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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 2014 年 11 月对黄石市大冶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分别采集 15 和 18 个样品，并用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析 6 种重金属含量( Cr、Ni、Cd、Cu、Pb、Zn) ，探讨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污

染特征，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r、Ni、Cd、Cu、Pb、Zn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4．76、70．27、10．63、63．11、
59．86、90．65 μg·L－1( 地表水) ; 52．12、45．54、81．34、781．76、303．69、403．23 mg·kg－1( 农业土壤) ，且变异系数较

大，污染分布较不均匀; 环境中重金属污染来源主要受冶炼厂冶炼生产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和其本身的理

化特征主导含量空间分布; 主成分 1 解释了冶炼厂周边环境中重金属主要的污染来源，即主要受有色金属冶

炼活动的影响; 致癌风险主要来自 Cr，而 Pb 非致癌风险相对较高．
关键词 有色冶炼厂，地表水，农业土壤，污染特征，健康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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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d th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risk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water and agricultural soil around the Daye Nonferrous Smeltery，15 surface water samples and
18 agricultural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tudying area in November 201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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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s of six heavy metals ( Cr，Ni，Cd，Cu，Pb，Zn) were determined by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 FAA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Cr，Ni，Cd，Cu，

Pb，Zn in surface water and agricultural soil were 4． 76，70． 27，10． 63，63．11，59． 86，

90．65 μg·L－1 and 52．12，45．54，81．34，781．76，303．69，403．23 mg·kg－1，respectively．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heavy metals were high，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heavy metals were uneven．
Pollution source of heavy metals were primarilly affected by smelting production activities，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1 was influenced
by non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ctivities，indicating the pollution sources access of heavy metals
around the Daye Nonferrous Smeltery． The cancer risk primarily came from Cr，and the noncancer
risk of Pb was relatively serious．
Keywords: nonferrous smeltery，surface water，agricultural soil，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health
risk assessment．

矿产开采、有色冶炼、冶金加工等工业活动产生的重金属是一类毒性强、难降解、易积累，对环境可

造成的潜在风险的重要污染物，已受到广泛关注［1-3］．重金属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环境中，导致冶

炼厂周边的环境受到重金属污染［4-6］，如通过污水灌溉、雨水淋洗渗滤和大气沉降等途径进入土壤［7-8］，

而农业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土壤-植物食物链进入农产品［9］，或经雨水等的淋洗作用进入地表水、地下

水影响饮用水质量安全，从而对处于最高营养级人类造成一定程度的健康危害．
大冶有色冶炼厂位于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代表性工矿城市-黄石市，已有半个世纪的冶炼史，

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曾经的开放式生产模式，也使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大量“三

废”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致使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异常，引发了众多重金属环境污染和

生态环境破坏问题［10-11］．与此同时，通过饮用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经手－口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土

壤颗粒物等曝露途径摄入的重金属会对公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健康风险．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冶炼厂

周边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程度、分布特征及其来源均有所关注［7，12－13］，但同时关于有色金属冶炼厂周边地

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对周边人群暴露风险评价尚缺乏研究．
本研究在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环境健康风

险评估模型，估算其健康危害发生的概率［14］及定量描述对其周边人群造成的健康危害的程度［15］，以形

成有色金属冶炼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基础数据和背景资料，旨在为政府部门污染治理以及居民健康防护

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样品采集

于 2014 年 11 月，以大冶有色冶炼厂为中心，在其周边居民区内分别采集地表水( W1—W15) 和农

业土壤( S1—S18) 样品．依据实际调查情况，确保相同点位在一定的面积( 5—10 m2 ) 范围内，同时避免选

取有污染源的采样点，采样点位如图 1 所示．采集其周边的水塘、排水沟的地表水样于聚乙烯塑料瓶中，

并立即低温保存．采集农业土壤时，在每个样点 5 m2范围内采集 4 份表层土壤( 0—20 cm) 样品，混合均

匀后用密封袋保存．
1．2 样品处理、分析及质量控制

水样处理前均严格按标准进行保存，经王水加热消解后测定其重金属含量．将采集到的土壤样品在

自然通风的条件下风干，清除杂物，过 100 目尼龙筛后，采用酸溶法( HCl—HNO3—HF—HClO4 ) 加热消

解后，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美国 Varian AA240) 分析样品中 Cr、Ni、Cd、Cu、Pb、Zn 含量．本研究

实验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实验过程中使用的酸纯度以及药品均为优级纯，每个样品均平行测定 3 次，

相对误差在±5%以内，并取平均值．为验证方法的准确性，选用国家土壤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SS—3，

GSS—5) 进行回收率分析，各元素回收率在 84%—11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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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样点位置图

Fig．1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1．3 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 1) 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主要考虑通过饮用途径的化学致癌物和非致癌物两类物质进入成人和儿童体内所导致的致癌和非

致癌健康风险［16］，计算公式分别为［17］．

Rc =∑Rci =∑ 1．0 － exp － Di × Qi( )[ ] /76．5

Rn =∑Rni =∑ Di /RfDi( ) × 10 －6[ ] /76．5

式中，Rc i为化学致癌物质 i 通过饮用水途径产生的年平均健康风险( a－1 ) ; Rni为非致癌物质通过饮用水

途径产生的年平均健康风险( a－1 ) ; Di为( Di =Ai×Ci /BW) 为毒性物质 i 通过饮用途径的单位体重日均暴

露剂量( mg·kg－1·d－1 ) ; Ai为平均饮水量( L·d－1 ) ; 儿童每日平均饮水为 0．7 L·d－1 ; 成人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0 L·d－1 ; Ci为水体中各污染物质的实测浓度( mg·L－1 ) ; BW 为人均体重( kg) ; 儿童人均体重为 15．9 kg，

成人人均体重为 56．8 kg［18］; Qi为化学致癌物质 i 通过饮用水途径产生的致癌强度系数( kg·d－1·mg－1 ) ;

76．5 指黄石市“十二五”期间人均期望寿命( a) ［19］; RfDi为非致癌物质 i 通过饮用水途径摄入的参考剂

量( mg·kg－1·d－1 ) ．
( 2) 土壤健康风险评价

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主要包括致癌和非致癌风险，现阶段研究认为，污染物进入人体主要通过

3 种暴露途径:①经口直接摄入②皮肤表面接触③经呼吸系统吸入．由于现阶段仅能获取经口呼吸吸入

途径的 SF 值，因此仅考虑由这一途径导致的致癌风险［20］．计算公式分别为［18］:

Rc = Ci × PIac × SFi

HI =∑HQ = HQo + HQd + HQi = Ci /SAF × OInc /RfDo + DCnc /RfDd + PInc /RfDi( )

式中，Rc为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口呼吸途径的致癌风险( 无量纲) ; Ci 为土壤表层单一污染物的浓度

( mg·kg－1 ) ; SFi为吸入土壤颗粒物致癌斜率因子( mg·kg－1·d－1 ) ; HQ 为单一污染物的危害商( 无量纲) ;

HQo、HQd、HQi分别为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土壤颗粒物单一污染物的危害商( 无量纲) ; HI 为单一

污染物多曝露途径的总非致癌风险指数( 无量纲) ; SAF 是曝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比例( 无量纲) ，

SAF 为 0．20; OI、DC、PI 分别为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土壤颗粒物单一污染物曝露量( mg·kg－1·d－1 ) ，



2308 环 境 化 学 35 卷

OInc、DCnc、PInc( ac) 分别为 1．206×0－5、2．953×10－8、3．689 ×10－8( 7．516×10－9 ) ［18］; RfDo、RfDd、RfDi分别为经

口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土壤颗粒物单一污染物参考剂量( mg·kg－1·d－1 ) ．
1．4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参数

依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共同编制全面评价化学物质致癌性可靠程

度的分类系统可知，本研究中 Ni、Cu、Pb、Zn 具有慢性非致癌风险，Cr 和 Cd 具有致癌风险［20］，本研究健

康风险评价参数［21-23］见表 1．

表 1 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风险参考剂量( RfD) 、毒性系数( Qi ) 和斜率系数( SF)

Table 1 Reference dose ( RfD) ，toxic coefficient ( Qi ) ，and the slope coefficient ( SF)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介质 Medium Cr Ni Cd Cu Pb Zn

地表水 Surface water RfDi 2．00×10－3 5．00×10－3 1．4×10－3 0．3

Qi 41 6．1

农业土壤 Agricultural soil RfDo 2．0×10－2 4．00×10－2 3．50×10－3 3．00×10－2

RfDd 2．06×10－2 1．20×10－2 5．25×10－4 6．00×10－2

RfDi 5．40×10－3 4．02×10－2 3．52×10－3 3．00×10－2

SF i 42 6．3

2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重金属含量水平特征

有色金属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及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含量特征( 范围、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如

表 2 所示．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平均值排序分别为 Zn( 90．65 μg·L－1 ) ＞ Ni( 70．27 μg·L－1 ) ＞
Cu( 63．11 μg·L－1 ) ＞ Pb( 59．86 μg·L－1 ) ＞Cd ( 10．63 μg·L－1 ) ＞Cr ( 4．76 μg·L－1 ) ; Cu ( 781．76 mg·kg－1 ) ＞
Zn( 403．23 mg·kg－1 ) ＞ Pb ( 303． 69 mg·kg－1 ) ＞ Cd ( 81． 34 mg·kg－1 ) ＞ Cr ( 52． 12 mg·kg－1 ) ＞
Ni( 45．54 mg·kg－1 ) ．研究表明，三里七湖作为有色冶炼厂污水排放主要湖泊，水体已受到 Ni、Zn、Cu、Cd
等有色金属严重污染［24］．

表 2 重金属元素基本统计参数

Table 2 Basic parameters for heavy metals

介质 Medium Cr Ni Cd Cu Pb Zn

地表水 范围 Range / ( μg·L－1) 1．82—10．81 1．65—956．3 2．44—34．23 1．82—183．5 19．79—131 6．65—278．44

Surface water 平均值 Mean / ( μg·L－1) 4．76 70．27 10．63 63．11 59．86 90．65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7．32 20．13 11．19 85．75 96．55 83．17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1．54 0．29 1．05 1．09 1．61 0．92

农业土壤 范围 / ( mg·kg1) 0．07—140．99 13．53—304．7 0．14—1233．19 4．92—2414 6．81—1272．95 40．25—1229．2

Agricultural soil 平均值 / ( mg·kg1) 52．12 45．54 81．34 781．76 303．69 403．23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76．65 30．36 22．98 797．71 255．2 415．7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1．47 0．67 0．28 1．02 0．84 1．03

湖北省土壤背景值
Soil background values of
Hubei provinces / ( mg·kg1)

86．0±36．2 37．30±14．98 0．17±0．19 30．70±14．05 26．70±7．86 83．60±36．5

农业土壤中除 Cr 外，其它元素平均含量均高于湖北省农业土壤背景值［25］，尤其 Cd、Cu 平均含量是

背景值的 478．47 倍和 25．46 倍，且均远高于龙安华［26］、曹雪莹［27］等研究的冶炼厂区农业土壤的重金属

含量．说明大冶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均明显受到有色冶炼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影响，同时

与冶炼厂周边物流、交通活动以及有色化工、机电产品加工等工业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密切联系．从
变异系数看，以重金属 Cr、Cu、Pb、Zn 的变异系数最大，表明有色冶炼厂周边环境中 Cr、Cu、Pb、Zn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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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性大，受到有色金属冶炼生产活动影响较为显著．
2．2 重金属污染分布特征

由图 2 中地表水重金属含量分布图( 图 2a 和图 2b) 可知，Cu、Pb、Zn 含量较高，其空间分布规律一

致，说明其地球化学行为及污染来源相似，并可能发生协同作用．W3 点靠近有色冶炼厂污水排放口，主

要污染元素含量均相对较高，尤其是 Ni，在 W3 点的含量高达 956．3 μg·L－1，可能是有色重金属冶炼废

水排放的原因; Cd 和 Cu、Pb 和 Zn 含量的最高值分别均出现在 W4、W6，该点位附近有建筑材料、新能源

等行业以及来往机动车辆等; 通过大气降尘、酸性降水等形式，这些污染源排放的大量有毒有害物质进

入水体，加之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排放少量 SO2等酸性气体，使水体中部分重金属溶解性增强［28］、活化

及迁移－转化，致使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中部分重金属和点位含量相对较高．由以有色冶炼厂为中心

向四周地表水中各重金属含量逐渐减，有色冶炼厂附近各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较远区域，各重金属含量

区域特点明显，差异较大，同时各重金属含量相对偏差较大，说明重金属含量易受有色金属冶炼活动

影响．

图 2 重金属元素污染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eavy metal contents

由图 2 中农业土壤重金属含量分布图( 图 2c 和图 2d) 可知，重金属含量没有呈现随冶炼厂距离增

大有逐渐降低的现象，重金属污染颗粒物有向西北部下风向迁移并逐步富集的趋势，周边农业土壤中各

重金属在冶炼厂西北方向含量普遍较高，西南、东南方向含量次之，表明有色冶炼环境中高含量重金属

污染与有色金属冶炼活动所释放的含重金属颗粒物累积、沉降密切相关，是自然因素和有色金属冶炼活

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有色冶炼厂北面是长乐山，东南西三面均是农田，气候属于典型季风气候，夏季多东南风，冬季

多西北风，处于境内主导风向上游．因此，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等含有大量

重金属污染物经过沉降、迁移、扩散，导致重金属含量在夏季和冬季主导方向的下风向沉降量大于其他

方位，表明周边地表水、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受控于自然环境条件，与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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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一致［29］．与此同时，主要以大冶有色冶炼厂为污染源的重金属污染物在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等

不同环境中通过地球化学行为( 迁移、转化、富集、降解等) 导致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一定范围

内重金属含量的空间分布呈均一化特征，在大气颗粒物通过大气沉降与扩散共同作用下，最终造成重金

属向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迁移－转化并逐步富集．
2．3 重金属相关性及来源分析

大冶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以看出，

同一环境中不同重金属元素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表明同一环境中重金属元素来源途径具有一致性．
地表水中 Zn—Cd、Zn—Cu、Zn—Pb 之间呈极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高达 0．887、0．794、0．719，说明这些

元素污染具有同源性．但 Ni 与其他元素相关性不强，结合图 2 及有色冶炼厂周边工业布局，可能是外源

污染及自然背景共同的作用．农业土壤中除 Cd—Cr、Cd—Ni、Cd—Zn 之间呈正相关外，其他元素两两之

间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其中 Zn、Pb、Cu 元素两两之间具有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推测污染主要受控

于有色金属冶炼活动．
主成分分析是判别重金属来源的有效方法．从方差贡献率看，累积总贡献率分别为 59．95% ( 地表

水) 、67．62%( 农业土壤) ，对冶炼厂周边环境重金属元素污染来源途径具有最大贡献的是主成分 1，被

认为是最主要的污染源．主成分 1 主要包括 Zn、Pb、Cu、Cd，由表 2 和表 3 可知，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较强

且变异系数大，反映其污染与有色金属冶炼活动密切相关．大量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来源途径是有色金属

冶炼活动产生烟雾与扬尘的携带，直接导致周边环境中这些重金属污染物来源途径很大程度上是一致

性．依据文献结论，Zn 一部分受到工业生产影响，另一部分来源于含铅汽油的燃烧及汽车轮胎磨损产生

的粉尘［30］; Pb 主要来自于冶炼厂及其周边工业的污染排放，其次来源于汽车燃料的燃烧、轮胎、建筑材

料等［31］; Cd 和 Cu 是有色冶炼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此外，一定量的 Cd 和 Cu 污染来源于交

通源和农业源，包括机动车尾气及轮胎、发动机等机械磨损和施用农药、化学肥料等造成［32-33］; 有色冶炼

厂周边地区分布着有色物流、机械制造、有色化工厂、有色机电设备制造等配套产业，冶炼厂周边的地表

水体已受到粉尘、大气降尘、酸雨等的污染，同时，因其产生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滞留在粉尘中，通过沉

降与扩散作用，再加上土壤的理化性质，在其周边农业土壤中逐渐富集［26］，故可推断主成分 1 重金属含

量主要与有色冶炼活动、工厂生产以及交通运输活动污染有关．

表 3 重金属在因子变量上的载荷量及其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3 Loading score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heavy metals to each component

介质
Medium

主成分 1
Principal component

Cr Ni Cd Cu Pb Zn

地表水 Cr 0．69 1 0．535* 0．19 0．634* 0．557* 0．40

Surface water Ni 0．50 1 0．26 0．36 0．17 0．31

Cd 0．76 1 0．556* 0．48 0．887＊＊

Cu 0．89 1 0．667＊＊ 0．794＊＊

Pb 0．81 1 0．719＊＊

Zn 0．92 1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

59．95

农业土壤 Cr 0．82 1 0．723＊＊ 0．28 0．533* 0．661＊＊ 0．776＊＊

Agricultural soil Ni 0．84 1 0．30 0．620＊＊ 0．748＊＊ 0．683＊＊

Cd 0．63 1 0．477* 0．709＊＊ 0．45

Cu 0．80 1 0．583* 0．729＊＊

Pb 0．90 1 0．753＊＊

Zn 0．90 1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

67．62

注:＊＊表示在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极显著相关) ; * 表示在 0．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显著相关) ．

2．4 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基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及参数，计算出地表水所测指标通过饮用途径由化学致癌物( Cr、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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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致癌物( Ni、Cu、Pb、Zn) 所致健康危害产生的个人年健康风险计算结果见表 4．土壤中化学致癌物

( Cr、Cd) 仅以经呼吸系统吸入途径产生致癌风险( Rc ) ，非致癌物( Ni、Cu、Zn、Pb) 计算出单一污染物经

过 3 种暴露途径下的 HI，具体见表 4．

表 4 重金属非致癌风险和致癌风险

Table 4 Carcinogenic and non-carcinogenic risk of heavy metals

健康风险
Health risks

元素
Elements

人群
People

地表水 Surface water /a－1 农田土壤 Agricultural soil

平均值 Mean 范围 Range 平均值 Mean 范围 Range

Cr 成人 Adult 4．49×10－5 1．72×10－5—1．02×10－4
1．61×10－5 2．16×10－8—4．35×10－5

儿童 Children 1．12×10－5 4．29×10－5—2．53×10－4

致癌风险 Cd 成人 Adult 1．49×10－5 3．42×10－6—4．80×10－5
3．85×10－6 6．63×10－9—5．84×10－5

Cancer risk 儿童 Children 3．72×10－5 8．56×10－6—1．20×10－4

Rc 成人 Adult 5．98×10－5 2．43×10－5—1．28×10－4

儿童 Children 1．49×10－4 6．07×10－5—3．19×10－4

Ni 成人 Adult 6．19×10－7 1．45×10－8—8．42×10－6
0．14 0．04—0．93

儿童 Children 1．55×10－6 3．63×10－8—2．11×10－5

Cu 成人 Adult 2．22×10－7 6．41×10－9—6．46×10－7 1．19 0．01—3．68

儿童 Children 5．56×10－7 1．60×10－8—1．62×10－6

非致癌风险 Pb 成人 Adult 7．53×10－7 2．49×10－7—1．65×10－6
5．33 0．12—22．36

Non-cancer risk 儿童 Children 1．88×10－6 6．22×10－7—4．12×10－6

Zn 成人 Adult 5．32×10－9 3．90×10－10—1．63×10－8
0．81 0．08—2．48

儿童 Children 1．33×10－8 9．76×10－10—4．09×10－8

Rn 成人 Adult 1．60×10－6 3．06×10－7—1．00×10－5

儿童 Children 4．00×10－6 7．65×10－7—2．50×10－5

由表 4( 地表水) 可以看出，儿童是比成人更加敏感的风险受体，更易于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说

明儿童受到潜在健康风险更大．致癌物通过饮用途径对成人和儿童所致的健康风险范围分别 1．72×
10－5—1．02×10－4a－1、4．29×10－5—2．53×10－4a－1( Cr) ; 3．42×10－6—4．80×10－5 a－1、8．56×10－6—1．20×10－4 a－1

( Cd) ; Cr 和 Cd 通过饮用途径对成人和儿童所致的产生的平均致癌风险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 ICRP) 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5．0×10－5a－1 ) ［34－35］，但均高于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和环境部以及

英国皇家协会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1．0×10－6a－1 ) 1 个数量级［36］，Cr 是化学致癌物中健康风险较

大重金属，应作为风险决策管理的优先控制对象．非致癌物通过饮用途径对暴露人群( 成人和儿童) 所致

的健康风险范围分别为 1．45×10－8—2．11×10－5a－1( Ni) 、6．41×10－9—1．62×10－6a－1( Cu) 、2．49×10－7—4．12×
10－6a－1( Pb) 、3．90×10－10—4．09×10－8a－1( Zn) ，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ICRP ) 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

险水平( 5．0×10－5a－1 ) ，不会对暴露人群构成明显的危害．非致癌物通过饮用途径对成人和儿童所致的非

致癌风险平均值排序均 Pb＞Ni＞Cu＞Zn，说明非致癌物 Pb 对暴露人群所引起的健康风险相对较高．已有

研究报道中，非致癌物中 Pb 和 Cu 所致健康风险值较大［36］，与本研究相比有些差异，这可能与模型参数

取值、特定地域和不同含水层、重金属含量水平以及污染源不同等诸多因素有关．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

水中重金属类化学物质的总的健康风险范围为 2．43×10－5—3．19×10－4( Rc ) 、3．06×10
－7—2．50×10－5( Rn ) ，

可见，致癌化学物质对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化学物质，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37-38］．
土壤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 表 4) ，非致癌物的 HI 平均值排序为 Pb ( 0．12—22．36) ＞Cu ( 0．01—

3．68) ＞Zn( 0．08—2．48) ＞Ni( 0．04—0．93) ．其中，Pb 的 HI 值最大，其次是 Cu，分别是美国 EPA 规定的标

准限值 1．00 的 1．19 和 5．33 倍［39］; 而 Zn 的 HI 值接近 1; 表明有色金属冶炼活动及周边工业生产活动已

导致 Pb、Cu 和 Zn 在农业土壤中累积，对周边居民存在一定的潜在健康风险．HI 最小的是 Ni，其 HI 值为

0．14，健康风险较小，甚至可以忽略．致癌类重金属通过经口呼吸吸入途径对暴露人群所致的致癌风险分

别为 2．16×10－8—4．35×10 －5( Cr) 、6．63×10－9—5．84×10－5( Cd) ，其平均致癌风险均高于中国环保部推荐

的致癌风险水平( 1×10－6 ) 上限; 说明有色冶炼厂周边农业土壤中重金属( Cr 和 Cd) 会对暴露人群造成

一定程度的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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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Conclusion)

( 1) 有色冶炼厂周边地表水和农业土壤中重金属受有色金属冶炼活动影响较大，各重金属元素的

空间分布特征虽然差异较大，但各元素呈均一化分布，是有色金属冶炼活动长期影响的结果．
( 2) 重金属元素之间均有较强的相关性，主成分 1 中载荷较高的是 Zn、Pb、Cu、Cd，主要与有色冶炼

活动、周边工业生产以及交通运输活动污染有关．
( 3) 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 1) 致癌风险: 地表水中化学致癌物 Cr、Cd 所致健康风险值数量级在

10－6—10－5a－1之间，健康风险值最大的是 Cr，但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ICRP ) 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

险水平( 5．0×10－5a－1 ) ，其应作为风险决策管理的优先控制对象．农业土壤中致癌风险主要来自 Cr，应适

当加以防范．2) 非致癌风险: 地表水中 Ni、Cu、Pb、Zn 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ICRP ) 推荐的最大可

接受风险水平( 5．0×10－5a－1 ) ，不会对暴露人群构成明显的危害; 农业土壤中非致癌物所引起的健康风险

大小为 Pb＞Cu＞Zn＞Ni，非致癌物中 Pb 的健康风险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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