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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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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钦州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 Ｈｇ、Ｃｄ、Ｐｂ、Ｃｕ、Ａｓ、Ｃｒ、Ｚｎ监测数据，利用数理统计和ｓｕｒｆｅｒ软件

对这７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进 行 分 析 与 评 价。结 果 显 示，表 层 沉 积 物 中Ｚｎ和Ｃｕ的 含 量 最

大值分别是１８２×１０－６ 和３６．７×１０－６，超过《海洋沉积物质量》（ＧＢ１８６６８－２００２）一类 标 准，其 他 元 素 含 量 的

最大值均符合一类标准；钦州湾内湾沉积物质量较外湾差；重金属浓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为龙门水道，其次是钦

江口和犀牛脚镇沿岸海域。龙门水道大部分重金属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内湾携带大量污染物的较强径流与

外湾海水在此交汇沉降所致，此外，还可能与龙门水道狭窄，地形复杂，岛屿众多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沉积物　重金属　分布特征

中图法分类号：Ｘ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３７８（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２４－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Ｑｉｎ　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Ｃｕ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Ｂ１８６６８－２００２），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ｒ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ｂａｙ　ｗａｓ　ｗｏｒｓ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ｙ．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Ｌｏｎｇｍｅｎ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Ｑ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Ｘｉ　Ｎｉｕｊｉａｏ　ｔｏｗ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钦州湾位于北部湾顶部，广西南部钦州市以南，
东邻钦州市钦州港区，西邻防城港市企沙半岛，北与

钦州市钦南 区 接 壤，地 理 位 置 为２１°３３′Ｎ～２１°５５′
Ｎ，１０８°２８′Ｅ～１０８°４３′Ｅ。该海湾是位于企沙至犀牛

角之间连线以北的开阔水域，其东、西、北三面被陆

地包围，仅南面与北部湾相通，是一个半封闭的天然

海湾。钦州湾由内湾（茅尾海）、龙门水道和外湾（狭
义的钦州湾）构成，其特点是，中间狭窄、两端宽阔。
内湾包括七十二泾、麻兰岛、三娘湾等风景旅游区、
近江牡蛎养殖区、沿岸养殖区和红树林保护区等［１］。
近年来，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的批准实施，龙门水道及外湾沿岸逐步建立

起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

园、防城港市大西南临港工业园及防城港市企沙工

业区等大型工业园区［１］。这些园区的建设势必将加

快钦州湾自然岸线人工化，进一步导致沿海滩涂湿

地生态功能单元面积减少和功能减弱，给近岸海域

的生态保护带来负面影响。本文以沉积物为研究对

象，根据重金属的环境化学行为特点，分别对钦州湾

内湾与外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 属 元 素 Ｈｇ、Ｃｄ、Ｐｂ、

Ｃｕ、Ａｓ、Ｃｒ、Ｚｎ的含量及其空间分布规律 进 行 分 析

和评价。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于２０１２年３月（枯水期）对钦州湾的表层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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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调查，共设置１５个采样点，监测点位分布情

况见图１。用采泥器采集，取上部０～３ｃｍ表层沉积

物，在８０～１００℃烘干，然后将其烘干研磨至全部通

过１６０目，用四分法取１０～２０ｇ制备好的样品装入

样品袋送实验室测定。

图１　钦州湾调查站位

１．２　重金属测定及分析方法

　　测定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 Ｈｇ、Ｃｄ、Ｐｂ、Ｃｕ、Ａｓ、

Ｃｒ、Ｚｎ的含量，并按照国家标准《海洋监测规范》（第

５部分沉积 物 分 析》（ＧＢ１７３７８．５－２００７）［２］中 规 定

的方法进行分析。Ｐｂ、Ｃｕ、Ｚｎ、Ｃｒ的含量用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 光 度 法 测 定；Ｈｇ的 含 量 用 冷 原 子 荧 光

法测定；Ａｓ的 含 量 用 冷 原 子 荧 光 法 测 定；Ｃｄ的 含

量用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采用国家一

级沉积物标准物质进行质量控制，样品测试过程中

采用盲样和实验室内部质控两级质量控制。重金属

分布数据 的 分 析 处 理 采 用Ｓｕｒｆ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８．０美

国Ｇｏｌｄｅ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公司）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重金属的含量特征

　　从表１可以看出，Ｚｎ元 素 的 标 准 差 较 大，达 到

４３．５８×１０－６，然 而 从 变 异 系 数 上 看，Ｚｎ元 素 并 不

是最大的，而Ｐｂ、Ｃｕ和 Ｈｇ的含量相对于平均数的

平均离散程度较大，可能与这三种元素在沉积物中

的整体含量较低有关［３］。通过对钦州湾内湾及外湾

重金属含量的平均值的比较知，Ａｓ和Ｐｂ的内湾平

均值较外湾低，Ｃｕ、Ｃｄ、Ｈｇ、Ｚｎ和Ｃｒ的内湾平均值

均较内湾高。由此可见，整体上钦州湾内湾沉积物

质 量 较 外 湾 差。通 过 与 《海 洋 沉 积 物 质 量》
（ＧＢ１８６６８－２００２）［４］一 类 标 准 比 较，Ｚｎ和Ｃｕ的 最

大值超过一类标准，但达到二类标准，其他元素的最

大值均符合一类标准。

表１　１５个采样点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特征

统计特征
重金属含量（×１０－６）

Ａｓ　 Ｃｕ　 Ｐｂ　 Ｃｄ　 Ｈｇ　 Ｚｎ　 Ｃｒ

最小值 ２．５８　 １　 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３　 ２．９
最大值 １３．３　３６．７　４８．２　０．２２　０．１３３　１８２　 ２１．４
平均值 ８．６　 ７．１　 ９．０　 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４９．１　１０．６
标准差 ２．８０　９．６３　１３．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４３．５８　５．５７

变异系数 ０．３２　１．３５　１．４４　０．９９　１．１５　０．８９　０．５３
内湾平均值 ８．３　 １１．３　 ８．６　 ０．０８　０．０５０　６９．１　１２．３
外湾平均值 ９．０　 ３．５　 ９．４　 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３１．６　 ９．１

２．２　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图２可以看出，Ｃｕ、Ｐｂ、Ａｓ及Ｃｄ空间分布特

征类似，高 值 区 均 分 布 在 龙 门 水 道。Ｈｇ的 高 值 区

主要分布在钦江口和 龙 门 水 道。Ｚｎ的 高 值 区 主 要

分布在大番坡镇沿岸，龙门水道的Ｚｎ含量低于大

图２　７种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

５２２舒俊林等：钦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 　 　　



番坡镇沿岸，但较其他水域较高。Ｃｒ的高值区主要

分布在钦江口、龙门水道及犀牛角镇沿岸。

　　综上可知，钦州湾海洋沉积物重金属浓度较高

的区域主要为龙门水道，其次是钦江口和犀牛脚镇

沿岸海域。龙门水道的大部分重金属含量均较其他

海域高，可能是由于内湾携带大量污染物的较强径

流与外湾海水在此交汇沉降所致。

３　结论

　　利用２０１２年在钦州湾海域获得的沉积物重金

属数据，分析 它 们 的 含 量 和 空 间 分 布 特 征，得 出 结

论：钦州湾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整体上内湾沉积物

质量较外湾差，Ｚｎ和Ｃｕ的含量最大值分 别 是１８２
×１０－６ 和３６．７×１０－６，超 过《海 洋 沉 积 物 质 量》
（ＧＢ１８６６８－２００２）一 类 标 准，其 他 元 素 的 最 大 值 均

符合一类标准。钦州湾海洋沉积物重金属浓度较高

的区域主要为龙门水道，其次是钦江口和犀牛脚镇

沿岸海域。龙门水道大部分重金属含量较高可能是

由于内湾携带大量污染物的较强径流与外湾海水在

此交汇沉降所致，此外，还可能与龙门水道狭窄，地

形复杂，岛屿众多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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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功能型马铃薯在广西问世

新闻时间：２０１３－１１－０７
　　１１月６日，记者从广西农科院了解到，这样的马铃薯已在我区选育成功，有望尽快推广应用。据介绍，
由农科院承担的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日本保健功能型马铃薯种质的引进、创新及应用”，近日

完成了项目验收工作。项目选育出了休眠期长、高产、抗逆性强、耐退化、高花色苷含量新品种“桂彩薯１号”
和早熟、高产、抗逆性强、耐退化、高维生素Ｃ新品种“桂农薯１号”，并研发出新品种保质储存、种薯脱毒快

繁及高产栽培技术，两品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广西无自主选育马铃薯品种的空白。

　　我国的马铃薯栽培面积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保健功能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研究起步较晚，没有形成规

模生产，目前这类产品的售价非常高，是普通马铃薯的３～５倍。２００５年起，广西农科院和广西大学的科研

人员联合日本北海道大学展开了保健功能型马铃薯项目的研究工作。科研人员经过努力，选育出马铃薯新

品种“桂农薯１号”，亩产达２２８８．７ｋｇ；选育的马铃薯新品种“桂彩薯１号”，亩产达１５２９．４ｋｇ；同时还选育出

高维生素Ｃ新品系５个，高花色苷新品系８个，其中有３个为高维生素Ｃ和高花色苷新品系。目前，“桂彩

薯１号”和“桂农薯１号”已在广西各地推广种植。
摘自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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