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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化　 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第 ３８ 卷第 １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收稿（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８）．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ＳＴＳ 计划）项目（ＫＦＪ⁃ＥＷ⁃ＳＴＳ⁃１２７）和烟台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ＺＨＧＹ０７９）资助．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ＦＪ⁃ＥＷ⁃ＳＴＳ⁃１２７） ａｎｄ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ｔ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ｉｌｌ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８ＺＨＧＹ０７９）．

　 ∗∗通讯联系人，Ｔｅｌ：１３６９４６３５８０１， Ｅ⁃ｍａｉｌ：ｃｙｗａｎｇ＠ ｙｉｃ．ａｃ．ｃ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ｅｌ：１３６９４６３５８０１， Ｅ⁃ｍａｉｌ：ｃｙｗａｎｇ＠ ｙｉｃ．ａｃ．ｃｎ

　 ＃ 为本文同等贡献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ＯＩ：１０．７５２４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１０８．２０１８１２２９０３
李沅蔚， 邹艳梅， 王传远．黄河三角洲油田区土壤重金属的垂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Ｊ］ ．环境化学，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２５８３⁃２５９３．
ＬＩ Ｙｕａｎｗｅｉ， ＺＯＵ Ｙａｎｍｅｉ，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ｙｕ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２５８３⁃２５９３．

黄河三角洲油田区土壤重金属的垂直
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李沅蔚１，２＃　 邹艳梅１，２＃　 王传远１∗∗

（１．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　 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胜利油田油气长期开采造成了采油区土壤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通过对胜

利油田石油污染区土壤进行采样和分析，重点研究石油污染影响下 １０ 种重金属元素（Ｐｂ、Ｖ、Ｃｒ、Ｍｎ、Ｆｅ、Ｃｏ、
Ｎｉ、Ｃｕ、Ｚｎ 和 Ｃｄ）的含量、土壤粒径和总有机碳比重（ＴＯＣ）分布规律．结果表明，１９ 个土壤剖面的土壤颗粒 ｄ０．５

的范围为 １８—４４ μｍ，大部分属于细砂粒；但油田污染区土壤剖面重金属的垂直分布相较于对照组非污染区，
二者存在明显差异：受石油烃及其降解产物的影响，油田区 ８ 种主要重金属（Ｐｂ、Ｖ、Ｍｎ、Ｆｅ、Ｃｏ、Ｃｕ、Ｚｎ 和 Ｃｄ）
在 ０—１０ ｃｍ 或 １０—２０ ｃｍ 层重金属含量最高，最大值分别为 ３２．５１、８８．０４、３３６．９、２．５３０×１０４、９．７６、２３．４６、８７．１５、
０．３８ ｍｇ·ｋｇ－１；对照组受成土过程的影响，重金属在土壤深层（３０—５０ ｃｍ）出现两种不同的变化规律．通过聚类

和相关性分析，油田区 ８ 种主要重金属（Ｐｂ、Ｖ、Ｍｎ、Ｆｅ、Ｃｏ、Ｃｕ、Ｚｎ 和 Ｃｄ）浅层受泄漏石油影响为主，深层受土

壤本底值影响为主，含量与土壤 ＴＯＣ（除去表层）的相关性较高；Ｃｒ、Ｎｉ 则是受成土过程的影响．而非油区中

８ 种重金属受大气沉降和成土过程的共同影响，含量与黏、粉粒之间普遍存在负相关关系，与 ＴＯＣ 没有明显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油区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迁移及其分布都受到了石油污染和油田开发的影响．该研

究将对黄河三角洲湿地重金属⁃石油烃复合污染物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关键词　 土壤粒度， 重金属， ＴＯＣ， 石油污染， 垂直分布．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ＬＩ Ｙｕａｎｗｅｉ１，２＃ 　 　 ＺＯＵ Ｙａｎｍｅｉ １，２＃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ｙｕａｎ １∗∗

（１． Ｙａｎｔ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３；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ｉ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ｂ， Ｖ， Ｃｒ， Ｍｎ， Ｆｅ，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hjh
x.r

cee
s.a

c.c
n

２５８４　 环　 　 境　 　 化　 　 学 ３８ 卷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ｄ０．５ ｏｆ １９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８ ｔｏ ４４ μ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ｅ 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ｂ， Ｖ， Ｍｎ，
Ｆｅ， Ｃｏ， Ｃｕ，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ｔｈｅ ０—１０ ｃｍ ｏｒ １０—２０ ｃｍ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３２．５１， ８８．０４， ３３６．９， ２．５３０×１０４， ９．７６， ２３．４６， ８７．１５ ａｎｄ ０．３８ 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 ３０—５０ ｃ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Ｐｂ， Ｖ， Ｍｎ， Ｆｅ， Ｃｏ，
Ｃｕ，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ｙｅｒ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Ｃ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ｈｉｇｈ． Ｃｒ ａｎｄ Ｎｉ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ｏｉｌ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ｓｉｌ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ＯＣ．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ａ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ＴＯＣ，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黄河三角洲属于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明显、温度适宜，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１］，是世

界暖温带现存唯一的最完整、最典型、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保护湿地［２⁃３］ ．同时

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该区域的重要矿产资源，在开采过程中，会有重金属、石油烃、多
环芳烃等有毒物质进入土壤、水体和大气中，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重金属在土壤中不能被分解，易于积累或转化为甲基化合物，而且能在植物体内发生累积，通过食

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放大，甚至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峻的威胁［４⁃５］ ．土壤重金属含量受自然本底背景的

控制，同时受到众多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农药化肥施用、工业“三废”排放、大气沉降、污水灌溉以及

采矿活动等．研究表明石油开采、运输、储存以及事故性泄漏的过程，也可能导致部分区域内土壤表层和

河流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升高 ［６⁃８］ ．在部分研究区域内，油区土壤中的重金属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富集

现象，具有潜在污染风险［９⁃１０］ ．同时 Ｋｈｕｄｕｒ 等［１１］的研究得出石油烃与重金属共同作用时，会提高污染土

壤生态毒性，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产生生态学危害．
目前，对黄河三角洲油田开采区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多集中于表层土壤，对其土壤剖面的研究较少．

为充分了解石油污染对土壤中重金属垂向迁移转化规律的影响，需进一步加强对重金属含量垂向分布

的研究．本文研究黄河三角洲土壤剖面中 １０ 种重金属元素（Ｐｂ、Ｖ、Ｃｒ、Ｍｎ、Ｆｅ、Ｃｏ、Ｎｉ、Ｃｕ、Ｚｎ 和 Ｃｄ）的含

量、土壤粒径分布和总有机碳比重（ＴＯＣ）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助于了解黄河三角洲油田土壤的

重金属污染特征，为开展油田土壤的管理和修复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对黄河三角洲湿地重金属⁃
石油烃复合污染物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１　 样品采集

土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从黄河三角洲地区中选取了 ４ 个采样点，Ｄ１９—４６（３７．８８００Ｎ，１１９．０２２６Ｅ）、
Ｄ２０⁃５（３７．８１５６Ｎ，１１９．０５３４Ｅ）代表油矿区污染土壤，Ｄ２０⁃７（３７．８１６８Ｎ，１１９．０６７９Ｅ）、Ｄ２０⁃２３（３７．７６６４Ｎ，
１１９．１６４７Ｅ）代表非油矿区污染土壤．各采样点垂直方向选取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４０、４０—５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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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５ 层土样（Ｄ２０⁃５ 只取到 ４ 层），每个测试样品由 ２ 个平行样均匀混合，共 １９ 份测试样品用于测定．将
采集的土壤样品装入聚乙烯自封袋中，并在袋上标注采样时间及采样点信息．
１．２　 土壤粒度测定

将采集的干燥土壤样品用手捏成小颗粒（样品不能研磨，否则会改变样品的粒度）以便于溶解．用激

光粒度计进行土壤粒度测定，测定时以纯净水作为分散剂，并以纯净水作为 “测量背景”．把样品加入烧

杯，使其溶解于纯净水中（加入的量要使微光遮光度处于 １０％—２０％的范围之内）．每个样品测 ５ 组数

据，并且生成平均数以减小数据波动带来的差异，用激光粒度计（ＭＳ２０００）测定土壤粒度．
１．３　 ＴＯＣ 含量测定

将采集的土壤样品进行自然风干．磨细过 １００ 目筛，电子天平称取约 １ ｇ，放到玻璃离心管中，加盐

酸（１ ｍｏｌ·Ｌ－１），去除样品中的碳酸盐，超声振荡使其完全，静置 ８ ｈ 或过夜，离心，倒掉上清液，重复 ２—
３ 遍，然后用超纯水冲洗两遍．用锡箔纸包样，用元素分析仪（德国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Ｖａｒｉｏ Ｍｉｃｒｏ）测定 ＴＯＣ 含量．
１．４　 重金属含量测定

用自来水和超纯水清洗 Ｔｏｆｌｏｎ 罐各 ３ 次，烘干备用，使用前用 １０ ｍｌ ＨＮＯ３溶液（１∶１）在通风橱中用

加热板（２００ ℃）加热 １２ ｈ，消除内胆残留金属．将采集的土壤样品进行自然风干．磨细过 １００ 目筛，电子

天平称取约 ０．１ ｇ 土样于内胆中，加 ５ ｍＬ ＨＦ、２ ｍＬ ＨＮＯ３和 １ ｍＬ ＨＣＬＯ４盖盖，放入高压罐中用烘箱

（１８０ ℃）加热 １２ ｈ，冷却 １．５ ｈ．打开内胆盖，在通风橱中用电热板（１４０—１５０ ℃）加热至近干（牙膏状），
约 ３ ｈ．再加 ４ ｍＬ ＨＮＯ３溶液（１∶１）于内胆中盖盖，放入高压罐中用烘箱（１５０ ℃）加热 １２ ｈ，冷却．将内胆

中溶液尽可能转移，加超纯水定容 ５０ ｍＬ．摇匀，取定容后溶液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 ＰＥ
ＮｅｘＩＯＮ ３００Ｑ）测定重金属含量．
１．５　 质量控制和数据处理

为了降低实验误差， 测定过程中每 ５ 个样品加 １ 个空白样， 并且对每个样品采用 ３ 组平行实验，取
平均值作为样品测定最终数据．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均为优级纯，使用国家标准土壤物质（ＧＳＳ⁃８）
进行质量控制，相对偏差小于 ６．５％，测试结果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统计、整理；数据的

聚类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２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２．１　 石油污染对土壤粒度和 ＴＯＣ 的影响分析

不同粒度的土壤矿物颗粒，其组成和性质也不相同，而土壤质地是根据土壤矿物颗粒的组成情况划

分的土壤类型．采集土壤样品中土壤粒度和 ＴＯＣ 垂直分布统计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１９ 个土壤剖面的土壤颗粒 ｄ０．５的范围是 １８—４４ μｍ．样品按土壤粒度分级国际制分类

标准，绝大部分属于细砂粒（０．０２—０．２ ｍｍ）；表 １ 分别列出为黏粒、粉粒和砂粒的比重，样品的土壤均为

壤土（黏粒［＜０．００２ ｍｍ］＜１５％，砂粒［０．０２—２ ｍｍ］＜８５％），大部分属于砂质壤土．对比 ４ 处土壤剖面发

现，Ｄ１９—４６、Ｄ２０⁃５ 和 Ｄ２０⁃７ 样点土壤中黏、粉、砂粒百分比和 ｄ０．５随土壤深度增加，其变化规律较为相

似：黏、粉粒百分比先增加后减少并趋于稳定，在 ２０—３０ ｃｍ 层达到最大值，Ｄ２０⁃５ 样点该层黏、粉粒百分

比之和超过了 ６０％；砂粒百分比和 ｄ０．５则反之，在 ２０—３０ ｃｍ 层存在最小值．Ｄ２０⁃２３ 样点可能由于相距较

远，与其他三处的土壤粒度变化规律有所不同，０—３０ ｃｍ 土壤粒径变动较为平缓，在 ３０—４０ ｃｍ 层黏、粉
粒百分比之和达到最大值 ５０．１％，砂粒百分比和 ｄ０．５达到最小值．

土壤的粒级和颗粒组成在土壤剖面的分布主要继承了土壤母质的特征，本次实验中 ４ 个样品点具

有相同的成土母质———黄河冲积物．但成陆时间明显不同，母质在成土过程会风化剥蚀程度不同，土壤

颗粒的冲刷迁移能力不同，使得粒度发生区域和垂向变化，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土壤剖面变化规律．后期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及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化，会导致土壤粒度差异的进一步扩大．Ｄ２０⁃２３ 样点成陆时

间较短，人为活动较少，对土壤环境干扰较轻，其表层土壤粒度的垂向变化不明显．
由于方便原油的开采和运输，开设采油井前会提前平整土地，并定期清理杂草．石油污染区的样点

选择与周围土壤无较大垂直差距，无植物生长的采油井旁．石油污染区土壤 ＴＯＣ 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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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较明确的指示出石油开采和运输行为对土壤中有机物的分布产生影响，泄漏的石油使土壤浅层（０—
２０ ｃｍ）总有机碳显著增加．符合李颖等［１２］的研究结论：清水淋滤作用下，覆盖土壤表面的原油下渗深度

相对较小，９４％的石油残留在 ２０ ｃｍ 的表层．对比发现无论是石油泄漏还是植被残体腐败（Ｄ２０⁃７、
Ｄ２０⁃２３），土壤中 ＴＯＣ 变化都没有达到深层，且土壤深层 ＴＯＣ 含量较低，说明 ４ 个采样点土地利用方式

的运作时间都不长．土壤颗粒越细，接触面积越大，颗粒的吸附作用越强，有研究表明土壤黏粒会吸附石

油烃、有机物，并影响其分布［１３］，反之石油烃对土壤颗粒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分析实验结果发现，由于

土壤在纵向上主要受水体自上而下的淋失作用，颗粒物随水下渗到一定深度淀积，所以 Ｄ２０⁃７ 样点黏粒

（百分比）的变异系数最小 １２．６％；因为有机物对土壤颗粒具有粘结作用，使土壤小颗粒发生团聚作用形

成大颗粒，对粘粒的截留增加，所以 Ｄ１９—４６、Ｄ２０⁃５ 样点其变异系数有所增大，造成两地区土壤颗粒比

重差异增加．说明石油污染可以影响土壤有机物、粒度分布．

表 １　 土壤粒度和 ＴＯＣ 垂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ＯＣ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样品名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深度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粒度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 μｍ

＜２．００ μｍ ２．００—２０．００ μｍ ＞２０．００ μｍ ｄ０．５

ＴＯＣ

Ｄ１９—４６ ０—１０ ４．４８ ２４．１３ ６６．１０ ３８ ３．９５

１０—２０ ５．８３ ３４．０４ ５８．３３ ２８ ０．９１

２０—３０ ４．２７ ２０．８８ ７２．９４ ３８ ０．１１

３０—４０ ４．１３ ２２．１６ ６５．８９ ４０ ０．０７

４０—５０ ４．３０ ２０．３０ ７４．６４ ３９ ０．１３

Ｄ２０⁃５ ０—１０ ３．５８ １９．５３ ７４．７８ ４４ １．０５

１０—２０ ６．４７ ５３．８５ ３９．６８ １８ ０．２３

２０—３０ ６．２８ ４６．９２ ４６．８０ ２１ ０．１４

３０—４０ — — — — ０．２６

Ｄ２０⁃７ ０—１０ ３．５７ ２７．２８ ６９．１５ ３２ ０．１８

１０—２０ ４．６１ ４３．８８ ５１．５１ ２３ 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７８ ２９．５９ ６６．６３ ２９ ０．０９

３０—４０ ３．３２ １４．７９ ８１．８８ ４２ ０．０７

４０—５０ ３．９２ ２４．４８ ７１．６０ ３４ ０．１３

Ｄ２０⁃２３ ０—１０ ３．６５ ２８．７５ ６７．６０ ３０ ０．２６

１０—２０ ３．８６ ２６．７９ ６８．０６ ３３ ０．１６

２０—３０ ３．８１ ２５．４４ ６７．５６ ３４ ０．２１

３０—４０ ５．７１ ４１．４１ ４９．９０ ２４ ０．３１

４０—５０ ３．７８ ２７．１８ ６９．０４ ３２ ０．２２

　 　 注：Ｄ２０⁃５ 样点 ３０—４０ ｃｍ 层原始土样丢失，过筛样品不能用于土壤粒度测定，所以缺少该层粒度数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２０⁃５ ｓａｍｐｌｅ ３０—４０ ｃｍ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ｌ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ｅｖ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ｏ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ａｔａ ｉ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

２．２　 土壤重金属分析

石油中广泛存在着一些微量金属元素，含量较低，大约在几十到几万微克每千克．不同元素在不同

原油中的含量也是有所差异的，主要因为原油的生油母质、形成环境及演化过程都会影响其中金属元素

的种类和数量［１４⁃１５］ ．同时，在石油开采和运输过程中都会使用化学助剂，其中含有 Ｎａ、Ａｌ、Ｃｕ、Ｆｅ 等金属

元素．随着油田的不断开发，石油和这些化学助剂都会或多或少的泄漏到附近土壤中，从而导致土壤中

重金属的外源输入有所增加．采集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含量的垂直分布统计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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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土壤重金属含量垂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样品名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深度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重金属质量分数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ｍｇ·ｋｇ－１）

Ｐｂ Ｖ Ｃｒ Ｍｎ Ｆｅ（×１０４）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Ｃｄ
Ｄ１９—４６ ０—１０ ２５．１ ７４．４ ２９．５ ２８１．４ １．９５７ ７．４ １．２ ２１．２ ６２．３ ０．３５

１０—２０ ３２．５ ８８．０ ３７．８ ３３６．９ ２．５３０ ９．８ ７．８ ２３．５ ８７．１ ０．３８
２０—３０ １３．７ ７５．３ ３５．９ ３０７．４ １．９４２ ７．４ ３．４ １４．４ ４６．５ ０．２５
３０—４０ １４．０ ７２．４ ６９．９ ２９４．７ １．７６８ ７．３ １９．４ １３．０ ４２．９ ０．２８
４０—５０ １８．５ ７２．５ 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１．６６７ ６．５ １２．８ ５３．８ ０．２３

Ｄ２０⁃５ ０—１０ １１．７０ ２９．６９ ２８．７９ １３１．８９ ０．９８４０ ４．１０ １９．１９ ８．７３ ３６．７７ ０．１２
１０—２０ １２．４８ ３３．２２ ２６．７３ １４６．６１ １．１００ ４．６２ １８．８５ ９．４４ ３５．３０ ０．１１
２０—３０ ９．６７ ２６．２３ ２６．３３ １３９．０４ ０．８３５０ ３．５１ １６．９０ ６．８２ ２４．６５ ０．１２
３０—４０ １０．６５ ３１．８６ ２９．９４ １５６．９９ ０．９７０３ ４．２９ ２０．４３ ８．３１ ２８．５７ ０．１１

Ｄ２０⁃７ ０—１０ ８．２ ３３．５ ４８．１ １５０．９ ０．９６６３ ４．１ ２７．５ ７．８ ２８．８ ０．１４
１０—２０ １．８ １７．６ ３７．９４ ９７．５ ０．６１３６ ２．２ ０．９ ５．０ ２４．６ ０．０７
２０—３０ ６．２ ３１．５ ２７．９５ １３７．８ ０．８７３４ ３．４ １７．１ ７．０ ２５．２ ０．１３
３０—４０ １１．３ ４９．２ ４３．５ ２９４．３ １．８３７ ７．８ ２３．３ １４．６ ４２．１ ０．１８
４０—５０ １１．４ ５６．０ ４５．５ ３１２．７ ２．００５ ８．４ ２４．５ １５．６ ４５．９ ０．１５

Ｄ２０⁃２３ ０—１０ １２．１８ ３８．２３ ２９．６７ １７３．７８ １．１２１ ４．６５ ２０．８５ １１．１８ ３４．１４ ０．１３
１０—２０ ９．６２ ３２．７０ ３３．８２ １５５．０６ ０．９６７６ ３．９９ ２０．７８ ８．６０ ２８．５６ ０．１３
２０—３０ １０．３６ ３６．７５ ３２．５４ １７２．４９ １．１３０ ４．６７ ２１．４４ １０．０８ ３２．７０ ０．１４
３０—４０ ９．３０ ３０．８２ ２６．５０ １５２．５５ ０．９０８８ ３．８６ １８．２２ ８．７６ ２９．０８ ０．１５
４０—５０ ７．０８ ３０．２５ ２７．９２ １２８．５１ ０．８５６１ ３．４３ １７．２７ ７．０８ ２５．７５ ０．１３

背景值［１６］ ２５．８ ６６．０ ２５．８ ２４．０ ６３．５ ０．０８４

国标［１７］ 一级 ３５ — ９０ — — — ４０ ３５ １００ ０．２

二级 ３５０ — ２５０ — — — ６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１

　 　 注：１ 山东省土壤元素背景值［１６］ ；２ 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６） ［１７］ ．
Ｎｏｔ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６］ ； ２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ＧＢ１５６１８—

１９９６） ［１７］ ．

２．２．１　 重金属含量分析

图 １ 为油田区与非油田区土壤剖面重金属分布图．由图 １ 可知，在油田区， Ｄ１９—４６ 样点的 Ｐｂ、Ｖ、
Ｍｎ、Ｆｅ、Ｃｏ、Ｃｕ、Ｚｎ 和 Ｃｄ，８ 种重金属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层含量达到了最大值分别为 ３２．５、８８、３３６．９、２．５３０×
１０４、９．８、２３．５、８７．１、０．３８ ｍｇ·ｋｇ－１ ．Ｄ２０⁃５ 样点的 Ｐｂ、Ｖ、Ｆｅ、Ｃｏ 和 Ｃｕ 的最大值 １２．４８、３３．２２、１．１００×１０４、
４．６２、９．４４ ｍｇ·ｋｇ－１也出现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层，Ｚｎ 和 Ｃｄ 的最大值则在 ０—１０ ｃｍ 层，分别为 ３６．７７ ｍｇ·ｋｇ－１和

０．１２ ｍｇ·ｋｇ－１ ．而两处 Ｃｒ 和 Ｎｉ 则是在 ３０—５０ ｃｍ 层含量较高，最高含量分别是 ６９．９、２９．９４ ｍｇ·ｋｇ－１和

１９．４、２０．４３ ｍｇ·ｋｇ－１ ．在国标规定的重金属中，Ｄ１９—４６ 样点 Ｐｂ、Ｚｎ 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层和 Ｃｒ 在 ３０—４０ ｃｍ
层，３ 处的金属含量超过了山东省土壤背景值，没有超过国家一级标准，５ 层土壤的 Ｃｄ 含量都超过一级

标准，未达到二级标准；Ｄ２０⁃５ 样点 ５ 层土壤中的 Ｃｄ 含量超过土壤背景值，但未超一级标准；其余油田

区土层的金属含量都未超过背景值．对比两个样点，Ｄ１９—４６ 土壤剖面中各种重金属含量普遍高于

Ｄ２０⁃５，且变异系数也较大，说明 Ｄ１９—４６ 处采油井开发时间早，作业时间长，对土壤中重金属垂向分布

的影响更大．
对比图 １ 各图，非油田区两处土壤剖面重金属含量变化趋势明显不同．Ｄ２０⁃７ 样点土壤 １０—２０ ｃｍ

层金属含量最少，７ 种重金属（Ｐｂ、Ｖ、Ｍｎ、Ｆｅ、Ｃｏ、Ｃｕ 和 Ｚｎ）在 ４０—５０ ｃｍ 层含量达到了最大值，分别为

１１．４、５６、３１２．７、２．００５×１０４、８．４、１５．６、４５．９ ｍｇ·ｋｇ－１；而 Ｃｒ 和 Ｎｉ 却在表层含量最高，分别是 ４８．１ ｍｇ·ｋｇ－１

和２７．５ ｍｇ·ｋｇ－１ ．Ｄ２０⁃２３ 样点则不同，１０ 种重金属在 ４０—５０ ｃｍ 层含量最低，分别为 ７．０８、３０．２５、２６．５、
１２８．５１、０．８５６１×１０４、３．４３、１７．２７、７．０８、２５．７５、０．１３ ｍｇ·ｋｇ－１ ．其中 Ｄ２０⁃７ 样点 Ｎｉ 在 ０—１０ ｃｍ 层含量超过了

背景值，没有超过一级标准；土壤剖面各层的 Ｃｄ 含量都超过背景值，未达到一级标准；其余土层的重金

属含量都未超过背景值．对比两个样点，Ｄ２０⁃７ 土壤剖面中重金属的最大值都高于 Ｄ２０⁃５，Ｄ２０⁃５ 处的变

异系数均小于 Ｄ２０⁃７，说明 Ｄ２０⁃５ 处受人为干扰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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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油田区与非油田区土壤剖面重金属分布（ｍｇ·ｋｇ－１）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ｓ（ｍｇ·ｋｇ－１）

２．２．２　 重金属聚类分析

将油田区与非油田区按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对 １０ 种重金属分别做了聚类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２ 所示．由
图 ２（ａ、ｂ）可知， Ｄ１９—４６ 样点，１０ 种重金属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Ｃｒ 和 Ｎｉ，其余金属为另一类．作为一

大类的 ８ 种金属垂向分布最显著的规律是：１０—２０ ｃｍ 层重金属含量最高．除了成土过程的影响，还有以

下可能的原因：首先，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泄漏的原油会覆盖在表层土壤上，且有机物有可能吸附来自大

气等其他过程中释放的重金属元素．由于组分挥发、生物降解以及降水淋滤等物化和生物过程，低分子

量的烷烃和芳香类物质流失［１８］，原油对吸附和自身含有的金属元素的有机物束缚减弱，有利于金属元

素随水体向土壤深层迁移．其次，实验结果表明油田区中层土壤的粒度最小，黏粒含量最多，增大该层土

壤颗粒的比表面积，有利于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减弱重金属向下迁移的能力．最后，考虑土壤微生物的

作用，表层土壤中石油污染物的浓度过高、土壤板结，抑制微生物生长，这与孙会梅［１９］ 的研究相吻合，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微生物种群、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层次，微生物本体及其分泌物可能具有吸附和富集重金

属的能力，这都有利于增加该层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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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期 李沅蔚等：黄河三角洲油田区土壤重金属的垂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２５８９　

图 ２　 土壤重金属聚类分析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在 Ｄ２０⁃５ 样点，除了 Ｍｎ、Ｃｄ 外其余 ６ 种重金属（不包括 Ｃｒ、 Ｎｉ）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而 Ｍｎ、Ｃｄ 的最

大含量出现在深层，这与 Ｄ１９—４６ 样点中 Ｐｂ、Ｚｎ 和 Ｃｄ 的含量在深层出现一个稍小的峰值具有相同原

因．可能因为原油降解、重金属活化都需要较长时间，通过表 １ 中 ＴＯＣ 数值异常高可知，表层中有大量未

降解的原油，其中吸附和自身含有的重金属元素未被释放，随石油烃吸附在土壤颗粒上；１０—２０ ｃｍ 层

土壤粒度较小，对重金属的吸附作用较强，阻碍了水体的淋滤作用，这都是造成土壤中层重金属含量相

对表层低的原因．土壤剖面深层几乎未受到石油开采、运输的影响，再深处土壤的金属含量差异将主要

来自成土过程不同．Ｍｎ 和 Ｃｄ 因其深层土壤重金属本底值高于或等于表层元素含量，形成了与其他重金

属元素不同垂向变化规律．
由图 ２（ｃ、ｄ）可知，Ｄ２０⁃７ 和 Ｄ２０⁃２３ 样点的重金属聚类分析结果也有所差异．通过对比图 １ 发现，

Ｄ２０⁃７ 样点垂直分布中每种重金属含量都呈现出了两端高的特征，除 Ｃｒ、Ｎｉ 外，其余 ８ 种重金属深层含

量最高．而 Ｄ２０⁃２３ 样点表层重金属含量稍大于次表层（除 Ｃｒ），但深层重金含量达到最小值．对照组采样

点附近无特殊污染源，分析其特征有以下两点共同的原因：一是土壤表层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调查［２０］，农田土壤中 ６ 种重金属（Ｐｂ、Ｃｒ、Ｎｉ、Ｃｕ、Ｚｎ 和 Ｃｄ），来自大气沉降的份额

分别占年均输入量的 ９３％、６７％、９０％、５８％、８５％和 ７７％（除去有机肥的输入）．对于某些金属来说，大气

沉降是重要的污染源．二是成土过程的影响．在 ０—５０ ｃｍ 土层中，深度越深变化幅度逐渐减小，说明越向

土壤深层，土壤受成土母质的影响越大．成土母质中各种矿物质含量不同，以及成土过程中的地质输入，
造成土壤中元素本底值存在差异．两个样点垂向分布规律的差异主要来自土壤深层重金属元素本底值

的不同，Ｄ２０⁃７ 样点土壤深层本底值较高．其中土壤中 Ｐｂ 和 Ｃｄ 的含量受交通情况的影响较大，汽油中

含有 Ｐｂ 和 Ｃｄ，通过燃烧尾气释放到大气中；轮胎的磨损也会造成 Ｐｂ 和 Ｃｄ 的含量增加，可能会影响重

金属聚类分析结果．
通常来说，在冲积平原为主的地区，土壤中 Ｃｒ 和 Ｎｉ 的含量取决于其在成土母质中的含量［２１］ ．同时

在大多数的土壤条件下，Ｃｒ 和 Ｎｉ 都是移动性较强的元素，受到水体淋滤作用影响较大，容易随着上层

黏粒向深层土壤迁移，从而出现油田区深层土壤较表层元素含量高的现象．四地重金属的聚类分析结果

中，都将 Ｃｒ 和 Ｎｉ 单独归为一类．对于对照组而言，有研究表明旱地这种耕作方式对土壤中 Ｃｒ 的积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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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不显著［２２］且土地施用化肥和有机肥料，对 Ｃｒ、Ｎｉ 含量的影响量小于土壤本底值［２３］ ．两者还是区别

于其他金属，说明这两种重金属除了成土母质，可能还有汽车尾气、生活污水等其他来源．
２．３　 重金属、粒度及 ＴＯＣ 相关性分析

将采集土壤分为油田区和非油田区，１０ 种重金属、土壤粒度及 ＴＯＣ 相关性统计结果见表 ３、４．

表 ３　 油田区重金属、粒度及 ＴＯＣ 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Ｏ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ａｓ
Ｐｂ Ｖ Ｃｒ Ｍｎ Ｆｅ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Ｃｄ

Ｐｂ １

Ｖ ０．７４４∗ １

Ｃｒ ０．０２２ ０．４３５ １

Ｍｎ ０．６８９ ０．９９４∗∗ ０．４６５ １

Ｆｅ ０．８４４∗∗ ０．９６５∗∗ ０．３６０ ０．９４５∗∗ １

Ｃｏ ０．８３５∗∗ ０．９６２∗∗ ０．４１８ ０．９４３∗∗ ０．９９７∗∗ １

Ｎｉ －０．５６３ －０．６９５ ０．２５２ －０．６８７ －０．６２５ －０．５７０ １

Ｃｕ ０．９４８∗∗ ０．８４９∗∗ ０．１５３ ０．７９８∗ ０．９２９∗∗ ０．９１５∗∗ －０．６２１ １

Ｚｎ ０．９７７∗∗ ０．８２２∗ ０．１００ ０．７７５∗ ０．９１０∗∗ ０．９０４∗∗ －０．５８９ ０．９４７∗∗ １

Ｃｄ ０．８６３∗∗ ０．９３２∗∗ ０．３８８ ０．９０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４７∗∗ －０．６０８ ０．９５１∗∗ ０．８８０∗∗ １

黏粒 ０．０７１ －０．２８８ －０．３２６ －０．２８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７ ０．２３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８ －０．１９２

粉粒 －０．１６６ －０．５２５ －０．３４７ －０．５２２ －０．４０２ －０．３８８ ０．４４２ －０．２９４ －０．２８１ －０．４２８

砂粒 ０．１２５ ０．４６２ ０．２１４ ０．４６２ ０．３４０ ０．３２０ －０．４７６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９ ０．３３８

ＴＯＣ ０．５０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２ ０．１３９ ０．２７０ ０．２３２ －０．３８９ ０．５６９ ０．３９０ ０．４６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 ４　 非油田区重金属、粒度及 ＴＯＣ 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Ｏ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ｓ
Ｐｂ Ｖ Ｃｒ Ｍｎ Ｆｅ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Ｃｄ

Ｐｂ １

Ｖ ０．８０８∗∗ １

Ｃｒ ０．１０２ ０．４５０ １

Ｍｎ ０．６９０∗ ０．９６１∗∗ ０．５４２ １

Ｆｅ ０．６９２∗ ０．９６９∗∗ ０．５４６ ０．９９８∗∗ １

Ｃｏ ０．７２５∗ ０．９７５∗∗ ０．５４０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８∗∗ １

Ｎｉ ０．１８８ ０．３７３ ０．９４２∗∗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４ ０．４３８ １

Ｃｕ ０．８１８∗∗ ０．９６８∗∗ ０．４２７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８∗∗ ０．３７８ １

Ｚｎ ０．７２７∗ ０．９４４∗∗ ０．５３５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０∗∗ ０．４７９ ０．９８５∗∗ １

Ｃｄ ０．８０２∗ ０．７８２∗ ０．１９１ ０．７２０∗ ０．７０６∗ ０．７３８∗ ０．１３２ ０．７３７∗ ０．６４６∗ １

黏粒 －０．２９７ －０．４２５ －０．３９５ －０．３３６ －０．３７６ －０．３６３ －０．３４２ －０．３２３ －０．３０６ －０．２６０

粉粒 －０．６４８∗ －０．７５６∗ －０．３８７ －０．６８５∗ －０．７０５∗ －０．７１０∗ －０．２９４ －０．６７６∗ －０．６２１ －０．７２５∗

砂粒 ０．５６９ ０．７２２∗ ０．４３１ ０．６５６∗ ０．６８０∗ ０．６７９∗ ０．３２２ ０．６３４ ０．５９０ ０．６４３∗

ＴＯＣ －０．００５ －０．４３１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０ －０．４９４ －０．４６３ －０．２６１ －０．３３４ －０．３５４ －０．２７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对比油田区和非油田区土壤剖面中 １０ 种重金属含量、土壤粒度及 ＴＯＣ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

（表 ３、４），联系图 ２ 两地的重金属的聚类分析结果可知，除 Ｃｒ、Ｎｉ 外的 ８ 种重金属来源相同，具有形似

的分布规律．它们之间仅油田区的 Ｐｂ 和Ｍｎ 未达到显著性相关，两类区域内其余重金属元素间均呈现了

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关系．非油田区中 Ｎｉ 与其他金属为正相关关系（未达显著性），但油田区却与除 Ｃｒ 外
的其他金属呈负相关；非油田区中 Ｃｒ 和 Ｎｉ 达到了极显著性相关，而油田区的关系却不显著．如表 ３、４ 所

示，两地金属元素间的相关性关系存在部分差异，说明油田污染区，石油开采和运输过程不仅影响了土

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同时可以改变部分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
土壤中颗粒的粒度组成是影响土壤中重金属浓度及分布的重要因素．根据表层土壤重金属含量与



hjh
x.r

cee
s.a

c.c
n

　 １１ 期 李沅蔚等：黄河三角洲油田区土壤重金属的垂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２５９１　

粒度相关性分析发现，重金属含量与黏、粉粒呈极显著正相关（ ｒ＞０．９，Ｐ＜０．０１），符合自然规律．但分析本

文土壤垂向分布的其它层位中，发现颗粒粒度不是影响重金属含量的主要因素．
在非油田区，重金属与黏、粉粒之间普遍表现为负相关关系，与砂粒呈正相关关系．可能原因如下：

（１）土壤重金属垂向分布与表层重金属向下迁移有关，粒度越小，对重金属的吸附作用越大，但表层沉

积物粒径越小越容易将重金属截留在表层，不易向下迁移，因此重金属与黏、粉粒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体

现在表层．（２）本文样品为黄河三角洲冲积物，土壤颗粒以砂粒为主（绝大部分土壤剖面中砂粒比重大于

６５％）．研究表明部分砂粒为主的土壤存在 Ｃｕ、Ｚｎ、Ｃｄ、Ｐｂ 等重金属元素在细砂粒中的负重高于黏、粉
粒［２４－２７］ ．因为外来输入源输入重金属含量较低时，砂粒中原始矿物本身的 Ｃｕ、Ｐｂ、Ｎｉ 等元素的含量对其

测定浓度有重要影响．
对比可知，油田区重金属中 Ｐｂ 和 Ｎｉ 出现正向相关（未达显著性）．同时，将油田区表层数据除去（石

油烃多未降解，金属元素未直接接触土壤颗粒），重金属含量与 ＴＯＣ 做相关性检验．除 Ｃｒ、Ｎｉ 外，相关系

数都有所增加，其中 Ｐｂ、Ｃｕ 和 Ｚｎ 达到了显著性相关．说明泄漏的石油是污染区土壤重金属增加的重要

影响因素．石油的主要成分是有机物质，当其进入土壤直接会增加总有机碳，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从而

影响金属元素的迁移转化．土壤有机质易于吸附在土壤黏粒上，同时可以和重金属发生络合或螯合作

用，形成化学性质稳定、可溶的化合物，这使得重金属与土壤黏粒的相关性进一步增大．土壤浅层中石油

散落，在长期的降解过程中，会向土壤内部释放一定量的酸性物质，从而降低土壤的 ｐＨ 值［２８⁃２９］ ．低 ｐＨ
值条件在金属元素活化，会增加其在土壤中的移动方向及速度．此次实验中油田区金属元素在 ０—２０ ｃｍ
层含量高于下层，与土壤有机质的存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可以认为石油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含

量及其分布和迁移转化都受到了油田开发和石油污染的影响．

３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本文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油田和非油田污染区中 ４ 个土壤样品点的 １０ 种重金属含量、土壤粒

度和 ＴＯＣ 测定，分析石油污染对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和垂向分布的影响，及各种重金属、粒度和 ＴＯＣ 之间

的相关性分析．
（１）石油烃的吸附作用截留了土壤黏粒，造成油田污染区土壤次表层土壤粒度最小，但石油污染对

粒度组成未达到显著性影响，其垂向变化仍受成土过程影响；石油开采和运输行为使土壤浅层总有机碳

显著增加．
（２）４ 处采样点土壤剖面中，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但含量变化规律不相同．油

田污染区，土壤中 ８ 种重金属（Ｐｂ、Ｖ、Ｍｎ、Ｆｅ、Ｃｏ、Ｃｕ、Ｚｎ 和 Ｃｄ）在浅层含量最高，可能是石油及其降解产

物的有机吸附、降解释放微量金属元素和土壤黏粒的吸附作用造成的；非油田区 ８ 种重金属表层含量稍

高可能是大气沉降的结果，在深层出现两种不同的变化趋势，则是成土过程的影响．
（３）４ 地 １０ 种重金属通过聚类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两类，Ｃｒ 和 Ｎｉ 为一类，其余 ８ 种金属为另一类．在

油田污染区，其余 ８ 种重金属表层受泄漏石油影响为主，深层受土壤本底值影响为主，由于金属本身化

学性质不同使垂向分布存在较小差异；Ｃｒ、Ｎｉ 则是成土过程的影响．非油区中其余 ８ 种重金属受大气沉

降和成土过程的共同影响， Ｐｂ、Ｃｄ 受交通情况影响较重，Ｃｒ、Ｎｉ 也可能存在未知输入源影响．
（４）土壤重金属含量与粒度及 ＴＯＣ 的相关性分析中，非油田区，重金属与黏、粉粒之间普遍表现为

负相关关系，与砂粒呈正相关关系，但与 ＴＯＣ 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油田区，Ｐｂ、Ｎｉ 含量与土壤黏粒出现

正向相关（未达显著性）．重金属含量与 ＴＯＣ 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加（除去表层），其中 Ｐｂ、Ｃｕ 和 Ｚｎ 达到

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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