量则增加了 

倍和 倍 的含量增加了 倍 的含量也

有所升高 显著性检验τ检验结果表明 路边

土与公园土在重金属含量上的差异性并不很显

著 置信度 π值均较大 与农村土相比 除元素

≤外 城市土壤中其它元素都达到  以上的

差异显著性水平 公园土中 和 的差异显

著性可高达  以上 而路边土中 °!则达

1 以上 

2 .2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结合形态

表 1  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测定结果1)Π#

×  √  

元素 路边土 公园土 农村土 世界土壤背景值≈

≤ 1 ∗ 1Π11 1 ∗ 1Π11 1 ∗ 1Π11 1

≤∏ 1 ∗ 1Π11 1 ∗ 1Π11 1 ∗ 1Π11 1

 1 ∗ 1Π11 1 ∗ 1Π11 1 ∗ 1Π11 1

° 1 ∗ 1Π11 1 ∗ 1Π11 1 ∗ 1Π11 1

 1 ∗ 1Π11 1 ∗ 1Π11 1 ∗ 1Π11 1

   数据的表示方式为最大值 ∗ 最小值Π平均值标准偏差

  不同提取剂所浸提的重金属含量分别对应

于其不同的结合形态 步骤 对应于有效态 步

骤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步骤 有机质结合态 

王水提取对应于残渣态 图 反映了不同重金属

元素其结合形态所占比例在不同土类中的变化

情况 ≤的化学形态以有效态为主 表明其非常

活泼 生物可利用性高≈
°则明显以铁锰氧化

物结合态为主 反映了 °可能主要与氧化铁有

关≈
和 则以残渣态为主 而 ≤∏除有效态

外 其它化学形态基本具同等重要的意义 

  对不同土类而言 所有重金属其有效态所

占比例从农村土 !公园土到路边土都有不同程

度地升高 但其残渣态却都有所降低 反映从农

村土壤到城市土壤 重金属元素的有效性程度

提高 特别是 的有效性程度提高很多 这与

前人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
对于 ≤∏!°!

而言 其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含量从农村土 !公园

土到路边土也呈上升的趋势 但对于所有重金

属元素而言 类土壤间其有机质结合态所占

比例的变异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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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金属结合形态比例的变化

ƒ  ∂ √  

2 .3  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变化

类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变化见图  可见从

农村土 !公园土到路边土 微生物基底呼吸速率

升高 而微生物生物量减小 τ检验表明它们之

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反映城市环境胁迫下 微

生物生物量减小 但微生物的逆抗性导致其活

动强度明显增大≈


土壤微生物量碳与总有机碳的比值≤Π

≤和微生物基底呼吸强度与微生物生物量的

比值代谢商 θ≤

 ΡΠ≤这 个微生物生

理生态参数也呈类似的变化规律 图 和 τ检

验表明 从农村土到城市土壤 这 个参数值都

有显著升高 表明城市环境胁迫导致其微生物

代谢能力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产生高水平 !

不稳定的微生物活动≈


图 2  不同土类微生物特征的变化

ƒ  ∂  ∏

 

正常情况下 微生物的呼吸强度与微生物生物

量显著正相关 所以表 中农村土呼吸速率与

微生物生物量显著正相关 但在城市土壤中这

种相关性变弱 特别是路边土它们之间基本没

有显著的相关性 反映了城市环境下土壤的微

生物生物量并不很好地对应于其呼吸强度 同

样 从 ≤Π≤及 θ≤

与微生物生物量的显著负

相关可以看出 城市土壤中较低的微生物生物

量却对应于较高的微生物生理活动 虽然 ≤Π

≤通常与土壤有机碳具负相关关系 而且城市

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也明显低于农村土 但是

从农村土到城市土壤其 ≤Π≤与有机碳的负

相关性却变得越来越差 同时也暗示了在城市

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下 土壤微生物的生

表 2  3 类土壤微生物参数间相关性

×    

土类

呼吸速率

与微生物

生物量

≤Π≤与

微生物

生物量

θ≤

与

微生物

生物量

有机碳

Π

≤Π≤

与有机碳

农村土 1  1 1 1  1
公园土 1  1 1 1  1
路边土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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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强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图反映了类土壤 测试的结果 

随着培养时间的增长 微生物对能源碳的利用

量增加 而且从农村土 !公园土到路边土 其利

用量明显升高 消耗速率加快 当光密度值为

1时 路边土只需要 而公园土 !农村土分

别需要 和 同样也说明城市土壤中微

生物代谢加快 活动强度增大 从而需消耗更多

的碳源以维持其生理需求 

图 3  3 类土壤微生物对能源碳的利用

     ∏

2 .4  土壤重金属的积累对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首先对 类土壤中不同结合形态的重金属

元素进行主成分分析 以找出其主变量 结果列

于表  可见前 个因子的累积百分率已达到

  表明这 个因子已完全能反映主成分的

变化特征 对主因子 °≤ !°≤的贡献均为 °

即有效态铅 °≤则为 有效态锌 °≤

正端为 ≤∏有效态铜 负端为 有机态

 °≤ !°≤ 则分别为 ≤∏有机质态铜和

有效态镍 与图 对比可见 重金属元素

主要的结合形态并不完全对应于其对主成分方

差的贡献 但从主因子结果可见 重金属对主因

子的贡献都是有效性程度较高的结合形态如

有效态 !有机态等 而残渣态及铁锰氧化物结

合态等有效性程度较低的结合形态其对主因子

方差的贡献都较小 图 给出了 类土壤微生

物特征与主成分因子的关系 限于篇幅仅列出

了主因子 °≤和 °≤的变化特征 可见 路边

土的微生物特征参数均位于 °≤因子的负端 

公园土的大部分投影点落在 °≤因子的负端 

而农村土则全部位于 °≤因子的正端 结合表

 反映了影响路边土微生物特征的主要因子为

有效态 °同时对公园土也有重要的影响 而

对农村土基本没有影响 公园土的微生物特征

参数绝大多数位于 °≤因子的负端 表明有效

态 主要对公园土的微生物特征发生影响 而

对路边土和农村土相对较小 从主因子 °≤ !

°≤ !°≤ !°≤与微生物特征参数图解也可以发

现 有效态 对公园土微生物特征的影响比路

边土及农村土更明显 有效态和有机态 ≤∏主要

对路边土产生影响 而有机态 则主要影响公

园土的微生物特征 可见 不同重金属元素其不

同的结合形态对 类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是有一

定区别的 

阿伯丁地处苏格兰东南沿海 重工业极不

发达 现有研究表明其城市土壤中重金属的积

累与交通密度密切相关≈
反映了人为活动导

致阿伯丁城市土壤中重金属的积累 并对土壤

微生物特征有着显著的影响 导致土壤呼吸速

表 3  不同结合形态重金属主成分分析结果1)

×  °

√ 

主因子 °≤ °≤ °≤ °≤ °≤ °≤

方差累积

率Π
1 1 1 1 1 1

特征变量 ° °  ≤∏  ≤∏ 

载荷量  1  1  1  1  1  1  1

 元素符号后数字分别为提取中步骤  ! ! !的提取态 

率的明显增加 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却显著下

降≈
在这样的逆境下微生物为了维持其正常

的生命活动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导致土壤

微生物对能源碳的利用效率降低≈
所以可以

看出虽然阿伯丁城市土壤中其微生物生物量较

低 但微生物的生理活动非常活跃 呼吸强度明

显升高 且从 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微生物

对能量的消耗速率加快 但是利用效率明显不

如农村土壤 

3  结论

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 阿伯丁市土壤中重

金属元素 ≤∏!°! !已有显著积累 其后果

是导致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下降 但微生物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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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微生物特征与主成分因子图解

ƒ  ° ∏

强度和生理活动却显著高于相对应的农村土

壤 微生物的这种抗逆性与重金属元素的有效

态密切相关 土壤微生物为了维持其正常的生

理活动需要消耗更多的碳源 但对碳源的利用

效率却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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