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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重金属污染》书评

许 嘉 琳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研究所

土壤一植物系统中重金属污染研究长期以来是土壤科学
、

环境科学
、

生命科学中十分

活跃的领域
。

当前
,

随着基础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普遍

强化
,

同时
,

土壤环境中许多污染 问题函待解决
,

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是国内外科学界关

注的热点
。

由陈怀满等所著之
“

土壤 一植物系统中的重 金属污染
”

科学 出版社
,

一

书
,

全面
、

系统地沦述 了土壤环境中重金属来源
、

背景值
、

污染状况
、

化学行为与形态
、

作物

效应
、

调控途径
。

既反映了当代国内外学者有关重要研究结果
,

更主要是阐述了作者们在

科学 前沿多年来 积累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

对于推动学科发展
,

丰富学科内容
,

以及保护环

境
、

净化食物链的实践意义很大
。

本书首创性地 以土壤圈物质循环理论为基础
,

论述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重金属污染问

题在以下方面尤具特色

论述了各 主要重金属元素在土壤圈中的行为
,

得出了创新性成果

书中论述 七种重金属在土壤环境 中的吸附一解吸
、

氧化一还原
、

络合
、

水解
、

沉淀一溶解

等作用
。

论述是建 立在深人
、

严谨的实验研究基础上
,

既深人考察了各影响因素的独特作

用
,

又考察了诸 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翔实
、

充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
,

并以数学式表

述 对不 同土类 中各重金属的化学特征的表现及其机制进行比较
。

论述学术水平高
,

实用

性强
。

例如 关于吸附势
、

解吸势
,

有理论推导
,

也有实验验 证
,

并应用于表征土壤对重金

属的相对固定能力
,

估测污染程度
,

特别是与作物吸收相联系
,

在定量表征吸附一解吸及定

量地将化学行为机制及作物效应相联系上
,

都很有意义
。

又如 对变价元素 如
,

从动

力学角度研究 其吸附
、

还原
、

氧化
,

得 出反应速率常数
,

揭示了过程机制
。

以上及其他实

例都是学术上重要的创新性成果
。

沦述了根际环境中重金属化学行为并与植物效应相结合

至今
,

对根 际环境 中重金属化学行 为及生物效应这一重要方面的系统
、

深人研究尚很

少
。

本文作者从环境界面反应出发
,

并强调根际环境属于非平衡体系
。

在系统地综述重金

属化学过程在这一环境体系中特征的基础上
,

主要说明了作者通过 试验研究所得出的红

壤
、

黄棕壤根际重金属可提取量变化及其与植物吸收量之间的关系 根际土壤 中重金属吸

附动力学特征
、

形态变化机制
、

生物有 效性
,

及其 与非根 际环境的 比较
,

为有效调控其迁

移
、

转化提供 科学依据
。

这些研究成果
,

属于本领域的前沿
。

论述 了重金属复合污染及其综合效应

复合污染研究
,

在理 沦与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
,

但 由于 问题的复杂性
,

研究难度大
,

至

今有关文献报道尚少
。

本书中论述了复合污染 对作物产量
、

作物体内重金属累积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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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揭示了重金属元素间交互作用
,

也论述了重金属与若干常量营养元素间的作用
,

从而

涉及 了土壤整体质量 问题
,

是复合污染方面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
,

有的内容
,

填补了该

领域研究中的空白
。

全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

为保护土壤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与具体途径

受重金属污染土壤具有不可逆性
。

正如本书指出 从污染土壤 中消除重金属或用客

土和换土等办法都有相 当困难
。

因此
,

制定
“

临界值
”

贯彻预防为主很重要
,

本书第 章等

进行 了具体论述 在确已受污染的土壤中
, “

根据土壤 中固定态和可结合态能相互转化的

关系⋯⋯进行一定的调节和控制⋯⋯
”

第 章 就是必要途径
,

这也是深人揭示重金属化

学行为
、

形态形成
、

机理 的实际意义所在
。

书中提 出因地制宜使用有机肥
、

过磷酸钙
、

石

灰
、

钢渣等调控措施
,

这些都是建立在可靠理论依据上
。

而且经过盆栽或小区试验
、

以可

靠数据为基础并 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明有关措施的优点与局限
。

书中不仅阐述了以一定区

域土体为对象的重金属污染治理途径
,

而且 阐述了在根际环境中进行调控的机制
。

以上

诸方面
,

提供 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
。

综上所述
,

本书内容丰富
,

学术水平高
,

创新性强
,

对学科发展与土壤环境保护实践均

有很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