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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土壤中若干

元素的自然背景值

中国科学院土壤背景值协作组

环境中有害物质的自然背景值或本底值是环境科学的一项基本资料
。

只有掌握了环

境的背景值
,

才能判断是否存在污染
,

以及估计污染的程度
。

土壤是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

生产资料
,

也是环境中有害物进入
、

迁移
、

转化
、

积累的重要场所
。

因此
,

土壤背景值是环

境中各项背景值 (大气
、

水
、

土壤
、

生物等) 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

速度发展
,

及早掌握环境中有害物的背景值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

对于人 口集中
、

工业生产

集中的城市地区尤其如雌
。

为此
,

由中国科学院的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地理研究所
、

高能物

理研究所
、

环境化学研究所及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组成土壤背景值协作组
,

进行了北京
、

南京上壤背景值调查工作
。

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参加了部分工

作
。

本文的目的
,

在于讨论获得城市地区土壤背景值的工作方法
,

并提出北京
、

南京两地

区土壤中若干元素的背景值
。

一
、

样品来源与测定方法

(一 ) 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城市附近大都有多年的工
、

农业生产活动的历史
,

可能

已经对附近土壤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

同时考虑到不同土壤中有害物的背景值可能不同
,

因此
,

采样点的选择主要考虑三个因素 : (l) 当地的主要土类 ; (2 ) 当地的主要成土母质 ;

(3 )尽可能远离已知的污染源
。

土壤采样系用铁铲挖掘土壤剖面
,

按野外观察划分自然发生层
,

取土 1一2 公斤
,

用塑

料袋或布袋分层盛放
。

山地土壤采至风化母质层
,

平地冲积性土壤采至 1 米左右 ; 当地下

水位高于 1 米时采至地下水位
。

土样经室内风干
,

挑去植物根及大于 1 毫米石砾后
,

用玛

瑙研钵磨细过 1 00 目塑料筛孔
,

混和均匀
。

(二) 采样点的选择 北京采样区包括北京市郊区及郊县
,

高程 自 50 米 至 1 9 3 2

米
。

共采集土壤 20 个剖面
,

50 个层次
。

其中
,

山地土壤有亚高山草甸土 (中性火成岩 )
、

棕壤(中性火成岩 )
、

淋溶褐土(花岗岩
、

花岗片麻岩
、

中性火成岩
、

页岩
、

石灰岩
、

石英岩 )o

平原土壤包括淋溶褐土(洪积冲积物 )
、

石灰性褐土 (洪积冲积物
、

黄土)
、

潮褐土(洪积淤积

物)
。

南京采样区包括南京市郊区及郊县
,

高程自数米至 2 00 米
。

共采集土壤 26 个剖面
,

6 0 个层次
。

其中包括黄棕壤 (花岗岩
、

砂岩
、

页岩
、

砾岩
、

石灰岩
、

玄武岩
、

泥砾)
、

黄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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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蜀粘土)
、

灰潮土(冲积物)及水稻土
。

(三) 样品的测定 背景值测定项目包括土壤中若干元素的总量
。

北京样品测定

铜
、

被
、

锌
、

锡
、

汞
、

铅
、

砷
、

硒
、

铬
、

锰
、

钻
、

镍十二种元素 ;南京样品除上列元素外
,

又增加杭
、

钥
、

相三种元素
。

这些元素在土壤中均属于微量元素
。

北京样品的分析方法
,

铜
、

锌
、

锰
、

钻
、

镍系用王水
、

过氯酸消化土样
,

用火焰原子吸收

法测定 ;铁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侧定 ; 锡用王水
、

过氯酸消化土样后
,

用双硫腺一氯仿萃取
,

回至水相后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汞用硝酸
、

硫酸
、

五氧化二钒催化消化后
,

用测汞仪进

行冷蒸气测定 ;铅用硝酸
、

过氯酸消化土样后
,

用碘化钾
一
甲基异丁基酮萃取

,

有机相直接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 ; 砷用硝酸
、

硫酸
、

过氯酸消化土样
,

用锌粒还原产生砷化氢
,

经

二抓乙烷一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吸收后用比色法测定 ;硒用过氯酸
、

硫酸消化土样
,

用

黄金电极逆向伏安法测定 ;铬用硝酸
、

硫酸又氟化氢溶解土样
,

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

南

京样品中铜
、

被
、

铅
、

硒
、

锰
、

镍的测定方法与北京样品相同 ; 锌用 x 射线荧光法分析 ; 锡用

硝酸
、

过氯酸消化土样
,

用碘化钾一甲基异丁基酮萃取后
,

有机相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

定 ;汞
、

抗
、

铡
、

砷
、

铬
、

铂
、

钻用破坏中子活化法分析
,

样品经照射后
,

通过蒸馏一阴离子交换

化学组分离和随后的 N al (Tl ) 及 Ge (Li ) 1 谱仪测量
,

在照射过的单一样品中同时测

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活化分析组
, 19 7 9 )

。

同种元素用不同方法测定时
,

所得结果的比较列于表 l。

表 1 方法的比较

元元 素素 样 品 数数 分析方法法 平均值 (扫p m ))) 相关系数数

ZZZ nnn 5 lll 火焰原子吸收收 8666 0
。

9 888

XXXXXXX 光荧光光 8 88888

HHH ggg 2 000 冷燕气法法 0
。

0 6222 0
。

7 333

中中中中于活化化 0
.

0 6 11111

AAA SSS 2 000 银盐比色色 l000 0
。

9 222

中中中中于活化化 l11111

CCC rrr 5 999 火焰原子吸收收 6 777 0
。

8 000

中中中中子活化化 6 44444

CCC ooo 2 000 火焰原子吸收收 1斗斗 0
。

8 777

中中中中子活化化 l33333

二
、

北京
、

南京地区的土壤背景值

尹

土壤中元素背景值的表示方法
,

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

地学上为了分别背景值

与异常值
,

通常的做法是取测定值的对数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差
,

然后确定在平均数以上两

个标准差的数值为可能异常
,

在平均数以上三个标准差的数值为必然异常
。 C为n n or 等

(1 9 7 5)在
“
美国大陆某些岩石

、

土壤
、

植物和蔬菜的地球化学背景值
”
一书中

,

汇集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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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大量分析数据
,

得出了美国各种类型土壤中若千元素的背景值
,

背景值的表示方法

采用几何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
。

肠1ls 等 (1 9 7 5 ) 发表了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农业土壤中

重金属含量的资料
,

列出了土壤中汞
、

铅
、

锡
、

铜
、

锌
、

铬
、

镍七个元素的背景值
,

系用十六个

土壤样品的平均值来表示
,

在比较了表土 (A 层 ) 和底土 (C 层) 的元素含量后
,

认为只有

在公路近旁及住宅区附近
,

表土中有铅的增加
。

稍后
,

Pr an k 等 (19 7 6 ) 发表了加拿大安

大略省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资料
,

根据全省 2% 个采样点的分析数据
,

剔除其中曾受

到污染的样点
,

得出了土壤中汞
、

锡
、

钻
、

砷
、

铅
、

铬
、

镍
、

铜
、

锌
、

锰
、

铁十一种元素的背景值
,

背景值用平均值来表示
。

被剔除的样点的污染来源是农药(砷
、

铅
、

汞
、

铜)
、

微量元素肥料

(铜)和污泥(镐)
,

以及金属冶炼厂的大气沉降物 (镍
、

钻
、

铜 )
。

日本的同田启等 (1 9 7 8 )对 日本懒户内海流域的土壤及岩石的含铬量进行测定
,

制成

了该地区的铬的环境背景图
。

其中
,

土壤铬的背景值系用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来表示
。

日本的若月利之等 (1 9 75) 分析了 日本水稻土中六种金属元素的含量
,

得出了铅
、

锌
、

铜
、

镍
、

铬和钒在土壤中的 自然背景值
。

根据各元素含量的频率分布特点
,

分别用测 定 值

或测定值的对数值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差
,

背景值的范围系用平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来表

示
。

本文采用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来表示元素的背景值
。

一方面计算出

北京和南京两地区的土壤背景值
,

同时计算出两地区内主要土类的背景值 (附表 1一7)
。

北京的有山地淋溶褐土和石灰性褐土
,

南京的有黄棕壤
、

黄刚土和灰潮土
。

它们都是当地

分布面积最广的代表性土类
。

为了简明起见
,

将北京和南京的分析数值汇总简化后
,

分别

列出土壤中各元素的常见含盘范围 (表 2 )
,

以及各元素的近似平均值 (表 3 )
。

与表 4 相

比较
,

便可看出北京
、

南京两地土壤中各元素的含量范围大都在现有的世界土壤含量范围

之内
。

高于世界土壤含量范围的有南京的石灰岩土壤 (锡
、

汞
、

砷
、

相 )
,

紫色页岩土壤

(锡)
,

玄武岩土壤(钻 )以及北京
、

南京的部分耕种土壤(汞 )
。

裹 2 北京
、

南京地区土城中元素含t 常见范围

元 素

C d H g S e

B e M o

C u S c L a P b A s C o N i

Z n C r

h ln

}—
,

一型哩翌丝止二止二
1 <l

}
‘一‘0

}
’0一5 0

}
5 0一‘0 0

! ’0 0一 , o oQ

裹 3 北京
、

南京地区土城中元素近似平均含t

元 素

C d
、

H g

S e

B e

M o

A S

近似平均值 (p p m )

0
。

l

0
。

2

2

元 素

Pb

近似平均值 (p p m )

203050印8000

C u 、
N i

La
C r

S e 、 C o

‘0

1
z n

1 5 11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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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世界土城中元寨含t 范口位及平均位 (PP m )

元 素 范 围 值 平 均 值 元 素 l 范 围 值

Assecr2一2 0 0t
l, l一5 0 [ 1 ]

0
。

1一2 ‘11

5一1 0 0 0 [厄J

0
。

2一st l ,

2 0 0一3 0 0 0‘
1 ]

I一4 0 〔I J

5一 5 0 0 t: 〕

平 均 值

5 1 笼]

0
。

2 〔, ]

10 0一 3 0 0 t 盆l

1一2 [ 2 刀

5 00一 10 0 0 t
. J

10一1 5‘
: j

4 0 t l l

腼MucoNi

1 0一3 00 L1 3

0
。

0 1一0
。

7 [ 1 ]

0
。

0 3一0
。

3 L
l l

cuBecdzn

l一 5 00 0“ 卫

2一2 0 0〔一

15一4 0 1
. ,

6 [ 1 1

5 0一 10 0 【
, ,

0
。

st l ]

0
.

0 3一0
。

1 1
. ]

7【, ,

3 0 ‘哪l

15一2 5 L : l

掩scUPb

[ l ] B ak e r ,
1 9 7 5 : [ 2 ] A u b e r t ,

19 7 1 : [ 3 ] L isk
,

2 9 72 : [ 今] 北京市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译
,

1 9 7 6 :

土坡中掀t 重金属的天然含t 及毒性(资料)
,

原载日
“公害去对策

” ,

19 7 50

三
、

获得城市附近土壤背景值的可能性

城市是人 口集中
,

工业生产集中的地区
,

城市附近的土壤大都有多年耕种施肥的厉

史
,

因此在城市地区的土壤背景值调查中
,

应当考虑土壤是否曾受污染的问题
。

估计采样点土壤所得的元素测定值是否为背景值
,

曾用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

如前所

述
,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作中
,

采用剔除曾受污染土样的方法来获得背景值 ;加拿大曼

尼托巴省的工作中
,

采用比较某元素在表土中的含量是否超过底土
。

Pil otte 等 (19 7 5) 采

用元素相关分析法来判断河口沉积物中某些金属元素的含量是否属于背景值
。

其方法是

选定一个没有污染可能的元素的测定值作为背景值
,

再算出样品中其它元素对它的相关

性
,

以判断那些元素也属于背景值
。

这个方法
,

有可能应用到母质来源单一的
,

例如由同

一类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

在本文中
,

考虑到所测定的元素大都有这样一个特性
,

即它们如对土壤有外来污染
,

会在表土滞留积累
。

因此
,

试用表土
、

底土间元素含量的差异显著性测定来判断
。

其方

法是选出表土含量平均值高于底土
,

且出现频率大于二分之一的元素作为检验对象
,

用

Fi sh er 氏对比法进行 t 检验
,

给定显著性水平以测定表土含量高过底土含量的差异显著

性
。

这里
,

考虑到地学数据的较大的变化性以及地学样品的不连续性
,

因此
,

选用显著性

水平 p < 0
.

1 ,

而不是选择生物统计上常用的 p < 0. 05
。

根据北京
、
南京两地土壤的分析结果

,

表土平均含量超过底土
,

且出现频率大于二分

之一的
,

仅有北京土壤的汞和南京土壤的汞
、

铅
、

硒
、

铜
、

钻
。

但如给定显著性水平 P < 0
.

1 ,
.

则只有南京土壤的汞和南京黄刚土的硒达到显著水平 (表 , )
。

其中汞可能是农业生产中

使用汞制剂所致
。

看来
,

在北京
、

南京的具体情况下
,

汞可能已对土壤造成污染
,

其它大多

数被测元素就总体而言没有造成明显的污染
。

因此
,

测得的元素含量可以作为背景值使

用
。

我们认为
,

如果在采样时能注意避开污染源
,

剔除曾受污染的样品
,

则就多数元素而

l) 梁伟 : 土城背景值的可靠性判断
—

元素相关分析法
。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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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表土含l 高于底土的差异显若性

元元素素 土样样 剖面数数 表土高高 平均值 (p p m ))) 差值值 t 值值

于于于于于底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p p m )))))
剖剖剖剖剖面数数 表土土 底土土土土

JJJ匕匕 H ggg 全部部 l 999 l444 0
。

1 1444 0
。

0 7 222 0
。

0 4 222 l
。

5 9777 0
.

2 > P > 0
.

111

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山山山山地土壤壤 999 666 0
。

0 5 666 0
。

0 4斗斗 0
。

0 1 222 0
。

8 9 444 0
.

4 > P > 0
.

333

平平平平地土壤壤 999 777 0
。

1 8 333 0
。

10 222 0
。

0 8 111 l
。

5 5 222 0
.

2 > P > 0
.

111

南南南 H ggg 全部部 2 222 1444 0
。

1 8 333 0
.

12 222 0
。

0 6 111 2
。

6 0 111 0
.

0 2 > P > 0
.

0 111

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黄黄黄黄刚土土 555 444 0
.

1 4 777 0
。

0 4 333 0
。

1 0 444
·

2
。

7 4 888 0
.

1 > P > 0
.

0 555

SSSSS eee
黄刚土土 555 555 0

。

1 666 0
。

1000 0
。

0 666 3
。

8 7 444 0
.

0 5 > P > 0
.

0 111

PPPPPbbb 全部部 2 lll 1333 2 666 2 lll 555 l
。

4 7 555 0
.

2 > P > 0
.

111

黄黄黄黄棕壤壤 777 555 3 222 l999 1333 l
。

2 5 000 0
.

3 > P > 0
.

222

灰灰灰灰潮土土 555 333 2 555 2 000 555 l
。

0 2 555 0
.

4 > P > 0
.

333

CCCCC uuu
灰潮土土 555 333 4 333 4 000 333 0

。

5 9888 0
.

6 > P > 0
.

555

ccccc 。

{{{
灰潮土

}}}
555 333 l 666 l555 lll 1

。

斗1 888 0
.

3 > P > 0
.

222

言
,

可以获得城市地区的土壤背景值
。

对于农田等有可能已受污染的土壤
,

根据汞等金属

元素有在表土滞留的特点
,

适当加深采样深度
,

用底土的含量作为背景值使用
,

可能是一

个替代的办法
。

关于有害元素的含量
,

如表土在统计上不高于底土
,

则可视为该元素的背景值
,

但如

表土在统计上高于底土
,

则不一定不是该元素的背景值
。

因为表上某元素含量高于底土
,

可由污染造成
,

也可 由成土过程所造成
,

特别是表土中的生物积累作用及稳定矿物的相对

富集是不可忽视的
。

此外
,

表土
、

底土间差异显著性测定法可用来检验来自地表的污染
,

如灌概水
、

肥料
、

农药
、

降水
、

降尘等 ;但对于地下水位高的平原沉积型土壤
,

如有地下水带

来的污染时
,

可能是不适用的
。

四
、

土壤类型和母质类型对土壤背景值的影响

在没有受到外来污染的情况下
,

土壤中的元素含量决定于成土母质中元素的含量以

及风化
、

成土过程中母质中元素的淋溶
、

迁移
、

沉淀和积累情况
。

在一个地区内
,

决定土壤

中某元素含量的主导因子
,

究竟是母质类型还是与成土过程相应的土壤类型
,

需要具体分

析
。

就南京地区而言
,

黄刚土都发育于更新世下蜀粘土
,

不但母质来源单一
,

且质地均匀 ;

灰潮土均发育于长江近代冲积物
,

母质来源相同
,

但质地粗细不一 ;而黄棕壤的成土母质
,

却包括了时代和性质极为不同的各类岩石风化物
。

由于母质的多样性
,

黄棕壤中十五种

元素含量的全距都比黄刚土宽得多
,

其变异系数除镐和镍外都大于黄刚土 (附表 5 , 6 )
。

黄棕壤中各种元素的全距也比灰潮土宽
,

其变异系数除抗外都大于灰潮土 (附表 5 , 7 )a

从这些情况看来
,

成土母质类型确实是影响土壤中元素背景值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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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表明同一土类中母质的差别可能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影响背 景值
,

表 6 例举了几个由火成岩母质发育和由冲积物母质发育的土壤的元素测定值
。

可以看出
,

农 ‘ 几种南京土班的元素含t (平均值)

土土类类 母质质 样 品品 元 素 含 t (p p m )))

CCCCCCCCC UUU Z nnn H ggg S CCC
肠肠 Pbbb A SSS C rrr M ooo M nnn C ooo N iii

黄黄黄黄 宁 9
,
0一 1000 5 2

。

666 11呼呼 0
.

0 9 999 l耳
。

666 3 0
.

222 15
。

777 7
.

1222 1 1222 I
。

999 9 1999 4咚咚 9 3
。

111

棕棕棕棕棕棕棕 厦米米 3
.

9 555 2 7
.

666 0
。

0 9 222 5
。

7 000 弓9
。

444 12
。

999 4
。

3 000 2 1
。

000 2
。

222 86
。

555 2
。

222 9
。

6 000坡坡坡 么践右右宁 2 3
,
0 一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花花花岗岩岩 厘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灰灰灰 坡质冲冲 宁 6
,
3 0 一 5 000 2 6

。

999 6 6
。

555 0
.

0 7 333 1 6
.

555 牛6
。

888 17
.

888 15
.

000 8 000 2
.

111 4 9 333 2 000 2 3
。

222

潮潮潮 积物物 厘米米 6
。

8 000 3 6
。

111 0
.

0 6 555 9
。

5 666 6 5
。

444 8
.

6 000 2
.

5 222 9 000 2
.

555 2 7 999 9
。

666 17
。

555

土土土 砂质冲冲宁 7
,
3 5一 5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积积积物物 匣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附襄 1 北京地区土城中元素背景位 (PP m )

元元 素素 剖 面 数数 全 距距 背 景 值值 变异系数数

平平平平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差

CCC UUU 2 000 18
。

3一3 6
。

888 2 7
。

222 5
。

3 222 0
.

2000

BBB eee l888 0
。

4一 2
。

000 l
。

3 666 0
。

4 333 0
.

3 222

ZZZ nnn 2000 3 3
。

5一 8 1
。

666 5 8
。

999 1 1
。

333 O
。

1 999

CCC ddd 2000 0
.

0 5 7一 0
。

3呜lll 0
。

1 5 000 0
。

0 7 777 0
。

5 111

HHH ggg 1777 0
。

0 2 1一0
。

1 2 111 0
。

0 8 111 0
。

0 5 666 0
。

6 999

PPPbbb l777 9
。

3一 4 3
。

333 1 8
。

7 888 8
。

0 666 0
。

呼333

AAA ggg 2000 5
。

6一 1 3
。

lll 8
。

7 000 2
.

2 000 0
.

2 555

SSS eee 2 000 0
。

0 5一0
。

4 888 0
。

2 7 555 0
。

10 000 0
。

3 666

户户
C rrr 2 000 29

。

7一 9 8
。

777 5 9
。

222 1 3
。

444 0
。

2 333

MMM nnn 2 000 2 18一6 7 222 4 1 999 1 2 222 0
。

2 999

CCC ooo 2000 7
。

斗一2 0
。

999 12
。

999 3
。

3 999 0
。

2 666

NNN iii 2000 35
。

1一6 0
.

333 斗5
。

555 7
。

8 222 0
,

1 777

附衰 2 能京山地淋港栩土元素背, 位 (PP m )

元元 素素 剖 面 数数 全 距距
}

背 景 ‘‘

}
.

, 异系··

}}}}}}}}}
平 均 值值

}
标 准 ,,,

CCC uuu 999 1 8
。

3一3 5
。

555 2 6
。

999 5
。

7 999 0
。

2 222

BBBeee 888 0
。

7一2
。

000 l
。

5 000 0
。

4 000 0
。

2 777

ZZZ nnn 999 33
。

5一8 1
。

666 5 8
。

lll 1 5
。

555 0
。

2 777

CCC ddd 999 0
.

0 7 1一 0
.

34 111 0
。

1 6 111 0
。

10 333 0
,

6 444

HHH ggg 888 0
。

0 32一0
。

0 9 555 0
。

0 5 000 0
。

0 1777 0
。

3舟舟

PPPbbb 999 9
。

3一 2 7
。

555 1 8
。

888 6
。

1444 0
。

3 333

AAA 吕吕 999 5
。

6一 12
。

888 8
。

7 333 2
。

5 333 0
.

2 999

SSS eee 999 0
。

2 0一0
。

4 888 0
。

3 1 333 0
。

1 000 0
。

3 222

CCC ttt 999 2 9
。

7 一9 8
。

777 6 1
。

222 1 8
。

777 0
。

3 111

MMM nnn 999 2 1 8一5 2 333 36 999 9 6
。

777 0
。

2 444

CCC ooo 999 7
。

8一2 0
。

999 1 3
。

999 3
。

8 222 0
.

2 777

NNN iii 999 3 5
。

6一5 5
。

555 4 5
。

444 6
。

7 888 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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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土壤中若干元素的自然背景值 3 2 5

附表 3 北京石灰性揭土元素背景值 (PP m )

元元 素素 剖 面 数数 全 距距 背 景 值值 变异系数数

平平平平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差

CCC UUU 777 1 8
。

4一 3 6
。

888 2 7
。

lll 5
。

8 777 D
。

2 222

BBB eee 777 0
.

咚一 1
.

888 l
。

2呼呼 0
。

4 6 555 0
。

3 777

ZZZ nnn 777 5 0
。

8一6 3
。

555 5 6
。

999 5
。

1 333 0
。

0 999

CCC ddd 777 0
。

0 5 7 一0
。

2 5 000 0
。

15 222 0
。

0 6 777 0
。

4 555

HHH ggg 666 0
。

0 2 1一 0
.

0 6 999 0
。

0 3 555 0
。

0 1 888 0
。

5 111

PPPbbb 666 10
。

8一 4 3
。

333 19
。

222 12
。

lll 0
。

6 333

人人SSS 777 6
。

4一 13
。

lll 8
。

8 444 2
。

2 999 0
。

2 555

SSS eee 777 0
。

0 5 一0
。

3 777 0
。

2 5 111 0
。

1 0 999 0
。

斗333

CCC rrr 777 4 峪
。

6一 6 3
。

777 54
。

222 6
。

2 222 0
。

1111

MMM nnn 777 3 5 2一 6 2 222 斗2 888 5 7
。

666 0
。

1333

CCC ooo 777 7
。

4 一 18
。

000 12
。

222 3
。

3 777 0
。

2 888

NNN iii 777 3 5
。

1一5 5
。

666 4 4
。

444 8
。

3 888 0
。

1999

附表 4 南京地区土维中元紊背景位 (PP m )

元元 素素
...

全 距距 背 景 值值 变异系数数

剖剖剖 面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平平平平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差

CCC uuu 2 555 10
。

3一 5 2
。

666 3 2
。

222 1 3
。

000 0
。

4 000

BBBeee 2222 1
。

2一3
。

lll 2
。

000 0
。

6 222 0
。

3 111

ZZZ nnn 2 222 2 3一 12 999 7 6
。

888 2 9
。

555 0
。

3 888

CCC ddd 2 555 0
。

0 3一0
。

7 555 0
。

1 999 0
。

1777 0
。

8 999

HHH ggg 2 333 0
.

0 2 4土 0
.

斗888 0
。

1 222 0
。

1 111 0
。

9222

SSSCCC l 888 3
。

斗2一 19
。

lll 1 2
。

333 3
。

4 666 0
。

2 888

巨巨巨 l888 2 2
。

6一 5 9
.

444 4 7
。

111 9
。

7 666 0
。

2 111

FFFbbb 2咤咤 7
。

0 0一 9 1
。

555 2咚
。

888 16
。

333 0
。

6666

AAA SSS 2 444 3
。

2 7一 3 5
。

999 ] 0
。

666 6
。

0 888 0
。

5 777

SSS eee 2 222 0
。

10一 0
。

3 000 0
。

1 888 0
。

0 5 666 0
。

3 111

CCC rrr 2 555 17一 1 1222 5 999 2 000 0
。

3呼呼

MMM ooo l 888 l
。

3一斗
。

666 2
。

666 0
。

8 444 0
。

3222

MMM nnn 2222 8 7一 1 3 9 111 5 1 111 2 2666 0
。

4 444

CCC ooo 2 555 2
。

2一斗444 l呼呼 7
。

999 0
。

5 666

NNN iii 2 555 7
。

5 0一 8 7
。

555 3 5
。

000 17
。

888 0
。

5 111

同属黄棕壤
,

由基性的玄武岩发育的土壤多数被测元素的含量比由酸性的花岗岩发育的

土壤高得多
,

特别是过渡金属元素铬
、

锰
、

钻
、

镍
、

铜差别特别悬殊
。

同属灰潮土
,

质地细的

土壤中多数被测元素的含量比质地粗的高得多
。

对于由不同母质发育的黄棕壤
,

元素背景值的序列一般是
:
玄武岩

、

灰岩 > 页岩 >

花岗岩
、

砂岩
。

明显的例外是抗和铡
,

二者在各种母质发育的黄棕壤中含量都比较稳定

(附表 5 )
。

至于北京采样区
,

山地淋溶褐土和石灰性褐土在所测定的十二种元素中
,

其含t 一般

不表现明显差别 (附表 2
,

3 )
。

就元素平均值而言
,

北京土壤的铜
、

被
、

锌
、

锡
、

汞
、

砷
、

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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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裹 s 南京费株该元介胃景位 (PP m )

元元 素素 剖 面 数数 全 距距 背 景 值值 变异系数数

平平平平平 均 值值 标 。 差
}}}}}

CCC uuu 888 1 6
。

0一5 2
。

666 3 1
。

555 1 4
。

222 0
。

4 555

BBBeee 666 l
。

斗一3
。

111 2
。

222 0
。

6 222 0
。

2 888

ZZZ nnn 777 5 2
。

6一1 1呼呼 8 1
。

444 2 4
。

444 0
。

3 000

CCC ddd 888 0
。

0 3一0
。

7 555 0
。

2 666 0
。

2 666 l
。

0 000

HHH ggg 777 O
。

0 4 2一 0
。

3 222 0
。

1222 O
。

0 9999 O
。

8 333

SSS CCC 888 1 0
。

8一 1 4
。

666 12
。

777 l
。

1 999 0
。

0 999

肠肠肠 888 3 0
.

2一5 9
。

呼呼 4 9
。

lll 8
。

7000 0
。

1 888

PPPbbb 777 1 5
。

5一9 1
。

555 3 2
。

lll 2 3
。

888 0
。

7 444

人人sss 777 5
。

52 一35
。

999 12
。

999 10
。

333 q
。

8 000

SSS eee 666 0
。

1 0一0
。

2 555 0
。

1 777 0
.

0 6 111 0
。

3 666

CCC rrr 888 40
。

0一 1 1222 5 6
。

888 2 3
。

777 0
.

4 222

MMM ooo 888 l
。

3一 4
。

666 2
。

999 1
。

222 0
。

斗111

MMM nnn 666 17 0一 13 9 111 7 3 777 4斗999 D
。

6 111

CCC ooo 888 7
。

2一 4 444 l777 1222 0
。

7 444

NNN iii 888 18
.

1 一 8 7
。

555 37
。

777 9
。

5 444 0
。

2 555

附衰 ‘ 南京黄刚土元素背景位 (PP m )

背 景 值

元 素 剖 面 数 全 距 变异系数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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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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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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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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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 4一0
。

0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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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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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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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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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

3 2一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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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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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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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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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均低于南京土壤
,

只有硒和镍比南京土壤高(附表 1 , 4 )
。

土壤中元素的背景值
,

既然受土壤类型及母质类型的制约
,

因此
,

我们认为
:

( l) 在进

行城市土壤背景值调查时
,

样点的选择不必采用均匀布点
,

而应在考虑当地土壤类型的同

时
,

着重考虑母质类型进行布点
,

就足以反映元素的背景值 ; ( 2) 在表示背景值时
,

除了当

地总的土壤背景值外
,

分别表示出各个代表性土类及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的背景值
,

更具

有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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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南京灰湘土元紊背景值 (PP m )

元元 素素 剖 面 数数 全 距距 背 景 值值 变异系数数

平平平平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差

CCC UUU 666 35
。

5一4 8
。

111 4 3
。

999 5
。

3 999 0
。

1 222

BBB eee 444 l
。

4 一2
。

888 2
。

333 0
。

6 555 0
。

2 888

ZZZ nnn 666 7 8
。

0 一12 000 10 222 1 5
。

333 0
。

1 555

CCC ddd 666 0
.

10 一0
。

2 666 0
。

1 999 0
。

0 555 0
。

2 666

HHH ggg 666 0
.

04 4 一0
。

2斗斗 0
。

1 222 0
。

0 7 777 0
.

6 444

SSS CCC 222 1 6
。

9一 2 0
。

666 1 8
。

888 2
。

6 222 0
。

1 444

LLLaaa 222 4 7
。

4 一5 5
。

222 5 1
。

333 5
。

5 222 0
。

1 111

PPP bbb 666 2 2
。

5一3 2
。

333 26
。

444 4
。

7 000 0
。

1 888

人人SSS 666 8
.

呼0一1 4
。

666 1 1
。

呼呼 2
。

1 222 0
。

1 999

SSS eee 555 0
。

1 3一0
。

2 333 0
。

1 888 0
。

0劝劝 0
。

1 111

CCC ttt 666 5 7一8 555 7 000 l000 0
。

1 444

MMM 000 222 2
。

l一2
。

888 2
。

555 0
。

5 000 0
。

2 000

MMM nnn 666 3 1 0一9 1 555 5 7777 2 1 111 0
。

3 777

CCC ooo 666 1 4一 2 000 l777 2
。

222 0
。

1 333

NNN iii 666 3 5
。

4一6 2
。

555 4 8
。

000 1 1
。

222 0
。

2 333

摘 要

用原子吸收
、

中子活化
、 x 射线荧光

、

极谱以及比色等方法
,

测定了北京
、

南京地区几

种主要土壤中铜
、

被
、

锌
、

锡
、

汞
、

杭
、

斓
、

铅
、

砷
、

硒
、

铬
、

铂
、

锰
、

钻和镍等元素的含量
。

得出

了北京
、

南京地区土壤中各该元素的背景值
。

背景值用算术平均值及标准差来表示
。

讨

论了土壤类型和成土母质类型对土壤中元素背景值的影响
,

结论是成土母质类型是影响

这些元素背景值的重要因素
。

作者认为
,

即使在城市附近
,

获得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背景

值仍然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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