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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 区沙柳河谷典型植物重金属含量特征

祝存冠 , , 李天才‘ 陈桂深‘ 周 国英‘

中科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
,

青海 西宁

李锦萍’,

以刃

中科院研究生院
,

北京

摘 要 对青海湖地区沙柳河下游地区 种典型植物
,

采用 进行 了
、 、

巧
、 、 、

、 、

阮 等 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分析
。

结果表明
,

元素 的平均含量最商
,

但含量范围变化

不大
,

而 肠 和 的含量在不同植物中含量相差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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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景观特征一直以来令世人瞩目
。

区内

的植物种类贫乏
,

植被类型特殊
。

环青海湖区也是青藏高原优良的牧场之一
,

重金属元素作为植

物中的非必需元素
,

不能被土壤微生物消化
,

却可 以通过食物链营养富集影响当地畜牧业的发

展
,

同时
,

从毒化效应看
,

土壤中重金属过多会破坏土壤环境
,

造成植物和人畜受害
。

而且
,

重

金属元素还可以影响植物的正常发育〔’ 。

重金属有很高的植物毒性
,

受重金属污染地区的 自然植

被中
,

由于 自然选择的作用
,

往往包含着大量的重金属耐性植物
、

重金属富集植物和指示植物
,

这些植物在进化
、

遗传
、

生理
、

生化
、

生物地球化学中领域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

材料及方法

实验地概况

实验地位于青海湖地区主要河流之一的沙柳河下游
,

行政区划属刚察县
,

地理范围 东经
’ ,, 一 ‘ ” ,

北纬 加
,

’’一 的
‘ , ,

海拔 一 。

年平均气温
一

一 ℃
,

气温 日较差 一 ℃
,

相对极端最低温度 一 ℃
,

极端高温 ℃
。

年平

均降水量 一 ,

且多集中在 一 月
。

年蒸发量 一 。

实验地植被以

具鳞水柏枝 场硫
“
血 构妞刀姗。 灌丛及金露梅 佃乞距川远 娜 组成

,

灌丛层下草本层种类稀

少
,

植被主要呈斑块状分布在河漫滩及河心洲上
,

受河水的季节性变化影响
,

在洪水期河水上涨

淹没河漫滩和河心洲
,

形成一定的淤积
,

地表常有裸露地面
,

土壤养分比较瘩薄
。

总体看来
,

群

落分布不连续
,

呈块状分布
。

土壤类型为风沙土
、

黑钙土和盐溃土等
。

材料来源

在刚察县东边三角城羊场附近的沙柳河谷选择性地布置样方
,

采用全株混合采样法采集群落

的优势种和建群种植物共 种
,

将植物样品置于干燥通风处 自然风干
,

并分别用 自来水
、

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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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水冲洗
,

去除泥沙
、

粉尘等杂质
,

置室 内自然阴干
,

在 印 ℃下烘干后用玛瑙粉碎机粉碎
,

装

袋
,

置干燥器中
,

备用图
。

样品及数据处理

准确称取已经备用样品 《叉〕 于瓷柑祸 中
,

放人马弗炉内
,

从低温升至 ℃
,

灰化 一

,

冷却后
,

加人 几
,

在低温电热板上加热溶解灰分
,

移人 容量瓶
,

用去离子

水定容
,

摇匀
。

用 一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种植物的
、 、 、

元素的含

量 用 一 型流动注射氢化物发生器测定 垅
、 、 、 、

元素的含量
,

均采用标

准曲线法
,

样品回收率为 一 。

用数理统计软件 粥 版 进行数理统计处理
。

结果与讨论

元素含 水平

本区域中 种河谷优势植物 种重金属元素 由于 含量极少
,

在检出限以下
,

在以后的

分析中不予讨论 的含量统计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

各元素间含量平均值的差异很大
,

最大的

是
,

达到 拼酬
,

远远超过 了其它元素的平均含量
,

各测试元素含量 由大至小顺序为
, , , , , , , ,

其中
、 、 。 含量均大于 拌 。

元素 。 和 在测试植

物中的含量范围变化很大
,

极差倍分别达到了 和
,

在不同植物中的含量差异较大
,

说明不同植物对这两种元素的吸收积累有着较大的差异
。

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 和标准差 分别表示元素含量的相对离散程度和离散程度
,

标准

差越大
,

元素的离散程度越大 元素的变异系数 愈大
,

相对离散程度愈大
。

元素 。 , ,

, , ,

的 分 别 为 印
、 、 、 、 、 ,

都 小 于
,

这说明植物对这些元素吸收积累的变异性小
。

其中
、

的 是
、 ,

都

小于
,

植物对这两元素的积累较为均一
。

单位 川岁

元 素
公 匕

种 数
月犯明

’

平均值

表 种植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 统计
七

解 叮 服 公

最小值
比”

最大值 标准偏差
平均偏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笼伍

柳

四 巧 卯

的

印

‘、︸,
诊

⋯⋯
月工内、︶

既

︸﹄

肠

阮 田 伪

注 变异系数 二 ‘ ‘ 为标准差 为平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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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中各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植物对重金属元素的积累特征
,

取决于 各种植物 自身遗传学和生物学特征
,

同时还受土壤

中重金属存在形态和各种元素比例的影响
,

而不同的重金属元素含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
,

可 以用相关系数 来确定
。

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

表 沙柳河河谷典型植物孟金属元素间的相关关系

乳阎 坦州 讹 石二 翻田。昭 毗 认 即

元 素
伟

铭
一 的
一 田

一

一 佣

一 一 一 份

矛曰、曰丹」呢叮

一

斜 二
份

月闷

怪

位
一

一 以

几反

注 , 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水平上极显著相关
。

从表 可见
,

元素 与
、

之间以及 与 之间都表现出了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与
、

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

提示它们之间有很好的相互促进作用
,

在植物中有一定的

共生和组合作用〔 。

而含量较小的元素 与
、 、 、 、 、

之间相关关系没有达到显

著水平 元素 与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提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互拮抗作用
。

植物对于
、

的吸收比较独立
,

跟其他的元素没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
。

结 论

本文通过对青海湖区沙柳河下游地 区的 种典型植物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进行研究发现
,

所检测的重金属元素在植物中的含量都相对比较小
,

植物对这些元素吸收积累的变异性也较小
,

植物对重金属元素积累较为均一
。

但是
,

不同植物之间对个别重金属元素的吸收积累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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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与长寿

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

中国就有好几个长寿老人聚集区域
,

包括广西 巴马瑶族 自治县
,

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地
,

这些地区百岁老人比率比一般地区要高得多
,

科学家们对这些地区的土壤
、

饮用水以及

食品中的微量元素含量进行了分析并与普通地区进行比较
,

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
,

微量元素与长

寿有着密切的关系
。

研究表明
,

长寿地区的普遍特点是污染很少
,

他们一般饮用未加处理的地表水或地下水
,

如井水
、

泉水
、

溪河水等
,

水中有害的微量元素如铅
、

汞
、

砷
、

锅等含量极低或未检出
,

而水 中锌
、

锰
、

镁
、

银
、

氟等必需微量元素含量却比非长寿地区要明显偏高
。

长寿地区主食的大米和小麦 以富硒和富铁为特征
,

该

地区的黄豆 中钻和硒的含量也比一般地区要高
。

锰含量分析也显示 出类似的规律
,

说明硒
、

锰
、

铁
、

钻在抗衰

老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

对长寿老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

百 岁老人头发中锰的含量高于一般健康老人 倍
,

血硒

则高出 倍
,

铁和硒的含量也较高
。

锌
、

锰
、

硒
、

铁等微量元素对维持生物免疫功能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

锌含

量多少可影响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
、

免疫器官的发育和功能维持 而足量的锰营养素为正常抗体产生的必要条

件 硒则通过抑制 自由基反应影响交联过程
,

从而发挥延缓衰老作用 铁与蛋白质形成的血红蛋 白
、

肌红蛋 白

参与氧的携带和运输
,

是供氧系统和免疫系统不可缺少的
。

长寿地 区的老人高血压
、

冠心病的发病率很低
,

循

环系统疾病和肿瘤发病率也明显低于一般地区
,

说明长寿老人的免疫功能比较强
,

这与长寿地区饮食营养以及

微量元素特点是分不开的
。

李小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