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n卷 第 2期 福 建 环 境 9 9 14年 4月

摘要
:

通过测 定龙湖不 同区 域的 水

生植物凤眼莲结 果表 明
,

凤眼莲对水 体

的 Z
n 、

M o
、

P b
、

C u

等都有较大的吸 收富

集能力
。

其根部富集能力略大 干其茎 叶

部位
。

通过测定表明
,

龙湖在重金属污染

方面基本上处于未 污染状 态至轻 污染状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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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眼莲对福建龙湖重金属的

监测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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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位于 晋江市龙湖镇
.

水域

面积 2 5。 。 多亩 (正常水位时的水域面积 )
.

是福建省最

大的夭然淡水湖
,

也是福建省重 要的淡水鱼生产基地
。

龙湖地 处南亚热带
,

气候温和
,

雨 量充沛
.

年降雨 量在

9 l l m m 一 1 2 3 5m m 之 1司
。

平均气温 2 0
’

C一 Z I C
,

全 年

最冷的 1一 2 月份的月均气温 12 亡一 1 3 C
。

龙湖为盆

地形湖泊
.

底质较硬
,

淤泥较少
。

沿湖有十几个 自然村

的生活污水流 入湖中
,

水质肥厚
.

透明度 2 0c m 一
c
m

,

水色 17 一 18 号
” 1

子 厂价 -

厂

` 一 了
一

” 代 - f

采样
:

水生植物的五个采集点比较均匀地分布在

沿岸水线
。

将采得的样品反复清洗干净 (使附着的重金

属减少到 最低限度 )
,

不能揉碎
。

风干
,

放于袋里在干燥

箱里烘干
,

称其干重
.

待用
。

标准溶液配制及重金属含量测定
:

配制 Z
n

、

C
。

、

P b
、

M
。
标准溶液

.

再用 PJ 一 I A 型示波极谱仪测 定各

重金 属标准 曲线 图
,

同水生植物重金属 含量 曲线 比较

得水
’

}三植物重金属含量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原理

每一种重金属都会在示波极谱仪上呈 现出一定的

曲线
,

根据曲线峰高与标准 曲线的 比较
.

可得出重金 属

含量
。

按戴全裕所 采用的水生植物重金属 污染度公式
.

可评价水体污染 程度 } 2 }

水 生植物对 一 般有毒物质都有 吸 收
,

积 累等作

用
}’ 一。

吸收
、

积累的重金属便 留在植物体内
,

通过处理

可测 出其中金属含量
,

而后同水体重金属含量多少进

行比较
.

可判断此湖的污染情况
。

( 一 ) 采祥 干重
:

从五个样点采集 到的凤 眼莲其干

重如下表
:

单项评价公式
:

P =
X 一 又

又

表 1 凤眼莲干重 (单位
:
g )

采样点 2 0 3 #

式中
:

P一水生植物重金属 污染度

X一各采样点的重金属浓度实测值

又一对照点各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值

综 合评价时
,

以单项最大污染度作为采样点的综

合污染度
,

用 P , 飞

代表
,

并以下列际准划分等级
:

P[
, : 。

—
1 未污染

P
n : 1

—
2 轻污染

P :n 2

—
3 中污染

P
n :

> 3 重污染

这样
,

可从水生植物受污染 程度反映整个水体受

污染情况
。

( 二 )设备与材料

材料
:

凤眼莲

仪器
:

鼓风干燥箱
、

J P一 I A 型示波极谱仪
、

分析天

平

试剂
:

铜铁络合剂

(三 )步骤

茎 ()
.

5 ( )生5

( )
.

4 3 4 3

()
,

4 6 2 9

( ) 4 ( ) 4 ( )

( )
.

6 () 6 ()

( )
.

4 () 4 9

()
.

3 5 5 2

() 4 ( ) 9 3

( ) 5 3 8 9

( ) 4 9 2 1

( 二 )水佯的采集及测定

在所采植物的样点处
,

取其中层深度的水质备用
。

环境条件
:

室 压 (常压 )
.

室温 2 9 C
,

检测方法
:

外标法

(标准曲线 )

表 2 龙湖各水样重金属含量

M 。 备 注

称一孙名一属一Ct

浓度值 ( p p l
〕 )

祥品号

l 尽 18 5
.

( ) 5 4
.

0 1 9
.

4 5
.

3

2 “ 2 3 2
.

5 1 ( ) 5 9 ( ) < ( )
,

5

3 口 19 5
.

( ) 3 7
.

5 5
.

7 < ()
.

5

4 0 2 4 () 34 1 4
.

3 2
.

( )

取 徉只有
5 . 2 8 5 5 1 1 ( )

.

4 < ()
.

5 s m l 故有
误 差

2 l



表 4

参 照 值

A
.

n维诺格拉多夫
, “

植物平均 含量
”

( 1 , 5 ())

中国 科学 院南 京土 壤 研究所 微 量元 素组
,

“

植物平均 含量
”

( 1 9 79)

太湖水生植物采 用的标准值 《截全裕 )( 龙湖

评价采用 )

龙湖凤眼莲评价标准值

Z n
M

o

3
.

《) ( ) ( )
.

2 ( ) 2
.

0 ( )

2 5一 1 5 ( ) 0
.

1一 0
.

5 () 〔) 5一 3
.

( ) 5一 2 0

4 4 1 3 1
.

6 ( )

按单项评价公式计算再综合评价
,

结果如下表
。

表 5 龙湖水生植物 (凤眼莲 )评价水体污

采样点 分析部位 Z
n

M
o PI 〕

结果

C
u

5 6
.

7 7

P
n

值 分级

根 及茎 叶平均值 14 6
.

7 7 3 35 2
.

7 6 2
.

3 3 中污染

P 2
.

3 3 1
,

9 4 《)
.

7 3 0
.

8 0

根及茎叶平均值 6 9
.

1 () 2 2 3 6 0
.

3 0
.

9 6 未污染

P ()
.

5 7 ( ) 9 6 0
.

2 1 ( )
.

9 1

根及茎叶平均值 7 7
.

() 5 1
.

6 2 3
,

3 8 1 1 1 轻污染

P ()
.

7 5 ( )
.

4 2 1
.

1 1

根及茎叶平均 值 98
.

9 3 3 5 7 4 3
.

1 8 轻污染

P 1
.

2 4 0
.

6 7 1
.

2 3 ()
.

3 7

根及茎叶平均 值 5 8 19 0
.

7 3 未污 染

P

(三 ) 水生植物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利用 JP 一 I A 型 示波极谱仪测 得曲线与标准 曲线

比较得重金属浓度如下
:

表 3 各采样点凤眼莲茎叶及根重金属含

量 ( 占干重
,

p p m )

采徉点 分析部位 Z
n

M O
PI

,
C u

布厂污水注入
,

因而达到 中污染
。

而采样点 4 号处虽有

生活 污水注人
,

但 要通过较大的长有茂密的水 生植物

长沟
、

因而污染 得到缓解
。

2 号及 5号处远离生活区 及

工厂处
,

因而未出现污染
。

三 结论

蚝8()根

茎叶

根

茎叶

2 3 5
.

5 3

5 8
.

( ) ( )

6 9
.

1 8

6 9
.

( ) 2 ::

l
,

7 2

3 8 ( )

2
.

4 5

1
.

4 ( )

6 7
.

7 4

4 5
.

8 ( )

1 1 8 44

2
.

1 6

根 88
.

9 1 2
.

2 9 3
.

5 8 2 2
.

5 3

茎叶

根

茎叶

6 5
.

1 8

96
.

5 1

1 0 1
.

3 5

黑
3 1 7

0
.

9 0 4
.

15
.

8 8

7 0
.

3 8

(一 ) 龙湖凤眼莲对水体的 Z
n

、

M
o

、

P b
、

C
u

等都有

较大的吸收富集能力
。

( 二 ) 龙湖水生植物凤眼莲其根和茎 叶内重金属 含

量相差不大
,

根部略高于茎叶部分
。

这同太湖凤眼莲根

部比茎叶部吸收的重金属量达 2一 3 倍相 差不 多
。

(三 )龙湖在重金属污染方面基本上处于未污染状

态至轻污染状态
。

很 5 7
.

1 () 3
.

( ) 4 1
.

2 2 2 2
.

9 6
参考文献

2()93

茎叶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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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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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龙湖水生植物对重金属浓缩情况如表 4

(五 )龙湖水生植物对水体污染度评价

根据戴全裕所用的太湖水生植物评价标准值为龙

湖评价标准值
。

从表中看出
,

采样点 1 号直接有生 活污水及染色

仁门黄德裕等 《龙湖名特 优水 产综 合开发 项 目可行性 报

告 公( 19 8 9 〕

〔2」戴 全裕
,

水生高等植 物对太 湖重 金属 的监测 及其评

价
,

环境科学学报 3 ( 3 )
: 2 1 3一 2 2 1 ( 1 9 83 )

〔3 〕吴玉树
.

高等水生植物对污水的净 化作用
,

生物学通

报 ( 5 ) 1一 3 ( 1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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