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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３０

北京东南郊灌区多环芳烃污染风险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李　艳１，２　顾　华１，２　黄冠华３　黄权中３　刘洪禄１，２

（１．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２．北京市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３．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为明确北京东南郊灌区表层土壤和农作物多环芳烃（ＰＡＨｓ）含量及污染水平，２０１５年在该灌区采集了 ３１个

土壤样品和 ３８个作物样品，采用气象色谱 质谱仪分析了样品中 １６种优先控制 ＰＡＨｓ含量。研究结果表明灌区表

层土壤 １６种 ＰＡＨｓ总量为 １１３５～４４９８μｇ／ｋｇ（均值为 ２５８５μｇ／ｋｇ），与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相比，本研究表层

土壤中相应 １０种 ＰＡＨｓ的总量为 ８３～３０７μｇ／ｋｇ，土壤 １０种 ＰＡＨｓ的苯并（ａ）芘毒性当量浓度均值为 １９０μｇ／ｋｇ，

灌区土壤总体上受到 ＰＡＨｓ轻度污染，但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远低于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干预值，土壤 ＰＡＨｓ潜

在生态风险不显著。小麦籽粒、玉米籽粒和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分别为 ３６８７～３８９９、８７７～１１３５、５１８～２９１８μｇ／ｋｇ。

粮食作物籽粒 ＰＡＨｓ主要以苯并（ｇ，ｈ，ｉ）
!

为主，蔬菜 ＰＡＨｓ以菲含量最高。粮食作物籽粒苯并（ａ）芘含量均低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值。燃烧源是土壤和粮食作物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而蔬菜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为燃烧源和石油

源混合来源。成人和儿童 ＰＡＨｓ致癌风险分别为 ４０２×１０－５和 １７６×１０－５，非致癌指数分别为 ２７２×１０－２和

４７８×１０－２，均低于 ＵＳＥＰＡ相应标准参考值。人体健康风险主要暴露途径和介质是口 作物，对致癌风险贡献最

大的组分为苯并（ａ）芘和二苯并（ａ，ｈ）蒽，对非致癌风险贡献最大的组分是苯并（ｇ，ｈ，ｉ）
!

和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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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多环芳烃（ＰＡＨｓ）作为有机污染物的一类，是
较早被发现的致癌物质

［１］
，被美国环保局和我国

列为环境中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２］
。ＰＡＨｓ主要来

源于石油精炼、化石和煤炭的不完全燃烧，土壤是

其主要储库，土壤中的 ＰＡＨｓ主要来源于干／湿沉
降、污泥农用和污水灌溉等途径

［３－４］
。土壤或大气

中的 ＰＡＨｓ能被植物吸收积累，进而通过食物链危
害人体健康

［５］
。因此，ＰＡＨｓ在土壤 作物系统中

的污染效应已逐渐成为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

点。

国内外一些学者调查研究了工业区（煤矿、化

工、金属冶炼等）、城区（公园、绿化等）、交通干线区

以及郊区（城市周边、远郊农业用地）等不同环境功

能区表层土壤和作物 ＰＡＨｓ污染情况［６－１５］
，得出工

业区、城区、交通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通常高于郊
区，这 ３个区域大部分表层土壤受到了 ＰＡＨｓ的污
染，且部分区域土壤存在潜在生态风险；城市周边农

田部分土壤受到 ＰＡＨｓ污染，远郊农田土壤总体上
未受到 ＰＡＨｓ污染，农产品 ＰＡＨｓ含量低于欧盟与国
内相应标准；城区、交通区及工业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郊区农田土壤 ＰＡＨｓ主
要来源为燃烧源和石油源混合来源。另一些学者对

国内外污灌区土壤 ＰＡＨｓ污染水平及健康风险进行
了调查，得出大部分污灌区表层土壤受到 ＰＡＨｓ的
污染，部分土壤存在潜在生态风险，ＰＡＨｓ人体致癌
风险尚在可接受范围内

［１６－１９］
。

北京市东南郊灌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利用
污水灌溉，主要污水来源为北京城区污水。该灌区

从２００３年逐步开始利用再生水灌溉农作物，近年灌
溉面积已发展到３８５７万 ｈｍ２。目前已有学者对该
灌区土壤盐碱性、肥力水平以及重金属迁移规律进

行了研究
［２０－２２］

。也有学者对该灌区部分土壤 ＰＡＨｓ
和有机氯农药以及地下水壬基酚空间含量进行了研

究
［２３－２７］

，但这些关于土壤 ＰＡＨｓ的研究仅集中在灌
区某渠道周围，整个灌区土壤 植物系统 ＰＡＨｓ含量
水平还未见报道，同时灌区 ＰＡＨｓ对人体健康风险
水平也不明确。北京市东南郊灌区是北京地区主要

农业生产基地之一，该灌区土壤和农产品 ＰＡＨｓ含
量水平关系着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本文对该灌区

ＰＡＨｓ污染水平和人体健康风险进行调查研究，以
期为该灌区以及其他相似区域土壤、粮食安全问题

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及样品采集
研究区位于北京东南郊，其范围为北纬３９°２６′～

４０°０２′，东经１１６°３２′～１１６°４３′（图 １）。该研究区属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１１～１２℃，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４５９ｈ，多年平均降
水量５６５ｍｍ，主要集中在 ６～８月。研究区位于永
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下游部分，从西北向东南地势

缓慢递减。研究区表层土壤粘粒、粉粒及砂砾质量

百分 数 为 １０５％ ～２７５％、４６０％ ～７８５％ 和
１５％ ～４３５％，土壤质地为粘壤土和壤土。该研究
区部分区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引用城市污水进
行农业灌溉，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该区域陆续引用黄村
高碑店、小红门和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再生水）进行

农业灌溉，污灌历史为２０～４０年（图 １中区域 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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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２和区域３污灌历史分别为４０ａ、３０ａ和２０ａ）。

图 １　研究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为探讨研究区不同污灌历史年限区域土壤和作

物 ＰＡＨｓ含量及污染水平，在各区域内沿主要灌溉
河道和渠道均匀布置采样点，选择种植面积相对较

大的田块为具体采样监测点位，研究区内共设置

３１个土壤监测点，分属２０年、３０年和４０年３种不同
污灌历史年限，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５年 ６月和 ９月进
行土壤和植物采样，在各监测点位内采集土样时，从

１０ｍ×１０ｍ正方形的 ４个顶点处取表层 ０～２０ｃｍ
土壤样品组成混合样品，土样取回后于 －４℃冷藏，
在 －２０℃进行冷冻干燥。干燥后的样品用研钵研
磨，过 ５０目筛。过筛后的样品置于玻璃瓶中，保存
在 －２０℃的环境下待测。

作物收获时（６月中旬和９月下旬）在各土壤监
测点位采集植物样品，包括冬小麦籽粒、夏玉米籽粒

和夏季蔬菜可食用部位，由于采样时间问题导致某

些监测点位仅６月或 ９月采集到了作物样品，不同
区域作物采样情况见表１。采集的作物样品放入保
温箱中运输至实验室，依次用自来水、蒸馏水冲洗表

面土壤和杂质，用滤纸沾干表面水分在 ４℃下保存。
用于检测有机污染物的土壤样品和作物采用铝箔纸

包裹，以避免二次污染。

表 １　农作物样品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ｒｏｐｓａｍｐｌｅｓ

区域 小麦／个 玉米／个 蔬菜

区域１ ５ ５ 茄子１个，白薯２个，芥蓝１个

区域２ ６ ６ 菜心２个，油菜２个，梨１个

区域３ ０ ３ 葱２个，芥蓝１个，茄子１个

１２　土壤和植物中 ＰＡＨｓ的索氏提取与测定方法
取１０ｇ干燥过的土样，加入０１ｍｇ／ｋｇ的 ＰＡＨｓ

替代物（屈 ｄ１２和二萘嵌苯 ｄ１２，屈 ｄ１２作为２～
４环 ＰＡＨｓ的替代物，二萘嵌苯 ｄ１２作为 ５～６环

ＰＡＨｓ的替代物），搅拌后密闭过夜，用滤纸包好后
放入索氏提取器进行处理，以 １∶１（体积比例）丙酮
和甲醇混合液 ２２０ｍＬ作为提取液。索氏提取 １２ｈ
后，把提取液用 ５０ｇ无水硫酸钠过滤脱水，用约
１５ｍＬ丙酮和甲醇混合液进行润洗。脱水后的提取
液用旋转蒸发仪（５０℃）和氮吹仪（５０℃）浓缩至０８～
１５ｍＬ后经过 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然后转移至
１５ｍＬ的样品瓶（最后液体在０５～１０ｍＬ之间），
放入冰箱保存至待测。

植物在６５℃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１２ｈ，取一定
量（小麦和玉米籽粒取 ５ｇ，蔬菜取 ２ｇ）干燥过的样
品，加入一定量的 ＰＡＨｓ替代物（０１ｍｇ／ｋｇ），搅拌
后密闭过夜，用滤纸包好后放入索氏提取器进行处

理，２２０ｍＬ正己烷作为提取液。索氏提取 １２ｈ后，
将提取液用 ５０ｇ无水硫酸钠过滤脱水，用约 １５ｍＬ
正己烷溶液进行润洗。脱水后的提取液用旋转蒸发

仪（５０℃）和氮吹仪（５０℃）浓缩至 ０８～１５ｍＬ后
经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采用柱净化会增加目标物的
损失率，采用膜过滤可以提高目标物的回收率），然

后转移至１５ｍＬ的样品瓶（最后在０５～１０ｍＬ之
间），放入冰箱保存至待测。

使用气相色谱（７８９０Ａ）／质谱联用仪（５９７５Ｃ）
进行样品 ＰＡＨｓ分析，包括萘（Ｎａｐ）、苊稀（Ａｃｙ）、苊
（Ａｃｅ）、芴（Ｆｌｕ）、菲（Ｐｈｅ）、蒽（Ａｎｔ）、荧蒽（Ｆｔｈ）、芘
（Ｐｙｅ）、苯并（ａ）蒽（ＢａＡ）、屈（Ｃｈｒ）、苯并（ｂ）荧蒽
（ＢｂＦ）、苯并（ｋ）荧蒽（ＢｋＦ）、苯并（ａ）芘（ＢａＰ）、茚
苯（１，２，３ｃｄ）芘（ＩｃｄＰ）、二苯并（ａ，ｈ）蒽（ＤａｈＡ）、
苯并（ｇ，ｈ，ｉ）

!

（ＢｇｈｉＰ）共 １６种化合物。气相色谱
（７８９０Ａ）质谱（５９７５Ｃ）联用仪采用 ＤＢ ５ＭＳ型毛
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美国安捷伦公
司生产）。进样口温度 ２８０℃，无分流进样，进样
１μＬ，离子源温度２３０℃，四极杆温度 １５０℃，气质接
口温度 ２８０℃。ＧＣ炉温采用程序升温，４０℃保持
２ｍｉｎ，５℃／ｍｉｎ升温至２９０℃，保持４ｍｉｎ。样品分析
时采用 ＳＩＭ扫描模式，根据特征峰和保留时间进行
定性分析，根据基峰面积进行定量分析，各物质基峰

和特征峰见表２。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每批次试剂均分析试剂

空白，每批次样品至少做３个空白，空白测试结果均
低于检出限。空白加标回收率在 ７０％ ～１２０％之
间，样品替代物屈 ｄ１２和二萘嵌苯 ｄ１２的绝对回
收率为５０％ ～７０％（浓缩液中屈 ｄ１２和二萘嵌苯
ｄ１２的量与加入样品中的替代物量的比值）；仪器每
１２ｈ做一次溶剂空白，检查仪器污染状况；本研究方
法中萘、苊稀、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ａ）蒽、
屈、苯并（ｂ）荧蒽、苯并（ｋ）荧蒽、苯并（ａ）芘、茚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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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多环芳烃及替代物的基峰和特征峰

Ｔａｂ．２　Ｂａｓｅｐｅａｋ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ｅａｋｏｆＰＡＨｓ

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化合物命名 基峰 定性峰１ 定性峰２

Ｎａｐ １２８ １２７ １２９

Ａｃｙ １５２ １５１ １５０

Ａｃｅ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２

Ｆｌｕ １６６ １６５ １６３

Ｐｈｅ １７８ １７６ １７９

Ａｎｔ １７８ １７６ １７９

Ｆｔｈ ２０２ ２００ ２０３

Ｐｙｅ ２０２ ２００ ２０３

ＢａＡ ２２８ ２２６ ２２９

Ｃｈｒ ２２８ ２２６ ２２９

ＢｂＦ ２５２ ２５０ ２５３

ＢｋＦ ２５２ ２５０ ２５３

ＢａＰ ２５２ ２５０ ２５３

ＩｃｄＰ ２７６ ２７７ ２７４

ＤａｈＡ ２７８ ２７６ ２７９

ＢｇｈｉＰ ２７６ ２７７ ２７４

屈 ｄ１２ ２４０ ２３６ ２４１

二奈嵌苯 ｄ１２ ２６４ ２６０ ２６５

（１，２，３ｃｄ）芘、二苯并（ａ，ｈ）蒽、苯并（ｇ，ｈ，ｉ）
!

检

出限分 别为 ０２３８、００３６、０１０１、００９７、００３４、
００６５、００６４、０１１０、００４４、００７８、００４８、００９０、
００２５、００６７、００４７、００４９μｇ／ｋｇ。
１３　健康风险评价方法

采用美国能源部风险评估信息系统中化学物质

风险模型用户指南中的暴露模型计算人群经口摄

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等途径暴露污染物的日平

均暴露剂量
［２８］
，计算公式为

ＡＤＤ＝
Ｃ１ＩＲ１ＥＦ１ＥＤ１／（ＢＷＡＴ）　（口 作物） （１）

Ｃ２ＩＲ２ＣＦＥＦ２ＥＤ２／（ＢＷＡＴ）　（口 土壤） （２）

Ｃ２ＣＦＳＡ１ＡＦＡＢＳＥＦ２ＥＤ２／（ＢＷＡＴ）　（皮肤 土壤） （３）

Ｃ２ＥＴ（１／ＶＦ＋１／ＰＥＦ）ＥＦ２ＥＤ２ＩＲ３／（ＢＷＡＴ）　（呼吸 土壤） （４













）

式中　ＡＤＤ———化学物质日均暴露剂量，ｍｇ／（ｋｇ·ｄ）
其余参数定义和参考值见表 ３，参考值取值参

考美国能源部风险评估信息系统中化学物质风险模

型用户指南
［２８］
和美国环境保护署超级基金人体健

康风险评估指导和土壤筛选水平补充指导
［２９－３１］

。

表 ３　健康风险评价暴露参数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参数
参考值

成人 儿童

灌区作物含量均值 Ｃ１／（ｍｇ·ｋｇ
－１）

灌区土壤含量均值 Ｃ２／（ｍｇ·ｋｇ
－１）

日均食物摄入量 ＩＲ１／（ｋｇ·ｄ
－１）

０１５（面粉），０１（玉米），

０３４５（蔬菜鲜质量）

０１０（面粉），００５（玉米），

０２３１（蔬菜鲜质量）
日均土壤摄入量 ＩＲ２／（ｍｇ·ｄ

－１） １００ ２００
日均空气摄入量 ＩＲ３／（ｍ

３·ｄ－１） ２０ ８
作物暴露频率 ＥＦ１／（ｄ·ａ

－１） ３５０ ３５０
土壤暴露频率 ＥＦ２／（ｄ·ａ

－１） ２５０ ２５０
作物暴露年限 ＥＤ１／ａ ３０ ６
土壤暴露年限 ＥＤ２／ａ ２４ ６
体重 ＢＷ／ｋｇ ７０ １５

平均作用时间 ＡＴ／ｄ
７０×３６５（致癌物质） ７０×３６５（致癌物质）

ＥＤ×３６５（非致癌物质） ＥＤ×３６５（非致癌物质）

土壤经口、皮肤单位转换因子 ＣＦ／（ｋｇ·ｍｇ
－１） １×１０－６

皮肤黏滞系数 ＡＦ／（ｍｇ·ｃｍ
－２·ｄ－１） ００７ ０２０

与土壤接触的皮肤面积 ＳＡ１／ｃｍ
２ ５７００ ２８００

皮肤吸收土壤因子 ＡＢＳ ０１３ ０１３

暴露时间 ＥＴ／（ｈ·ｄ
－１） ８０ ８０

挥发因子 ＶＦ
土壤尘产生因子 ＰＥＦ／（ｍ

３·ｋｇ－１） １３６×１０９

　　注：ＶＦ计算方法参考美国环境保护署土壤筛选导则用户指南
［３１］。

　　根据 ＰＡＨｓ各组分致癌性，进行非致癌风险评
价和致癌风险评价，计算公式和相应参数取值参考

美国能源部风险评估信息系统中化学物质风险模型

用户指南、美国环境保护署超级基金人体健康风险

评估指导和土壤筛选水平补充指导和我国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２８－３０，３２－３３］

。

ＨＩ＝ＡＤＤ／ＲｆＤ （５）

Ｒｉｓｋ＝
ＡＤＤＳＦ （低剂量暴露）

１－ｅｘｐ（－ＡＤＤＳＦ） （高剂量暴露{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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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ｆＤｓ＝ＲｆＤｍＡＢＳｇｉ （７）
ＳＦｓ＝ＳＦｍ／ＡＢＳｇｉ （８）
ＲｆＤｂ＝ＲｆＣｂＩＲ３ａ／ＢＷａ （９）
ＳＦｂ＝ＩＵＲｂＢＷａ／ＩＲ３ａ （１０）

式中　ＨＩ———非致癌 ＰＡＨｓ风险指数，比值超过 １
时，认为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ＲｆＤ———非致癌污染物参考剂量，ｍｇ／（ｋｇ·ｄ）
ＲｆＤｓ———经皮肤参考剂量
ＲｆＤｍ———经口参考剂量
ＲｆＤｂ———经呼吸参考剂量
ＲｆＣｂ———经呼吸参考浓度
Ｒｉｓｋ———致癌 ＰＡＨｓ暴露风险，若低剂量暴露

计算致癌风险值大于００１时则用高
剂量暴露计算

ＳＦ———污染物的致癌斜率因子，（ｋｇ·ｄ）／ｍｇ

ＳＦｓ———经皮肤的致癌斜率因子
ＳＦｍ———经口的致癌斜率因子
ＳＦｂ———经呼吸的致癌斜率因子
ＡＢＳｇｉ———经肠胃吸收的污染物分数，取０５
ＩＲ３ａ———成人日均空气摄入量
ＢＷａ———成人体重
ＩＵＲｂ———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

ＰＡＨｓ的挥发因子、非致癌参考剂量和致癌斜
率因子参考值见表４。

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处理数据和作
图，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利
用方差分析中 ＬＳＤ法分析 ３个区域玉米 ＰＡＨｓ含
量差异显著性，利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法分析 ２个
域小麦 ＰＡＨｓ含量差异显著性，显著性水平选取
００５。

表 ４　ＰＡＨｓ挥发因子（ＶＦ）、非致癌参考剂量（ＲｆＤ）和致癌斜率因子（ＳＦ）

Ｔａｂ．４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Ｖ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ｏｓｅ（ＲｆＤ）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ｆＰＡＨｓ

组分 挥发因子 ＶＦ
ＲｆＤ／（ｍｇ·ｋｇ

－１·ｄ－１） ＳＦ／（ｋｇ·ｄ·ｍｇ
－１）

经口 经呼吸 经皮肤 经口 经皮肤 经呼吸

Ｎａｐ ５５２×１０４ ４０×１０－２ ８５７×１０－４ ２０×１０－２

Ａｃｅ ２１６×１０５ ６０×１０－２ Ｄ ３０×１０－２

Ａｃｙ １８６×１０５ ６０×１０－２ Ｄ ３０×１０－２

Ｆｌｕ ５０５×１０５ ４０×１０－２ Ｄ ２０×１０－２

Ｐｈｅ １４３×１０６ ３０×１０－２ Ｄ １５×１０－２

Ａｎｔ ７７２×１０５ ３０×１０－１ Ｄ １５×１０－１

Ｆｔｈ ３０２×１０６ ４０×１０－２ Ｄ ２０×１０－２

Ｐｙｅ ３７６×１０６ ３０×１０－２ Ｄ １５×１０－２

ＢｇｈｉＰ １０８×１０８ ３０×１０－２ Ｄ １５×１０－２

ＢａＡ ９３４×１０６ ７３×１０－１ １４６ ３８５×１０－１

Ｃｈｒ ２６９×１０６ ７３×１０－３ １４６×１０－２ ３８５×１０－２

ＢｂＦ ４５８×１０６ ７３×１０－１ １４６ ３８５×１０－１

ＢｋＦ ３９０×１０７ ７３×１０－２ １４６×１０－１ ３８５×１０－１

ＢａＰ ２４３×１０７ ７３ １４６×１０１ ３８５

ＩｃｄＰ ５６５×１０７ ７３×１０－１ １４６ ３８５×１０－１

ＤａｈＡ １０３×１０８ ７３ １４６×１０１ ４２０

　　注：Ｄ表示没有分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空间分布
图２显示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空间分布，

其含量为 １１３５～４４９８μｇ／ｋｇ，均值为 ２５８５μｇ／ｋｇ。
总体上灌区中偏北部地区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最高，其
次为灌区西部、西南及南部地区，东南区域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最低。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空间分布特
征与区域污灌历史空间分布（图 １）相似：灌区中偏
北以及东北部分区域污灌历史达 ４０年，灌区西部、
西南及南部区域污灌历史达３０年，灌区东南部分区

域污灌历史达 ２０年。这说明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
含量受污灌年限影响，其含量随污灌历史年限增加

而增加。

依据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 ＫＯＲＤＹＢＡＣＨ［３４］（１９９６

年）土壤污染程度划分方法（ＰＡＨｓ小于 ２００μｇ／ｋｇ，
表明土壤未受到污染；２００～６００μｇ／ｋｇ，受轻度污
染；６００～１０００μｇ／ｋｇ，受 到 中 度 污 染；大 于
１０００μｇ／ｋｇ，受到严重污染），本研究灌区土壤采样
点中８０％受到了 ＰＡＨｓ轻度污染。

表５显示了国内外部分区域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
与国内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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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ｔｏｐｓｏｉｌ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含量高于上海市崇明岛农田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３５］
；与

大兴和通州区农田果园、安徽省合肥和芜湖周边蔬

菜基地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接近［７－８］
；低于山东寿光市

周边农田、上海市郊区蔬菜地、辽宁污灌区土壤、河

北邯郸工业区麦田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１３－１４，３６－３７］
；远低

于唐山煤矿区农田和山西小店污灌区土壤 ＰＡＨｓ含
量

［１２，１８］
。

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研究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
含量与韩国农业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相近［３８］

，低于波兰

农田和巴基斯坦污灌区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６，１９］
。与国

内外农田土壤相比，本研究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处
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２２　灌区表层土壤ＰＡＨｓ各组分含量及占总量比例
表６显示了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各检测组分含

量以及占总量的比例。ＰＡＨｓ中１６种检测组分在所

表 ５　不同地区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的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ｓｏｉｌ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研究区域 ＰＡＨｓ种类
ＰＡＨｓ／（μｇ·ｋｇ－１）

变化范围 均值
文献序号

北京市东南郊灌区 １６ １１３５～４４９８ ２５８５ 本研究

上海市崇明岛农田 １６ ２５～１０１４ １９３ ［３５］

大兴和通州农田果园 １６ １００～３００ ［７］

安徽合肥、芜湖蔬菜地 １５ ９２９～４３８ ２４８８ ［８］

国内研究成果
山东寿光市周边农田 １６ ８４～１０７６ ２８９ ［３６］

上海市郊区蔬菜地 １６ ２５８～５３５ ３６４ ［１３］

辽宁污灌区土壤 １６ １４～１８５８ ３９６ ［３７］

河北邯郸工业区麦田 １６ １２３～１６２６ ３９９ ［１４］

唐山煤矿区农田 １６ １１８～１０４２ ４８７ ［１２］

山西小店污灌区土壤 － １０８～３８２１ － ［１８］

韩国农业土壤 １６ ２３３～２８３４ ２３６ ［３８］

国外研究成果 波兰农田土壤 １６ １２０～５３３５ ４３５ ［３４］

巴基斯坦污灌地区 １６ ２２３～９２９ ［１９］

表 ６　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各检测组分含量、占总量比例以及 ＢａＰ毒性当量浓度

Ｔａｂ．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ＥＱＢａＰ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ｔｏｐｓｏｉｌ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各组分 Ｎａｐ Ａｃｙ Ａｃｅ Ｆｌｕ Ｐｈｅ Ａｎｔ Ｆｔｈ Ｐｙｒ ＢａＡ Ｃｈｒ ＢｂＦ ＢｋＦ ＢａＰ ＩｃｄＰ ＤａｈＡ ＢｇｈｉＰ ＰＡＨｓ

检出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最大值／（μｇ·ｋｇ－１） ８４ １９ ４０ １４８ １０３６ ５０ ３７５ ３２７ １２６ １８５ １０００ ２９５ ３３０ ６２２ ２１８ ６７９ ４４９８

最小值／（μｇ·ｋｇ－１） ２７ ０３ ０４ ３６ ２６８ １３ １６７ ６９ １８ ２０ １５５ ５２ ４０ ５５ １４ ８２ １１３５

均值／（μｇ·ｋｇ－１） ４５ １０ １２ ８４ ５４８ ２７ ２７０ １８３ ６３ １０２ ３９３ １１９ １４４ ２２９ ７２ ２８３ ２５８５

占 ＰＡＨｓ比例／％ １８ ０４ ０５ ３２ ２１２ １０ １０５ ７１ ２４ ４０ １５２ ４６ ５６ ８９ ２８ １０９ １００

ＴＥＦａ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１ １０ ０１ １０ ００１

ＴＥＱＢａＰ／（μｇ·ｋｇ
－１）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０２７００１８０６３１ ０１０ ３９３ １１９ １４４２ ２２９ ７１６ ０２８３３０１５

　　注：ａ：ＢａＰ毒性当量因子 ＴＥＦ选值参考 ＮＩＳＢＥＴ和 ＬＡＧＯＹ［４０］（１９９２年）研究结果。

有采集的土壤样品中均能检测出。土样 ＰＡＨｓ各检
测组分中，Ｐｈｅ含量最高，为 ２６８～１０３６μｇ／ｋｇ，均
值占 ＰＡＨｓ总量的 ２１２％；其次为 ＢｂＦ、ＢｇｈｉＰ和
Ｆｔｈ，含量分别为 １５５～１０００、８２～６７９、１６７～
３７５μｇ／ｋｇ，均值分别占 ＰＡＨｓ总量的 １５２％、

１０９％、１０５％；剩余检测组分占 ＰＡＨｓ比例总体上
低于 ５％。郜红建等［８］

（２０１２年）和吴迪等［１４］

（２０１６年）研究也得出土壤 ＰＡＨｓ各检测组分中以
Ｐｈｅ含量最高，分别占总量的 ２４８％和 １４％；而周
海军等

［９］
（２０１３年）研究得出重点污染源企业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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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 ＰＡＨｓ以 ＢｋＦ和 ＢｂＦ为主。主要是不同区
域土壤 ＰＡＨｓ各组分比例与土壤自身功能区域或所
处环境有关，如朱媛媛等

［１０］
（２０１４年）调查天津市

不同功能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各组分含量，得出远郊
区土壤 ＰＡＨｓ各组分以 Ｐｈｅ、Ａｎｔ和 Ｆｔｈ含量为主，南
开城区土壤以 ＩｃｄＰ和 ＢｇｈｉＰ为主，这主要是受土壤
周围工矿企业和降尘等影响。

我国目前还没发布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质量标准，
国际上也没有统一评价标准，通常以荷兰土壤质量

标准进行评价（《荷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ＤＩＶ，
２００９）》）［３９］，该标准中 １０种 ＰＡＨｓ（Ｎａｐ、Ａｎｔ、Ｆｔｈ、
ＢａＡ、Ｃｈｒ、Ｐｈｅ、ＢｋＦ、ＢａＰ、ＩｃｄＰ、ＢｇｈｉＰ）的干预值为
４０ｍｇ／ｋｇ。本研究表层土壤中相应 １０种 ＰＡＨｓ的
总量为００８３～０３０７ｍｇ／ｋｇ，均远低于此标准。

ＰＡＨｓ在土壤中长期累积可能会给生态系统带
来较大风险，因此需要对土壤 ＰＡＨｓ生态风险进行
评估。研 究 者 常 用 ＢａＰ毒 性 当 量 浓 度 （Ｔｏｘ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ＴＥＱＢａｐ，为 ＰＡＨｓ实测值与其
ＢａＰ毒性当量因子 ＴＥＦ乘积）进行土壤 ＰＡＨｓ潜在
生态风险评估

［１０，４０－４１］
。本文计算了 ＰＡＨｓ各组分

的毒性当量浓度，见表 ５。结果显示灌区表层土壤
１６种 ＰＡＨｓ总的毒性当量浓度均值为３０１５μｇ／ｋｇ。
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各组分中毒性浓度较大的依次为
ＢａＰ、ＤａｈＡ、ＢｂＦ、ＩｃｄＰ、ＢｋＦ，其毒性当量浓度均大于
１μｇ／ｋｇ，这 ５种组分对总毒性当量浓度贡献率为

９６％，可见，主要是这５种组分其 ＢａＰ毒性当量因子
相对较高所致。周海军等

［９］
（２０１３年）在内蒙古某

化工企业周边研究得出农田土壤 ＰＡＨｓ总量平均毒
性当量浓度为 ２６８μｇ／ｋｇ，且对毒性当量浓度贡献
最大为 ＢａＰ、ＢｋＦ、ＤａｈＡ和 ＢｂＦ，本研究结果与此相
似。荷兰土壤标准目标值规定的 １０种 ＰＡＨｓ毒性
当量浓度限值为３３μｇ／ｋｇ（由１０种 ＰＡＨｓ目标值与
相应毒性当量因子计算而得），本研究中相应的 １０
种 ＰＡＨｓ总的毒性当量浓度均值为 １９０μｇ／ｋｇ，说
明该灌区表层土壤总体上 ＰＡＨｓ潜在生态风险不
显著。

２３　灌区各植物 ＰＡＨｓ含量
图３显示了灌区不同区域作物 ＰＡＨｓ含量。其

中，图 ３ａ显示了灌区区域 １、区域 ２冬小麦籽粒
ＰＡＨｓ总量均值分别为３６８７μｇ／ｋｇ和３８９９μｇ／ｋｇ，区
域１、区域 ２、区域 ３夏玉米籽粒 ＰＡＨｓ总量均值分
别为９３９、８７７、１１３５μｇ／ｋｇ，显著性分析显示了小
麦籽粒或玉米籽粒不同区域 ＰＡＨｓ含量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说明不同污灌历史并未显著影响粮食
作物籽粒 ＰＡＨｓ含量。本研究中小麦籽粒 ＰＡＨｓ总
量高于薛海全

［４２］
（２０１１年）在济南商河得的小麦麦

穗 ＰＡＨｓ含量（２４０μｇ／ｋｇ），本研究中玉米籽粒
ＰＡＨｓ含量低于其研究中玉米种子 ＰＡＨｓ含量
（２４９μｇ／ｋｇ），主要可能与研究区域土壤、灌溉水和
大气降尘等有关。

图 ３　灌区各作物 ＰＡＨｓ总量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ｃｒｏｐｓ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本研究采集的蔬菜样品包含叶菜、茎菜、果菜和
根菜，图３ｂ显示蔬菜可食用部分 ＰＡＨｓ总量为５１８～
２９１８μｇ／ｋｇ（均值 １６８μｇ／ｋｇ），稍低于郭雪［１３］

（２０１５年）研究得出的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７８０～
３２００μｇ／ｋｇ，均值 ２０５０μｇ／ｋｇ），而高于郜红建
等

［８］
（２０１２年）在安徽蔬菜基地研究得出的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２３４～２０９１μｇ／ｋｇ，均值 １２１０μｇ／ｋｇ）。
本研究中的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由大到小为叶菜类、茎
菜类、果菜类、根菜类，这与郭雪

［１３］
（２０１５年）得出

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规律相似，主要是不同蔬菜品种对
ＰＡＨｓ吸收除受土壤含量影响外，可能还受大气沉
降影响，而大气沉降量与植物生长结构密切相关。

２４　灌区作物 ＰＡＨｓ各组分量及占总量比例

表７显示了作物 ＰＡＨｓ各组分含量以及占总量
的比例。冬小麦和夏玉米籽粒 ＰＡＨｓ以 ＢｇｈｉＰ为
主，含量分别为 １５７７μｇ／ｋｇ和 ３５７μｇ／ｋｇ，分别占
ＰＡＨｓ总量的４１６％和 ３７２％；其次为 Ｐｈｅ，分别占
总量的 ２４５％和 ２０２％。薛海全［４２］

（２０１１年）在
济南商河研究得出小麦麦穗 ＰＡＨｓ以 ＢｇｈｉＰ和 Ｐｈｅ
含量最高，分别占 ＰＡＨｓ总量的 ４６３％和 １２９％；
玉米种子 ＰＡＨｓ含量以 ＢｇｈｉＰ为主，占总量的 ８０％；
本研究结果与此类似。蔬菜 ＰＡＨｓ各组分以 Ｐｈｅ含
量最高，均值为 ４４３９μｇ／ｋｇ，占总量比例 ２６４％；
其次为 Ｆｔｈ，占总量的 １３５％。其他学者研究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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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灌区作物 ＰＡＨｓ各检测组分含量以及占总量比例

Ｔａｂ．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ｃｒｏｐｓ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各组分 Ｎａｐ Ａｃｙ Ａｃｅ Ｆｌｕ Ｐｈｅ Ａｎｔ Ｆｔｈ Ｐｙｒ ＢａＡ Ｃｈｒ ＢｂＦ ＢｋＦ ＢａＰ ＩｃｄＰ ＤａｈＡ ＢｇｈｉＰ ＰＡＨｓ

检出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最大值／（μｇ·ｋｇ－１） １５５ ２２ １７４ ６４２ １６１７ １００ ６７９ ４００ １４０ ２２６ １１１ １２６ ４４ １３２ ２２ ２４７３ ５２２４

冬小麦籽粒 最小值／（μｇ·ｋｇ－１） １１５ ０４ ０８ ２３５ ４４９ ０８ １１６ ３０ ０６ ２８ ０８ １４ ０４ ０４ ０ ３４４ ２０７５

均值／（μｇ·ｋｇ－１） １３１ ０９ １０１ ３６２ ９２８ ３８ ２４１ １０６ ３９ ７４ ４１ ６４ ２０ ５９ ０３ １５７７ ３７９３

占总量比例／％ ３５ ０２ ２７ ９５ ２４５ １０ ６４ ２８ １０ ２０ １１ １７ ０５ １６ ０１ ４１６ １０００

检出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最大值／（μｇ·ｋｇ－１） １２７ １２ ３９ ６５ ２７２ １９ １０９ ５８ ３３ ３７ ３５ ９９ １９ ４０ ２７ ５２４ １２８５

夏玉米籽粒 最小值／（μｇ·ｋｇ－１） ６８ ０２ １４ ４２ １５６ ０ ６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０ ０ ２３９ ７３０

均值／（μｇ·ｋｇ－１） ９１ ０４ ２７ ５４ １９４ １０ ７８ ２５ １１ １９ １５ ５４ ０５ １２ ０７ ３５７ ９６１

占总量比例／％ ９４ ０４ ２８ ５７ ２０２ １０ ８１ ２６ １１ ２０ １５ ５６ ０５ １３ ０７ ３７２ １０００

检出率／％ １００ ８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１ ４３ ４３ ７１ １４ ８６ １００

最大值／（μｇ·ｋｇ－１） ２９０ １００ １５５ ３５１ ８８７ ８０６ ５９９ ３１５ ５８ １８４ １２７ １９１ １４６ ８３ １０ ２１０ ２９１８

蔬菜 最小值／（μｇ·ｋｇ－１） ３１ ０ １３ ４６ ２０７ ０８ ８０ ２２ ０４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８

均值／（μｇ·ｋｇ－１） １２２２ ２２９ ７１４ １２７６４４３９２０３７２２６９ ９９８ ２３１ ６４１ ５２０ ５３５ ２８９ ２６９ ０１４ １１２７ １６８０８

占总量比例／％ ７３ １４ ４２ ７６ ２６４ １２１ １３５ ５９ １４ ３８ ３１ ３２ １７ １６ ０５２ ６７ １０００

出蔬菜 ＰＡＨｓ各组分中以 Ｐｈｅ含量最高，其次为
Ｆｔｈ、Ｐｙｒ和 Ｆｌｕ［８，１３，４３］。

粮食作物主要吸收ＢｇｈｉＰ和Ｐｈｅ，蔬菜可食用部
位主要吸收 Ｐｈｅ和 Ｆｔｈ。作物能吸收较多的 Ｐｈｅ和
Ｆｔｈ主要是土壤中这两类组分含量相对较高（表 ６）
且均属于低环 ＰＡＨｓ，水溶性较高，易于被作物吸收。
粮食作物能吸收较多 ＢｇｈｉＰ，除受土壤较高含量影
响外，还受大气降尘中 ＰＡＨｓ各组分含量影响。有
研究表明北京市大气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中高分子
ＰＡＨｓ含量高于低分子 ＰＡＨｓ含量，且 ＢｇｈｉＰ是
ＰＡＨｓ含量最高的组分，ＰＡＨｓ含量由高到低排序为
冬季、秋季或春季、夏季

［４４－４５］
。本研究中冬小麦生

长期长且生长期内降尘较多，玉米植株较高大能接

触较多的大气沉降，所以粮食作物能吸收较多的

ＢｇｈｉＰ。
本研究中冬小麦籽粒、夏玉米籽粒 ＢａＰ含量分

别为０４～４４μｇ／ｋｇ和０～１９μｇ／ｋｇ，均低于食品
中粮食作物污染物限量（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２）［４６］规定限
值（ＢａＰ浓度限值为 ５０μｇ／ｋｇ）。根据 ＰＡＨｓ各组
分 ＢａＰ毒性当量因子计算得出冬小麦籽粒和夏玉
米籽粒 １６种 ＰＡＨｓ的 ＢａＰ毒性当量浓度均值分别
为６１２μｇ／ｋｇ和２４５μｇ／ｋｇ。冬小麦籽粒 ＰＡＨｓ各
组分中毒性浓度最大的为 ＢａＰ和 ＢｇｈｉＰ，其毒性当
量浓度均值均大于１５μｇ／ｋｇ，主要是这２种组分的
毒性当量因子或含量较高所致。夏玉米籽粒 ＰＡＨｓ
各组分中毒性浓度较大的为 ＤａｈＡ和 ＢｋＦ，但均值
均小于０７０μｇ／ｋｇ，主要是各组分含量均较低。

２５　表层土壤和作物 ＰＡＨｓ来源分析

人为活动引起多环芳烃污染的两类主要来源为

石化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和未燃烧石油产品的泄漏，

即燃烧源和石油源
［４７］
。燃烧源产生的 ＰＡＨｓ中，２、

３环主要是在低温或中温下大量产生，而 ４环及以
上 ＰＡＨｓ主要在高温下产生；石油源残留化合物较
多为 ２、３环 ＰＡＨｓ；因此一般情况下 ４环及以上
ＰＡＨｓ含量较低环 ＰＡＨｓ含量呈相对优势分布时，表
明高温不完全燃烧为主要污染源，反之则以石油源

输入为主
［４８］
。

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出土壤、作物不同环数 ＰＡＨｓ
组成三元图（图 ４）。从图 ４可以看出灌区表层土
壤、小麦籽粒、玉米籽粒各自 ＰＡＨｓ组分分别相近，
说明各自有相似来源；而蔬菜 ＰＡＨｓ组分差别较大，
污染来源为混合源。

图 ４　灌区表层土壤、粮食作物籽粒、蔬菜 ＰＡＨｓ

组成三元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ｔｏｐｓｏｉｌ，ｃｅｒｅａｌ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图５显示表层土壤、作物各环 ＰＡＨｓ占总量的
比例。表层土壤２、３、４、５、６环 ＰＡＨｓ各自占总量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１８％、２６３％、２３９％、２８２％、
１９８％，高环 （４、５、６环）ＰＡＨｓ含量占 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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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说明本研究中化石燃料的高温燃烧是土壤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陈素暖等［１７］

（２０１０年）研究北
京东南郊区再生水和清水灌溉得出土壤高环 ＰＡＨｓ
占总量比重为 ７１８０％和 ５８９４％，热源为 ＰＡＨｓ主
要污染源，石钰婷等

［２４］
（２０１１年）研究也得出 ＰＡＨｓ

污染主要来源为煤的燃烧和汽车尾气排放等燃烧

源。

图 ５　表层土壤、作物各环 ＰＡＨｓ占总量比例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ＡＨ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ｎｇｓｉ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ｒｏｐｓ
　

冬小麦和夏玉米籽粒中 ６环 ＰＡＨｓ占总量比例
最高，分别为４３１％和３８２％；其次为 ３环，分别为
３７９％和２９９％；４环占总量比例分别为 １２１％和
１３９％；２环和５环占总量比例均低于 １０％。粮食
作物中高环（４、５、６环）ＰＡＨｓ含量占总量 ５８６％ ～
６００％，说明本研究中高温燃烧是粮食作物 ＰＡＨｓ
主要污染源。这与薛海全

［４２］
（２０１１年）在济南研究

得出结论类似，成熟期小麦籽粒和玉米籽粒均以 ６
环 ＰＡＨｓ含量最高，且 ＰＡＨｓ来源均为燃烧源。

蔬菜作物各环 ＰＡＨｓ占总量比例规律相似，但
与粮食作物不同，总体上蔬菜 ３环和 ４环 ＰＡＨｓ占
总量比例较高，分别为 ４３３％ ～６７０％和 １２１％ ～
３９６％；５、６环各自占总量比例较低，为 ０～１６％。
本研究结果与万开等

［４３］
（２００９年）在珠江三角洲和

郜红建等
［８］
（２０１２年）在安徽研究结果相似，即 ３、４

环 ＰＡＨｓ在蔬菜体内含量较高，而 ５、６环含量较低，
主要是蔬菜体内含水量较高，分子量相对较低的

ＰＡＨｓ水溶性大，生物有效性高，容易被蔬菜吸收累
积。蔬菜作物中高环 ＰＡＨｓ含量占总量的２８０％ ～
５３７％，说明本研究中蔬菜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为燃
烧源和石油源（交通燃料泄漏）混合来源。郭雪

［１３］

（２０１５年）在上海市郊研究也得出蔬菜 ＰＡＨｓ来源
为燃烧源和石油类泄漏。

２６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表８显示了灌区 ＰＡＨｓ各组分人体健康致癌风

险（土壤、作物 ＰＡＨｓ各组分浓度含量取灌区均值）。
ＵＳＥＰＡ提出一般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为 １０－６，

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上限为 １０－４［４９］。本研究中

成人和儿童 ＰＡＨｓ致癌风险分别为 ４０２×１０－５和

１７６×１０－５，均低于致癌风险水平上限，说明癌症风
险水平在可接受范围内；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应长期

注意这些区域 ＰＡＨｓ浓度水平。从暴露途径和暴露
介质分析，ＰＡＨｓ致癌危害贡献以口 作物（小麦、玉

米和蔬菜）为主，其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致癌危害

占总个人年致癌风险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６４％（成人）
和９８３９％（儿童），其中以口 小麦的贡献率最高，

分别为５８７２％（成人）和 ４６２２％（儿童）。本文通
过土壤引起的综合致癌风险为 １４３×１０－７（成人）
和２８２×１０－７（儿童），与冯焕银等［５０］

（２０１１年）在
宁波得出土壤综合致癌风险相近（３１７×１０－７）。
从 ＰＡＨｓ各组分分析，对人体致癌风险贡献最大的
分别为ＢａＰ和ＤａｈＡ，各自对成人致癌风险贡献率分
别为４６７２％和２２１５％，各自对儿童致癌风险贡献
率分别为４２８９％和２６３６％，主要是这 ２个组分致
癌斜率因子相对较高所致（表４）。

表９显示了灌区 ＰＡＨｓ各组分人体健康非致癌
风险（土壤、作物 ＰＡＨｓ各组分浓度含量取灌区均
值）。ＵＳＥＰＡ指出当非致癌危害指数大于 １时，认
为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本研究中成人和儿童非致

癌指数分别为２７２×１０－２和４７８×１０－２，均低于１，
说明 ＰＡＨｓ未对人群产生明显的非致癌健康危害。
从暴露途径和暴露介质分析，ＰＡＨｓ非致癌危害贡
献以口 作物（小麦、玉米和蔬菜）为主，其对人体健

康所造成的非致癌危害占总个人年风险的比例分别

为９９９％（成人）和９９８％（儿童），其中通过口 小

麦的贡献率分别为 ８０９５％（成人）和 ７１７８％（儿
童）。从 ＰＡＨｓ各组分分析，对人体非致癌风险贡献
最大的分别为ＢｇｈｉＰ和Ｐｈｅ，各自对成人非致癌风险
贡献率分别为４６２８％和２９１４％，各自对儿童非致
癌风险贡献率分别为４４２８％和 ２９６０％，主要是作
物中这两类组分含量相对较高所致（表７）。

３　结论

（１）整个灌区表层土壤 ＰＡＨｓ含量为 １１３５～
４４９８ μｇ／ｋｇ， 均 值 为 ２５８５ μｇ／ｋｇ， 依 据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 ＫＯＲＤＹＢＡＣＨ　（１９９６年）土壤污
染程度划分方法，灌区土壤采样点中 ８０％受到了
ＰＡＨｓ轻度污染。与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１０种
ＰＡＨｓ的干预值为４０ｍｇ／ｋｇ）相比，本研究表层土壤
中相应１０种 ＰＡＨｓ的总量为 ００８３～０３０７ｍｇ／ｋｇ，
远低于荷兰土壤 ＰＡＨｓ修复干预值，说明灌区土壤
ＰＡＨｓ不需干预修复。本研究中１０种 ＰＡＨｓ苯并（ａ）
芘毒性当量浓度（ＴＥＱＢａｐ）均值为１９０μｇ／ｋｇ，低于荷
兰土壤环境生态风险相应标准值（３３０μｇ／ｋｇ），说明
灌区土壤潜在生态风险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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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ＰＡＨｓ致癌健康风险计算结果

Ｔａｂ．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ｏｆＰＡＨｓ

暴露途径 介质

致癌风险

ＢａＡ Ｃｈｒ ＢｂＦ ＢｋＦ ＢａＰ ＩｃｄＰ ＤａｈＡ
致癌风险

小计

各途径 介质

贡献率／％

皮肤 土壤 １６０×１０－９ ２５９×１０－１１ ９９８×１０－９ ３０２×１０－１０ ３６６×１０－８ ５８２×１０－９ １８３×１０－８ ７２６×１０－８ ０１８

口 作物（小麦） ２５１×１０－６ ４７６×１０－８ ２６４×１０－６ ４１１×１０－７ １２６×１０－５ ３７９×１０－６ １６１×１０－６ ２３６×１０－５ ５８７２

口 作物（玉米） ４７１×１０－７ ８１４×１０－９ ６４３×１０－７ ２３１×１０－７ ２１４×１０－６ ５１４×１０－７ ３００×１０－６ ７０１×１０－６ １７４４

成人 口 作物（蔬菜） ３４０×１０－７ ９４６×１０－９ ７６９×１０－７ ７８４×１０－８ ３９６×１０－６ ２０７×１０－８ ４２６×１０－６ ９４４×１０－６ ２３４８

口 土壤 １５４×１０－９ ２５０×１０－１１ ９６２×１０－９ ２９１×１０－１０ ３５３×１０－８ ５６１×１０－９ １７６×１０－８ ７００×１０－８ ０１７

呼吸 土壤 １７３×１０－１１ ９６９×１０－１２ ２２０×１０－１０ ８００×１０－１２ １５４×１０－１０ １０８×１０－１１ ２１２×１０－１１ ４４０×１０－１０ ０

小计 ３３２×１０－６ ６５２×１０－８ ４０７×１０－６ ７２２×１０－７ １８８×１０－５ ４３４×１０－６ ８９０×１０－６ ４０２×１０－５ １００

各组分贡献率／％ ８２６ ０１６ １０１２ １８０ ４６７２ １０８０ ２２１５

皮肤 土壤 ２６２×１０－９ ４２４×１０－１１ １６３×１０－８ ４９５×１０－１０ ５９９×１０－８ ９５３×１０－９ ３００×１０－８ １１９×１０－７ ０６８

口 作物（小麦） １５６×１０－６ １４８×１０－８ ８２０×１０－７ １２８×１０－７ ３９２×１０－６ １１８×１０－６ ５００×１０－７ ８１２×１０－６ ４６２２

口 作物（玉米） ２２０×１０－７ ３８０×１０－９ ３００×１０－７ １０８×１０－７ １００×１０－６ ２４０×１０－７ １４０×１０－６ ３２７×１０－６ １８６２

儿童 口 作物（蔬菜） ２１３×１０－７ ５９１×１０－９ ４８０×１０－７ ４９０×１０－８ ２４８×１０－６ １２９×１０－８ ２６６×１０－６ ５９０×１０－６ ３３５６

口 土壤 ３６０×１０－９ ５８３×１０－１１ ２２５×１０－８ ６８０×１０－１０ ８２３×１０－８ １３１×１０－８ ４１１×１０－８ １６３×１０－７ ０９３

呼吸 土壤 ８０８×１０－１２ ４５２×１０－１２ １０２×１０－１０ ３７３×１０－１２ ７１８×１０－１１ ５０２×１０－１２ ９８９×１０－１２ ２０５×１０－１０ ０

小计 ２００×１０－６ ２６４×１０－８ １６４×１０－６ ２８６×１０－７ ７５４×１０－６ １４６×１０－６ ４６３×１０－６ １７６×１０－５ １００

各组分贡献率／％ １１３７ ０１４ ９３３ １６３ ４２８９ ８２８ ２６３６

表 ９　ＰＡＨｓ非致癌健康风险计算结果

Ｔａｂ．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ｎ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ｈａｚａｒｄ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ＡＨｓ

暴露途径 介质

非致癌风险

Ｎａｐ Ａｃｅ Ａｃｙ Ｆｌｕ Ｐｈｅ Ａｎｔ Ｆｔｈ Ｐｙｅ ＢｇｈｉＰ
非致癌风险

小计

各途径 介

质贡献率／％

皮肤 土壤 １１４×１０－７ ２０３×１０－８ １６９×１０－８ ２１３×１０－７ １８５×１０－６ ９１４×１０－９ ６８５×１０－７ ６１９×１０－７ ３６９×１０－７ ３９０×１０－６ ００１

口 作物（小麦） ６７３×１０－４ ３４６×１０－４ ３０８×１０－５ １８６×１０－３ ６３６×１０－３ ２６０×１０－５ １２４×１０－３ ７２６×１０－４ １０８×１０－２ ２２１×１０－２ ８０９５

口 作物（玉米） ３１２×１０－４ ６１６×１０－５ ９１３×１０－６ １８５×１０－４ ８８６×１０－４ ４５２×１０－６ ２６７×１０－４ １１４×１０－４ １６３×１０－３ ３４７×１０－３ １２７３

成人 口 作物（蔬菜） １４４×１０－４ ５５９×１０－５ １８０×１０－５ １５０×１０－４ ６９３×１０－４ ３２１×１０－５ ２６７×１０－４ １５７×１０－４ １７８×１０－４ １７０×１０－３ ６２２

口 土壤 １１０×１０－７ １９６×１０－８ １６３×１０－８ ２０５×１０－７ １７９×１０－６ ８８１×１０－９ ６６０×１０－７ ５９７×１０－７ ３５６×１０－７ ３７６×１０－６ ００１

呼吸 土壤 １８６×１０－５ １８６×１０－５ ００７

小计 １１５×１０－３ ４６３×１０－４ ５８×１０－５ ２１９×１０－３ ７９４×１０－３ ６２７×１０－５ １７７×１０－３ ９９９×１０－４ １２６×１０－２ ２７２×１０－２ １００

各组分贡献率／％ ４２１ １７０ ０２１ ８０６ ２９１４ ０２３ ６５１ ３６６ ４６２８

皮肤 土壤 ７４８×１０－７ １３３×１０－７ １１１×１０－７ １４０×１０－６ １２１×１０－５ ５９８×１０－８ ４４９×１０－６ ４０６×１０－６ ２４２×１０－６ ２５６×１０－５ ００５

口 作物（小麦） １０５×１０－３ ５３８×１０－４ ４７９×１０－５ ２８９×１０－３ ９８９×１０－３ ４０５×１０－５ １９３×１０－３ １１３×１０－３ １６８×１０－２ ３４３×１０－２ ７１７８

口 作物（玉米） ７２７×１０－４ １４４×１０－４ ２１３×１０－５ ４３２×１０－４ ２０７×１０－３ １０５×１０－５ ６２３×１０－４ ２６６×１０－４ ３８０×１０－３ ８０９×１０－３ １６９４

儿童 口 作物（蔬菜） ４５０×１０－４ １７５×１０－４ ５６４×１０－５ ４６９×１０－４ ２１７×１０－３ １００×１０－４ ８３４×１０－４ ４９１×１０－４ ５５５×１０－４ ５３０×１０－３ １１０８

口 土壤 １０３×１０－６ １８３×１０－７ １５２×１０－７ １９２×１０－６ １６７×１０－５ ８２２×１０－８ ６１６×１０－６ ５５７×１０－６ ３３２×１０－６ ３５１×１０－５ ００７

呼吸 土壤 ３４８×１０－５ ３４８×１０－５ ００７

小计 ２２６×１０－３ ８５７×１０－４ １２６×１０－４ ３８×１０－３ １４１×１０－２ １５１×１０－４ ３３９×１０－３ １９×１０－３ ２１２×１０－２ ４７８×１０－２ １００

各组分贡献率／％ ４７３ １７９ ０２６ ７９４ ２９６０ ０３２ ７１０ ３９７ ４４２８

　　（２）冬小麦籽粒、夏玉米籽粒和蔬菜可食用部
分 ＰＡＨｓ总量分别为 ３６８７～３８９９μｇ／ｋｇ、８７７～
１１３５μｇ／ｋｇ和 ５１８～２９１８μｇ／ｋｇ，总体上蔬菜
ＰＡＨｓ含量由大到小为叶菜类、茎菜类、果菜类、根
菜类。粮食作物籽粒 ＰＡＨｓ主要以 ＢｇｈｉＰ为主，其
含量占总量的３６６％ ～４１６％。蔬菜 ＰＡＨｓ各组分
中以 Ｐｈｅ含量最高，占总量比例 ２４０％。粮食作物
籽粒 ＢａＰ含量均低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ＧＢ２７６２—

２０１２）规定的限量值（５μｇ／ｋｇ）。
（３）表层土壤、粮食作物和蔬菜高环 ＰＡＨｓ含量

占总量比例分别为 ７１９％、５８６％ ～６００％ 和
２８０％ ～５３７％，说明高温燃烧是土壤和粮食作物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而蔬菜 ＰＡＨｓ主要污染源为燃烧
源和石油源混合来源。

（４）成人和儿童 ＰＡＨｓ致癌风险分别为 ４０２×
１０－５和１７６×１０－５，非致癌指数分别为 ２７２×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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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４７８×１０－２，均低于 ＵＥＥＰＡ规定相应标准参考
值。口 作物是人体健康风险主要暴露途径和介质，

对致癌风险和非致癌指数贡献率分别为 ９８３９％ ～
９９６４％和 ９９８％ ～９９９％。对致癌风险贡献最大

的组分为 ＢａＰ和 ＤａｈＡ，贡献率分别为 ４２８９％ ～
４６７２％和２２１５％ ～２６３６％。对非致癌风险贡献
最大的组分是 ＢｇｈｉＰ和 Ｐｈｅ，贡献率分别为４４２８％ ～
４６２８％和２９１４％ ～２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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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ｏｖｅｒ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２３（１）：９５－１０１．

４　ＷＩＬＤＳＲ，ＪＯＮＥＳＫＣ．Ｐｏｌｙ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ｂｕｄｇｅ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１０１：９１－１０８．

５　ＪＯＮＥＳＫＣ，ＧＲＩＭＭＥＲＧ，ＪＡＣＯＢＪ，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ｐａｓｔｕｒ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ｏｎｅ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Ｋ［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８９，７８：１１７－１３０．

６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ＫＯＲＤＹＢＡＣＨＢ，ＳＭＲＥＣＺＡＫＢ，ＫＬＩＭＫＯＷＩＣＺＰＡＷＬＡＳ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ＰＡＨ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Ｕ：Ｐｏｌａｎｄａ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０７（１２）：３７４６－３７５３．

７　张枝焕，卢另，贺光秀，等．北京地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及污染源分析［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０１１，２０（４）：
６６８－６７５．
ＺＨＡＮＤＺＨ，ＬＵＬ，ＨＥＧＸ，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ｔｏｐｓｏｉ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０（４）：６６８－６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郜红建，魏俊岭，马静静，等．安徽省典型城市周边土壤 蔬菜中 ＰＡＨｓ的污染特征［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１０）：
１９１３－１９１９．
ＧＡＯＨＪ，ＷＥＩＪＬ，ＭＡＪＪ，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Ｈ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ｉｔｙｏｕｔｓｋｉｒｔｏｆ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１９１３－１９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周海军，孙文静，团良，等．重点污染源企业周边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水平与风险评价［Ｊ］．环境化学，２０１３，３２（１０）：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
ＺＨＯＵＨＪ，ＳＵＮＷ Ｊ，ＴＵＡＮＬ，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
ａｒｏｕ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３２（１０）：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朱媛媛，田靖，魏恩琪，等．天津市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特征、源解析和生态风险评价［Ｊ］．环境化学，２０１４，３３（２）：２４８－２５５．
ＺＨＵＹＹ，ＴＩＡＮＪ，ＷＥＩＥＱ，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３３（２）：２４８－２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ＫＷＯＮＨＯ，ＣＨＯＩＳＤ．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ＰＡＨ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ｆｒｏｍａｍｕｌｔ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ｉｔｙ，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７０－４７１：１４９４－１５０１．

１２　赵欧亚，冯圣东，石维，等．煤矿区农田土壤多环芳烃生态风险评估方法比较［Ｊ］．安全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５，１５（２）：３５２－３５８．
ＺＨＡＯＯＹ，ＦＥＮＧＳＤ，ＳＨＩＷ，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ｓｏｉｌｎｅａｒ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５（２）：３５２－３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郭雪．上海市郊区土壤 蔬菜系统中多环芳烃污染效应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ＧＵＯＸ．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吴迪，汪宜龙，刘伟健，等．河北邯郸钢铁冶炼区周边麦田土和小麦籽粒的多环芳烃含量及其组分谱特征［Ｊ］．环境科学，
２０１６，３７（２）：７４０－７４９．
ＷＵＤ，ＷＡＮＧＹＬ，ＬＩＵＷ Ｊ，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ＰＡＨ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ｇ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ｒｎｆｉｅｌｄ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ｓｍｅｌ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Ｈａｎｄａ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７（２）：７４０－７４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ＢＩＸ，ＬＵＯＷ，ＧＡＯＪＪ，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５６：１２－２２．

１６　曹云者，施烈焰，李丽和，等．浑蒲污灌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健康风险评价［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７（２）：
５４２－５４８．
ＣＡＯＹＺ，ＳＨＩＬＹ，ＬＩＬＨ，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ｓｆｒｏｍＨｕｎｐｕ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７（２）：５４２－５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陈素暖，何江涛，金爱芳，等．多环芳烃在不同灌区土壤剖面的分布特征研究［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０，３３（１０）：１０－１４．
ＣＨＥＮＳＮ，ＨＥＪＴ，ＪＩＮＡ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３（１０）：１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４２第 ９期　　　　　　　　　　　李艳 等：北京东南郊灌区多环芳烃污染风险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１８　党晋华，刘利军，赵颖，等．太原市小店污灌区土壤重金属和多环芳烃复合污染现状评价［Ｊ］．山西农业科学，２０１３，
４１（１０）：１０８５－１０８８．
ＤＡＮＧＪＨ，ＬＩＵＬＪ，ＺＨＡＯＹ，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ａｎｄＰＡＨ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ＸｉａｏｄｉａｎＳｅｗ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Ｔａｉｙｕ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４１（１０）：１０８５－１０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Ｗ，ＳＡＲＤＡＲＫ，ＣＡＩＣ，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Ｈ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ｖｉａ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ｉｎＫｈｙｂｅｒ
Ｐａｋｈｔｕｎｋｈｗ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９７（１）：４４８－４５８．

２０　杨军，陈同斌，雷梅，等．北京市再生水灌溉对土壤、农作物的重金属污染风险［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２）：２０９－２１７．
Ｙ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ＴＢ，ＬＥＩＭ，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ｒｏｐ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ｏｆ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６（２）：２０９－２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高军，王会肖，刘海军，等．北京市再生水灌溉对土壤质量的影响研究［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８（５）：
５７２－５７６．
ＧＡＯＪ，ＷＡＮＧＨＸ，ＬＩＵＨ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ｐｏｎ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４８（５）：５７２－５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马闯，杨军，雷梅，等．北京市再生水灌溉对地下水的重金属污染风险［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１２）：２２５０－２２５８．
ＭＡＣ，ＹＡＮＧＪ，ＬＥＩＭ，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１（１２）：２２５０－２２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何江涛，金爱芳，陈素暖，等．北京东南郊再生水灌区土壤 ＰＡＨｓ污染特征［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４）：６６６－６７３．
ＨＥＪＴ，ＪＩＮＡＦ，ＣＨＥＮＳ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Ｈｓｉｎ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ｕｂｕｒｂ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９（４）：６６６－６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石钰婷，何江涛，金爱芳．北京市东南郊不同灌区表层土壤中 ＰＡＨｓ来源解析［Ｊ］．现代地质，２０１１，２５（２）：３９３－４００．
ＳＨＩＹＴ，ＨＥＪＴ，ＪＩＮＡ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ｕｂｕｒｂ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５（２）：３９３－４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金爱芳，何江涛，陈素暖，等．北京东南郊污灌区土壤有机氯农药的垂向分布特征［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ＪＩＮＡＦ，ＨＥＪＴ，ＣＨＥＮＳ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ｆｒｏｍ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ｕｂｕｒｂ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０９，２９（９）：１９７０－１９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马文洁，何江涛，金爱芳，等．北京市郊再生水灌区土壤有机氯农药垂向分布特征［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１９（７）：
１６７５－１６８１．
ＭＡＷ Ｊ，ＨＥＪＴ，ＪＩＮＡＦ，ｅ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ｂｕｒｂ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１９（７）：１６７５－１６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ＷＡＮＧＳＹ，ＷＵＷ Ｙ，ＬＩＵＦ，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ｙ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７７－１７８：８５－９２．

２８　ＲＡＩＳ（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ｋ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ｓ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０］．
ｈｔｔｐ：∥ｒａｉｓ．ｏｒｎｌ．ｇｏｖ／ｔｏｏｌｓ／ｒａ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ｇｕｉｄｅ．ｈｔｍｌ．

２９　ＵＳ．ＥＰＡ．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Ⅰ：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Ｐａｒｔ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ｄｅｒｍａｌ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ｏｓｗｅｒ／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ａｇｓ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３０　ＵＳ．ＥＰ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ｏｉ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ｏｕｎｄｓｉｔ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８）［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ｓｕｐｅｒｆｕ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ｍｅｄｉａ／ｓｏｉｌ／ｐｄｆｓ／ｓｓｇｍａｉｎ．ｐｄｆ

３１　ＵＳ．ＥＰＡ．Ｓｏｉ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ｕｓ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ｓｕｐｅｒｆｕ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ｏｉｌ／
ｓｓｇ４９６．ｐｄｆ．

３２　ＵＳ．ＥＰＡ．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Ⅰ：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Ｐａｒｔ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Ｆｉｎａｌ［ＥＢ／
ＯＬ］．（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８）［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ｏｓｗｅｒ／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ａｇｓａ／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３３　ＨＪ２５．３—２０１４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Ｓ］．２０１４．
３４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 ＫＯＲＤＹＢＡＣＨＢ．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ｓ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６，１１（１２）：１２１－１２７．
３５　吕金刚，毕春娟，陈振楼，等．上海市崇明岛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分布和生态风险评价［Ｊ］．环境科学，２０１２，３３（１２）：

４２７０－４２７５．
ＬＶＪＧ，ＢＩＣＪ，ＣＨＥＮＺＬ，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１２）：４２７０－４２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冯岸红，朱智成，陈社军，等．寿光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Ｊ］．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３，３３（９）：１６０７－１６１４．
ＦＥＮＧＡＨ，ＺＨＵＺＣ，ＣＨＥＮＳＪ，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ｏｆ
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３（９）：１６０７－１６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王洪涛，张丽华．辽宁省污灌区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测定［Ｊ］．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２００９，２９（５）：３０－３１．
３８　ＮＡＭＪＪ，ＳＯＮＧＢＨ，ＥＯＭＫＣ，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ｉｎ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３，５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２８９．
３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ＶＡＮＶＯＬＫＳＨＵＲＳＶＥＳＴＩＮＧ．ＲｕｍｔｅｌｙｋｅｏｒｄｅｒｎｉｎｇｅｎＭｉｌｉｅｕｂｅｈｅｅｒ（ＶＲＯＭ）［ＥＢ／ＯＬ］．［２０１１ ０４ ０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ｉｊｋｓ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ｎｌ／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ｓ／ｖｒｏｍ．

８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４０　ＮＩＳＢＥＴＪＣＴ，ＬＡＧＯＹＰＫ．Ｔｏｘｉｃ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ＥＦｓ）ｆｏｒ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ＰＡＨｓ）［Ｊ］．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１６（３）：２９０－３００．

４１　ＴＳＡＩＰＪ，ＳＨＩＨＴＳ，ＣＨＥＮＨＬ，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ＰＡＨ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ｐｏｔｅｎ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ｔｏ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３８
（２）：３３３－３４３．

４２　薛海全．典型农作物中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的分布、累积规律［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１．
ＸＵＥＨＱ．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Ｈｓ，ＰＣＢ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ｒｏｐｓ［Ｄ］．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　万开，江明，杨国义，等．珠江三角洲典型城市蔬菜中多环芳烃分布特征［Ｊ］．土壤，２００９，４１（４）：５８３－５８７．
ＷＡＮＫ，ＪＩＡＮＧＭ，ＹＡＮＧＧＹ，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Ｈｓｉｎ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ｉｔｙ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Ｊ］．
Ｓｏｉｌｓ，２００９，４１（４）：５８３－５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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