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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岩溶带土壤中多环芳烃分布特征及来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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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GC—MS)对表层岩溶泉域土壤中的16种优

控的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含量进行了分析，并对

其组成、污染水平和来源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6种优控PAHs在表层岩溶泉

域土壤中的检出率为100％，其含量介于439．19～3 329．72 ng／g之间，平均值为

1 392．44 ng／g，7种致癌性PAHs占总量的26％。PAHs的组成特征受地形的控

制，随着海拔升高，低环PAHs所占比例升高，高环PAHs比例降低。同分异构体

比值分析表明，研究区土壤中的PAHs主要来自于煤、生物质和石油的燃烧排放。

研究区土壤中16种PAHs的TEQ””值介于18．65～501．13 ng／g，平均值为

140．57 ng／g。7种致癌性PAHs占总TEQ⋯‘的比例达到96．8％。研究区表土

中，后沟泉域的污染程度最大，次之是兰花沟泉域和柏树湾泉域，水房泉泉域的污

染程度最小，但由于柏树湾泉域松针落叶中BaP、PAHs含量较高，松针落叶中

PAHs含量分别高达36．36 ng／g和2 370．1 ng／g，土壤生态风险评价中应考虑松

针落叶层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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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芳烃是由2个或2个以上苯环以稠环或非

稠环形式连接在一起的有机化合物，通常具有强烈的

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属一类在环境中广泛分布的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美国环保署已将16种PAHs

列入优先控制的有毒有机污染物黑名单中。环境中

PAHs的来源包括天然源和人为源一]，且以人为源为

主，天然源主要是森林植被和灌木丛的天然火灾、火

山喷发和有机质成岩作用以及一些高等植物和微生

物的合成等，人为源主要是生物和化石燃料的不完全

燃烧，机动车尾气的排放以及石油开发、运输和石油

化工过程的泄漏与排放。土壤是一非常重要的环境

介质，是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PAHs在陆地环境

的主要贮存库，也是这些化合物迁移、转化的中转站。

由于土壤中的PAHs很容易通过食物、呼吸或皮肤

接触而进人人体，因此受PAHs污染的土壤能直接

影响到人类的健康[2。。

由于生物和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正面临着非常

严重的PAHs污染，全国PAHs的释放量占到世界

总释放量的20％L3]，PAHs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

很大关注。目前，我国已对东北[4]、京津地区跚、长三

角地区L6 J、珠三角地区[71的PAHs污染问题进行了

大量研究，而对西南岩溶地区的研究却较少旷9。。岩

溶地区具有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征，主要表现为岩溶土

层较薄，厚度不均一，且覆盖不连续口”11]，降低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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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对污染物的缓冲、净化作用。另外，由于岩溶区“二

元”结构的存在，含水层渗透性强，使得雨水、地表水

与地下水转换迅速，致使土壤中的PAHs极易进入

地下水中，直接威胁到岩溶区饮用水安全。因此，本

文以重庆市南川区典型表层岩溶泉域为例，研究表层

岩溶带土壤中PAHs的分布和来源，并对其污染水

平进行评估。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选取重庆市南川区的柏树湾泉、兰花沟泉、后沟

泉和水房泉4个典型表层岩溶泉域为研究对象(图

1)。该区地处大娄山脉西北侧，地理位置为28。46’～

29。30 7N和106。54’～107。27’E，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年均温度16℃，年降雨量1 185 mm。其中，后沟

泉海拔约563 m，泉域内农业活动强烈，主要农作物

为红薯和玉米；柏树湾泉海拔约783 m，泉域内植被

主要是马尾松树林；兰花沟泉海拔约736 m，泉域内

分布有稀疏的马尾松林以及种植红薯、玉米、水稻和

蔬菜等农作物的农田；水房泉位于金佛山国家自然保

护区内，海拔约2 090 m，属亚高山草甸。

各采样点的环境特点见表1。

1．2样品采集与保存

于2009年9月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4个泉

域内共采集9个表层土壤样品。采样时，在直径20

m的范围内，用洁净的不锈钢铲采集4～5个0～10

cm层土壤，混匀后采用四分法取1 kg土样，样品置

于洁净的聚乙烯封口袋内。另外在柏树湾泉域内还

采集了松针落叶和一年生松针，在直径50 m的范围

内，采集10个松针落叶样品，用铝箔包裹，置于封口

袋中；一年生松针样品采自5棵以上松树，且高于地

面2～3 m的松针，用铝箔包裹，置于封口袋中。所

有样品都贮存在--26℃冰箱内直至分析。

图1研究区及取样位置图

表1 采样点主要环境条件

Tab．1 Mai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sampl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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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试剂与材料

样品分析所用的正己烷、二氯甲烷试剂均为农残

级，购自美国Fisher公司。无水硫酸钠(分析纯)于

550℃马弗炉中灼烧8 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备用；硅

胶和氧化铝经二氯甲烷抽提72 h后，硅胶于180℃、

氧化铝于250℃分别活化24 h，待冷却至60℃时再

加入其质量3％的超纯水降活，平衡后，加入正己烷

储于干燥器中备用；滤纸和脱脂棉经二氯甲烷抽提

72 h后风干，密封干燥备用。

16种多环芳烃混标分别为：萘(Nap)、苊(Acy)、

二氢苊(Ace)、芴(Flu)、菲(Phe)、蒽(Ant)、荧蒽

(Fla)、芘(Pyr)、屈(Chry)、苯并[a]蒽(BaA)、苯并

[b]荧蒽(BbF)、苯并[k]荧蒽(BkF)、苯并[a]芘

(BaP)、茚并[1，2，3一cd]芘(InP)、二苯并[a，h]蒽

(DaA)、苯并[g，h，i]芄(BgP)，购自德国Dr．Ehren—

storfer公司；5种回收率指示物分别为：氘代萘(Nap—

D8)、氘代二氢苊(Ace—D。。)、氘代菲(Phe—D。。)、氘代

屈(Chr—D。：)、氘代菲(Per—D。：)，内标物六甲基苯

(HMB)，购自美国Supelco公司。

1．4样品处理与分析

土样风干后，磨碎过60目筛。准确称取10 g已

研磨土壤样品，加10 g焙烧过的无水硫酸钠，混匀后

用滤纸包样，活化铜片脱硫，用二氯甲烷连续提取24

h。松针和松针落叶用洁静的剪刀剪成0．5 cm的小

段，同样用滤纸包样，活化铜片脱硫，用二氯甲烷和丙

酮1：1(v／v)混合物连续提取48 h。提取液在旋转

蒸发仪上浓缩至约2 mL，加5 mL的正己烷置换溶

剂，然后转入硅胶／氧化铝层析柱分离净化。净化后

的液体用柔和的高纯氮气吹至0．2 mL，加入4肚L内

标物放人冰箱中待测。

PAHs检浸0采用GC-MS分析(Agilent，7890A／

5975C)，色谱柱为HP一5MS毛细管柱(30．0 m×

0．32 mm×0．25且m)。载气为高纯氦气，流速为

1 mL／min，进样口温度280℃，升温程序为初始温度

50℃，保持1 min后以20℃／rain升温至200 oC，然

后再以10℃／rain的速度升温至290℃，保持

15 min。测试采用无分流进样，进样量1“L。EI电

离源70 eV，离子源温度300℃，同时采集全扫描数

据和选择离子扫描数据，以全扫描数据定性，选择离

子扫描数据定量。使用内标法和多点校正曲线对多

环芳烃进行定量分析。

1．5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每分析10个样品同时做空白样品、加标样品、加

标平行样品和样品平行样。每个样品在抽提前加入

回收率指示物，用于检测实验过程中的损失情况，空

白样用于确认实验结果的再现性。该方法除Nap回

收率较低外，平均值为62％，其他PAHs的回收率

介于76％～115％之间。以10 g土壤样品计算的方

法检出下限范围为0．5～2．1 ng／g。

2结果与讨论

2．1 研究区土壤中PAHs的含量与分布

由表2可知，研究区表土和柏树湾泉域松针落叶

中16种USEPA优控多环芳烃的检出率均为100

％，柏树湾泉域一年生松针中除了BaA含量低于检

测限外，其余全部检出。PAHs高的检出率表明研究

区土壤中的PAHs污染是普遍存在的。研究区土壤

中的PAHs浓度范围为439．19～3 329．72 ng／g，平

均值为1 392．44 ng／g。后沟泉泉域土壤中PAHs含

量最大，其次是水房泉，然后是兰花沟，柏树湾泉域表

土中含量最低。

表2土壤和松针中PAHs组分浓度和毒性当量浓度(单位：ng／g)

Tab．2 Concentrations，toxic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of PAHs components in soils and pine needles(Unit：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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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采样点

化合物——iG————7SF—2———iR————L—H———BS—W万——B—SW—2———H—G—2————H—G_———SF—1———S—Z——_SL 1EP

I， I。 1 1

BaA* 10．07 3．27 7．52 10．22 3．39 4，49 102．34 82．26 5．70 N．D 39．83 0．100

Chry’

BbF+

BkF’

BaP’

InP”

DaA“

BgP

61．70

53．00

5．70

4．58

133．66

lOO．23

167．90

11．88

18．08

3．41

7．80

19．75

4．82

1 6．46

40．47 94．07 18．18 32．71 680．60 376．03 28．95 12．50 270．23 0．010

42．64 100．79 20．81 34．58 411．11 239．50 28．43 62．93 217．96 0．100

4．75

5．9l

9．57

9．03

3．83

2．95

5．81

3．67

36．54

60．79

25．90

43．52

4．21 22．58 38．08 0。100

6．61 17．9l 36．36 1．000

47．53 43．68 32．50 54．10 168．32 249．38 1 6．12 18．81 120．65 0．100

28．44 31．33 16．48 22．61 357．21 315．16 8．21 i3．48 52．72 1．000

52．63 64．72 29．30 56．57 320．81 394．25 11．45 17．37 134．35 0．010

∑PAHs 1 1 51．18 1 336．39 848．18 788．43 439．1 9 782．56 3 329．72 3 005．48 1 007．34 860．33 2 379．10

∑PAHscarc 368．94

127．99

125．68

69．02

18．66

45．00

177．26 298．69 98．13 i57．97 1 8i6．89 1 325．74 98．24 i48．23 775．83

46．16 58．82 26．29 37．49 501．13 426．92 21．63 42．92 136．33

57．72 421．54 25．67 36．50 496．63 20．56 17．20 41．96 133．43

Total index 4．63 5．61 4．87 4．36 5．46 4．97 3．98 4．j0 5．92 4．5 6 5．04

注：a毒性当量因子，引自文献(Tsai et a1．2004)；*致癌性PAHs；N．D：低于检测限。

本研究所采集的一年生松针中的PAHs含量为

860．33 ng／g(干重)，而松针落叶中PAHs含量高达

2 370．1 ng／g，这一浓度远高于柏树湾表土中的

PAHs含量，这可能是由于柏树湾泉域内表土上覆有

较厚的松针落叶层，阻碍了大气中的PAHs直接沉

降到表土上。

7种致癌性PAHs的含量在69．02～1 816．89

ng／g之间，平均值为418．17 ng／g。最大值出现在后

沟泉泉域表土中，同样其含量远大于其他3个泉域，

占16种PAHs总量的54．6％，次之为兰花沟泉域，

占PAHs总量的30．3％，再次是柏树湾泉域，占

PAHs总量的22．3％，水房泉泉域表土中含量最小，

只占PAHs总量的7．4％，这一现象和PAHs总量

的分布格局不一致。已有研究表明，松针能够富集大

气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m1⋯，而富集了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松针落叶腐烂后，会重新释放出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成为松树林地表层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主要来源‘¨_1 5|。考虑到柏树湾泉域内松针落叶

的16种PAHs和7种致癌性PAHs含量较高，因此

柏树湾泉域表土中的PAHs浓度均有潜在增加的趋

势。

低分子量的Nap、Acy、Ace和Flu在环境中一般

较易于降解和挥发，但在研究区土壤中，其平均相对

含量却达到39％，这可能是由于附近燃烧等人为活

动不断排放出PAHs，使得土壤中低分子量PAHs的

挥发量和降解量小于大气沉降量所致。

2．2研究区土壤中PAHs的组成特征

根据PAHs分子的环数，可以将16种PAHs分

为2+3环PAHs、4环PAHs和5+6环PAHs 3组。

图2为各采样点PAHs的组成特征三角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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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rings

LG

SFl

LR

LH

BSWl

HGl

SF2

LHGa

HG2

BS、Ⅳ2

2 090m

00

图2土壤中PAHs的组成

(LHGa为兰花沟泉泉域各点的平均值)

Fig．2 Percentage composition of PAHs in soils

(LHGa be the average value of all the samples

from the Lanhuagou spring basin)

由图2可知，研究区表土中2+3环PAHs

占总量的30．4％～91．5％，平均值为62．8％，4环

PAHs占总量的3．2％～28．9％，平均值为12．6

％，5+6环PAHs占总量的5．3％～40．7％，平均

值为24．6％。各采样点PAHs的组成特征差别很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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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房泉泉域表土中2+3环PAHs占总量的比例

最高，均值达88。2％，后沟泉泉域表土中2+3环

PAHs的比例最低，均值为33．07％。4环PAHs以

及5+6环PAHs占总量的比例最大值均出现在后

沟泉泉域表土中，柏树湾泉泉域和兰花沟泉泉域中4

环PAHs以及5+6环PAHs占总量的比例相近，水

房泉泉域表土中所占比例最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可能与采样点的地理位置特征有关，由表1可知，

后沟泉泉域采样点海拔最低，柏树湾泉泉域和兰花沟

泉泉域采样点海拔接近，水房泉泉域采样点海拔最

高，年平均温度最低。已有研究表明，半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的分布特征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

以及这些地区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一1n。排放到大气中

的多环芳烃，低环PAHS由于具有高挥发性，通常以

气态存在，易于扩散，迁移距离更远，且趋向于向更高

的海拔富集，温度降低后，迅速冷凝或被具有高度吸

附性能的细小尘埃所吸附，然后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

壤中；而高分子量的多环芳烃，如4环、5环、6环

PAHs，更倾向于吸附在大气颗粒物上进行迁移，在

到达更高海拔地区之前会优先沉积_l 7叫⋯，这是海拔

较高的水房泉泉域表土相对富集低环PAHs的主要

原因。水房泉表土中PAHs的组成特征与青藏高原

冰川雪冰的类似[2⋯，以低环PAHs为主⋯图2清楚

地显示出，从海拔较高的水房泉泉域到海拔较低的后

沟泉，表土中的低环(2+3环)PAHS所占比例逐渐

减小，高环(4环和5-+-6环)PAHs所占总量的比例

逐渐升高，海拔接近的兰花沟泉泉域和柏树湾泉泉域

土壤PAHs组成相似。在本研究中海拔高度的差异

导致了轻重PAHs组分在传输过程中分馏，这一结

果与Liu等人。21一对南岭苔藓中PAHs的研究结果相

似。

2．3研究区土壤中PAHS来源解析

土壤中典型的内源性PAHs浓度在1～10 ng／g

之间，主要来自于植物的分解和自然火灾[2 21，由表2

可知，研究区土壤中的PAHS含量都远大于内源性

PAHS浓度，表明本研究区土壤中的PAHs主要来

自于人为源。

由上面的研究可知，PAHs在本研究区迁移、传

输过程中存在分馏作用，因此已不能用三角图来判别

PAHs的来源。由于非取代的PAHs的同分异构体

具有相似的分子结果和理化性质，使其在环境中表现

出相似的环境行为，如气／固分配等，也即PAHs的

同分异构体在传输过程中不会发生分馏作用，可用来

指示源的信息[_19．21j，因此PAHs的同分异构体比值

法能用于本研究区中PAHs来源识别。根据Yunk—

er等心3一归纳的结果，Ant／(Ant+Phe)比值小于1，指

示PAHs来自于石油源，大于0．1指示PAHs来自

于燃烧源；Fla／(Fla+Pyr)比值小于0．40，表明

PAHs主要来自石油源，大于0．50表明PAHs主要

是煤和生物质的燃烧源，介于0．40～0．50之间则是

石油燃烧源；当BaA／(BaA+Chry)比值小于0．20为

石油源，大于0．35为燃烧源，而介于0．20～0．35之

间则为混合源；InP／(InP+BaP)比值小于0．20为石

油源，大于0．50为煤和生物质燃烧源，介于0．20～

0．50之问为石油燃烧源。此外，PAHs环数的相对

丰度可以反映污染来源是燃烧源或石油源，环境中的

PAHs来源大致分为燃烧源和石油源，4环及以上的

高环PAHs(HMW)丰要来源于煤等化石燃料的高

温燃烧(燃烧源)，低分子量2环和3环的低环PAHs

(LMW)主要来源于有机物的低温转化和石油产品的

泄露(石油源)01。Soclo等一21一指出，当LMw／

HMW<1时，表明多环芳烃主要源于燃烧源，而当

I．MW／HMW>1时，则表明多环芳烃主要源于石油

类污染。

为了调查4个泉域中PAHs的来源特征，利用

LMW／HMW、Ant／(Ant+Phe)、BaA／(BaA+

Chry)、InP／(InP+BaP)分别对Fla／(Fla+Pyr)作图

(图3)。

由图3可知，所有采样点土壤以及松针和松针落

叶中Fla／(Fla+Pyr)比值均大于0．5，表明上述4个

泉域表土中PAHs主要来自于煤和生物质的高温燃

烧。后沟泉泉域表土的LMw／HMW比值均小于1，

指示后沟泉泉域表土中的PAHs主要来自于燃烧

源。兰花沟泉泉域的I。G和I，H点以及柏树湾松针

中的I，MW／HMW比值均接近于1，兰花沟I。R点、

柏树湾泉泉域表土、水房泉泉域表土以及柏树湾松针

中的LMW／HMW均大于1，但是由于研究区内

PAHs在迁移过程中存在分馏作用，而且由于松针表

面具有蜡质层，易于富集低环PAHs，因此该比值只

能准确指示海拔较低的后沟泉泉域土壤中的PAHS

来源，而不能准确的指示兰花沟泉泉域、柏树湾泉泉

域以及水房泉泉域表土中PAHs的来源特征。研究

区表土中的Ant／(Ant+Phe)比值均小于0．1，BaA／

(BaA+Chry)的比值除了水房泉SA点大于0．2外，

其余各采样点比值均小于0．2，研究区表土中的

PAHs有可能来自石油泄漏带来的污染。后沟泉泉

域和兰花沟泉泉域表土中的InP／(InP+BaP)比值均

介于0．2～o．5之间，表明这两个区域有石油燃烧产

生的PAHs，这与该区域交通相对发达，人口密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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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

Fla／(1协'+Fla)

石油

RaJ(P,p'+na)

图3 土壤和松针中PAHs的LMW／HMW比值和异构体比值

Fig．3 LMW／HMW ratios and isomeric ratios of PAHs in soils and pine needles

对较大有关；水房泉和柏树湾泉泉域表土中InP／

(InP+BaP)比值均大于0．5，指示该区PAHs主要来

自煤和生物质的燃烧。

在利用PAHs同分异构体比值判断PAHs来源

时需注意到，一些多环芳烃在大气化学过程中的反应

速度要比其他的PAHs要快，这就导致大气中PAHs

的比值和释放源发生了偏离。已有研究表明，BaP、

BaA、Ant在大气中的光降解要比其异构体以及其他

母体PAHs快得多，与此相对应地是Flu与Pyr以及

InP与BgP在大气中的光降解速率相近，因此它们的

原始组成信息在大气传输过程中可以很好的保存下

来E2“。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Ant相对于Phe，

BaA相对于Chry更易于光解，导致Ant／(Ant+

Phe)和BaA／(BaA+Chry)比值降低，因此Ant／

(Ant+Phe)小于0．1，BaA／(BaA+Chry)小于0．2，

指示的更可能是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0rec—

chioE2明根据上面4个指数有时不一致的情况，提出用

总指数(Total index)来指示PAHs的来源，总指数

指的是用异构体比值和区分石油源和燃烧源的限值

进行归一化后的比值的加和，其计算公式为：Total

index=FFla／(F1a+Pyr)]／O．4+rAnt／(Ant+

Phe)]／o．1+EBaA／(BaA+Chry)]／o．2+[InP／

(InP+BgP)2／0．2。根据总指数的计算公式可知，

总指数大于4，表示PAHs来自于燃烧源。由表2可

知，后沟泉泉域总指数均值为4．24，兰花沟泉泉域总

指数均值为4．62，柏树湾泉泉域总指数均值为5．22，

水房泉泉域总指数均值为5．76，均大于4，表明研究

区土壤中的PAHs主要来自于燃烧源。综上可知，4

个泉域中的PAHs主要来自煤、生物质和石油的燃

烧排放，这也与当地的能源结构相符合。

2．4研究区土壤中PAHs的污染水平与生态风险

评价

2．4．1 PAHS污染水平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订有关PAHs的农业土壤

质量标准，Maliszewska—Kordybach：263曾针对16种

优控PAHs制定了土壤有机污染的标准：小于200

≥羔善≥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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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g为无污染土壤，200～600 ng／g为轻污染土壤，

600～1 000 ng／g为污染土壤，大于1 000为重污染

土壤。根据这一标准，后沟表层泉土壤、水房泉土壤、

兰花沟旱地属于重度污染土壤，兰花沟水田和兰花沟

马尾松林地属于污染土壤，而柏树湾表层泉土壤属于

轻度污染土壤，但是考虑到其上覆的松针落叶中

PAHs含量高达2 370．1 ng／g这一实际情况，柏树湾

表层泉土壤的污染程度有潜在增加的趋势。结合表

2和表3可知，本研究土壤中16种PAHs含量和广

州蔬菜的相当。7一，高于广东顺德耕地心⋯、长江三角洲

耕地和草地㈨、新奥尔良乡村瑚!以及韩国‘293和波兰

的耕地m]，而远低于北京瑚1和上海城市用地脚j中的

PAHs含量，表明本研究区土壤存在较严重的PAHS

污染。

致癌能力最强的BaP在研究区土壤中均有检

出，其浓度范围是2．95～60．79 ng／g，平均值为

13．95 ng／g，最大值出现在后沟表层泉泉域内，水房

泉泉域和兰花沟泉泉域含量相当，柏树湾泉泉域表土

中含量最低，但是柏树湾泉泉域松针落叶中BaP浓

度为36．36 ng／g，含量较高，考虑到这一因素，柏树

湾泉泉域表土中BaP有潜在增加的危险。荷兰的土

壤保护条例对土壤中的BaP的含量有一定的要求，

将其修复目标值设定为20 ng／g。3⋯，根据这一标准，

只有后沟泉泉域表土中的BaP超过该标准，表明后

沟泉泉域土壤存在有生态风险。本研究区表土中

BaP平均含量和深圳表层土中BaP含量(13．0 ng／g)

相近13⋯，高于北京和天津表土中BaP含量(6．4 ng／

g)‘⋯，低于长三角土壤中BaP含量(36．2 ng／g)[6。。

2．4．2 PAHS的生态风险评价

当前，国内外学者常用基于BaP的毒性当量浓

度进行PAHs的风险评价』’拍J，毒性当量浓度

(TEQ“”)计算公式如下：
I。。一

TEQ“”一22C。×了EF；”。
f

式中：C。是PAHs中第i组分的实测浓度值，TEF7”

是第i组分的毒性当量因子。

由表2可知，本研究中16种PAHs的毒性当量

浓度范围是18．66～501．13 ng／g，平均值为140．57

ng／g，最大值出现在后沟泉泉域表土中，接下来依次

是兰花沟泉泉域、柏树湾泉泉域，水房泉泉域的毒性

当量浓度最低。7种致癌性PAHs的TEQ⋯。范围

是：17．20～496．63 ng／g，平均值为138．50 ng／g，占

16种PAHs的TEQ。”总量的96．8％，是总TEQ。”

的主要贡献者，与16种PAHs的TEQ。”变化趋势一

致。在本研究区表土中，DaA、BaP和BbF对总

TEQ“”的贡献最大，分别占总丁EQ。”的55．86％、

18．21％和9．92％。

表3 不同国家或地区土壤中PAHs的比较

Tab．3 Comparisons of PAHs concentrations in soil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注：表中含量一栏中括弧数据为均值。

综上可知，在Maliszewska—Kordybach的土壤

PAHs污染分类标准中，水房泉泉域表土应属重度污

染土壤，但水房泉泉域表土中7种致癌性PAHs总

量、16种PAHs的TEQ“。以及7种致癌性PAHs的

TEQ⋯。在研究区表土中均是最低的，也即水房泉表

土在研究区表土中生态风险最小。而后沟泉泉域表

土在Maliszewska—Kordybach的土壤PAHs污染分

类标准中属重度污染，而且后沟泉泉域表土中7种致

癌性PAHs总量、16种PAHs的TEQ“”以及7种致

癌性PAHs的TEQ⋯。在研究区土壤中是最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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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沟泉泉域表土在研究区表土中生态风险最大。

因此在评价PAHs的污染程度时不能仅考虑Mali—

szewska-K。rdybach的土壤PAHs污染分类标准，还
L6]

要考虑其他几个指标，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柏树湾泉泉

域应充分考虑松针落叶对表层土的影响。

3 结 论

(1)本研究区表土中16种PAHs均有检出，含

量范围是439．19～3 329．72 ng／g，平均值为

1 392．44 ng／g，后沟泉泉域表土含量最高，柏树湾泉

域表土中含量最低。海拔高度对研究区表土中

PAHs的组成起到分馏作用。研究区PAHs主要来

自于煤、生物质、石油的高温燃烧。

(2)研究区中16种PAHsTEQ。”为18．65～

501．13 ng／g，平均值为140．57 ng／g。7种致癌性

PAHs占总TEQ“。的比例达到96．8％。16种

PAHs中，DaA、BaP和BbF对总TEQc“。的贡献最大。

(3)研究区表土中，后沟泉泉域的生态风险最大，

次之是兰花沟泉域和柏树湾泉域，水房泉泉域的生态

风险最小。但由于柏树湾泉域松针落叶中BaP、

PAHs含量较高，松针落叶中PAHs含量分别高达

36．36 ng／g和2 370．1 ng／g，因此生态风险评价中对

柏树湾泉域应考虑松针落叶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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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ng features and source analysi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epikarst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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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ntration of 16 prior 1)olycycllc ar()matic hydrocarbons(I’AHs)are measured by gas chro—

matograI)hy e【1uilJped with a mass spcctrometry detcctor for sampks∞nectcd fr()m the oVerlaying soils of

four typical epikarst springs that locatcd in Nanchuan I)istrict，Chongqing(、ity。 The distribution，possible

sources and contaminated lcvel of 1he 16 I’AHs are invesligated． Thc dclec“on ralios of the 16 I’AHs are

lO()％in all of the soil samples．The total conccntration of thc 16 PAHs in thc soils rangc{rom 439．19 to

3 329．72 ng／gwith the mean valuc bcing 1 392．44 ng／g． 11hc PAH constituents are affccled by altitudc．

With Ihe increase of altitude，the percent of 10w moIecular weight 11AHs increase，1)ut thc percent。f high

molecular weight PAHs decrease． The isomer ratios reveal that I)AHs in soils mainly cOme from the conl一

bustion of coal，1)iomass and pet roleum．The丁EQ⋯of the 16 I’AHs range from 18．65 Io 5()1．13 ng／g，the

mcan valuc is 140．57 ng／g，and 96．8％of which is cont ril)uted})y 7 carcinogcnic PAHs．Among lhe soils of

thc four eI)ikarst spring．thc lcvcl of I’AHs contamination in HG epikarst s1)ring soils is highest，and the

contanlination level of SF epikarst spring so“s arc lowest，})ut in BSW soils。t}1c effect()f pine needle lltlcr

fall should be takcn into account．

Key words：epikarst spring；soil；I)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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