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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广东省河台金矿矿山采取土壤、植物样品，并对其中的微量元素含量采用ICP-MS法测定，研究了金矿矿山土壤、植

物的根、茎、叶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结果表明：在成矿和表生地球化学过程中金矿土壤各层的微量元素

发生迁移和分异，在表土层和心土层含量高于底土层；土壤各剖面层中Au及Au的伴生元素 As、Hg、Cu、Pb明显高于背景对

照区和中国土壤背景值；植物体内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征受所处土壤环境影响，同时表现出每种植物独特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和对金矿环境的耐性机制；运用微量元素的生物吸收系数和生物转移系数表征植物对微量元素的吸收富集能力以及在各个

器官的迁移状况。

关键词：微量元素；土壤；植物；地球化学特征；河台金矿

基金项目：中科院创新项目(KZCX3-SW-152)；国家基金重点
项目(40331009、406721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06025464、
04201163)

1980 博士研究生

收稿 日期 ：2007-09-12；修回日期：2007-10-26

第一作者简介：苗莉(1980-)，女，博士研究生，环境科学专
业。E-mail: mli@gig. ac. cn

中图分类号：P632；Q948    文献标识码：A

    微量元素在土壤和动植物体内含量较低，但为

动植物正常生长所不可缺少的。土壤微量元素的含

量直接影响植物体内微量元素含量，植物经腐烂分
解释放后微量元素又归还土壤与环境中，由此构成

了微量元素在生态环境中的循环。随着矿产资源的

开发利用，从不活动态的原生矿物中释放出来的微

量元素进入了土壤和环境，过量的元素带来的环境
问题日趋严重，尤其是微量元素中富含的重金属元

素所带来的危害日益突出，不仅对矿区及其周边物

质循环破坏严重，其生态系统也极其恶化，如何控制

和减轻重金属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和危害已成为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调查矿区土壤与所生长

的植被微量元素的特征和变化规律成为重要的研究

前提[1-7]。本研究以金矿矿床蚀变带上土壤和植被

为研究对象，分析土壤和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的含

量及分布规律，从地球化学循环的角度分析矿区植

物微量元素的迁移和吸收规律以及对生境的适应
性，为矿区微量元素生态地球化学和生态环境提供

资料和理论依据。

1  样品采集与测试

1.1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矿床特征

    河台金矿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河台镇，见图

1，东经 112。00’-112。30’，北纬23。10’-23。30’。区

内广泛露有广东省境内最古老的地层——震旦系及

下古生界地层，是金、银、锡和稀土等元素的地球化
学高背景区。志留纪末发生的加里东运动产生的紧

密复式褶皱和断裂带以及沿断裂带分布的动力变质

带，不仅是广东西部地质构造的骨架，而且对该区的

成岩成矿作用有着重大影响。矿区坐落在罗定一广
宁断裂带的北东段宝鸭塘一坑尾断裂两侧的韧性剪

切带上，南部为浅变质奥陶一志留系地层，北部为云

楼岗杂岩体以及残存在该岩体内部震旦C组深变

质岩系。矿区东部为近南北向的毕陇一福洞断裂。



河台金矿主矿体属蚀变糜棱岩矿体，是本矿床最大

的矿体，还有一种小矿体为填充型石英脉矿体；矿体

中成矿元素种类简单，矿石也比较单一，除主元素金

之外，伴有少量的铜、银和铅，主要金属矿物为自然

金、黄铁矿、黄铜矿和磁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

英、绢云母等‘8]。河台地处亚热带，属海洋性气候，

全年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22.1℃，年平均降

雨量1638 mm。研究区植被覆盖率大于 95%，主要

有马 尾 松 （Pinus massoniana）、桃 金 娘 (Rho-

damyrms tomenlosa)、芒萁(Dicranopteris dichoto-

ma)、杉树(Cunninghamia Lanceolate)等。

1.2 样品采集

    2006年1-3月调查了河台金矿山生态环境和
自然生长的植被，分析植被群落的优势度，确定优势
植物。沿着矿脉植被和土壤同时布点，在远离金矿
区的伍村作为背景对照区。按照土壤的自然发生层
位，将完整的土壤剖面由上到下分为表土层(A)、心
土层(B)、底土层(C)，见表1。所有土壤按照土壤微
量元素的处理方法，将土壤自然风干，去除杂质，研
磨，过200目筛，混合均匀，供分析测试用。
    研究区采集优势植被马尾松(Pinas massonz-
ana)、芒萁(Dicranopteris dichotoma)，取其每株植
被的根、茎、叶，并分别依次以自来水、蒸馏水、去离
子水各冲洗3次，在60℃-70℃下烘干，磨细，混合
均匀，过100目筛，备用。

1.3 分析方法
    准确称取土样用HN03和HF溶解超声波振
荡后置电热板蒸干，再次加入HF和HN03密封加
热7～10 d，溶液蒸干后加入稀硝酸，恒温24 h，再
次蒸干赶尽多余的酸，再以稀硝酸溶解、定容，加内
标。定量称取植物样品并于500℃灰化至白色或灰
白色，灰分用混酸消解至无色透明。所有样品微量
元素含量用ICP-MS(ELAN 6000)在中科院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广州质谱中心测定。其实验参数见文
献‘9]，相对标准偏差(RSD)小于5%。

2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2.1.1  土壤 中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土壤是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的主要来

源，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决定于土壤母质和表生地球

化学作用[lo]。河台金矿山、对照区微量元素的含
量，中国土壤微量元素背景值‘11]，世界土壤微量元

素中值[12]见表2。土壤剖面中层次的分异是受自然
成土因素和长期的人为活动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

果，各层次记录了土壤剖面中物质迁移积聚的信息
和行为。金矿土壤各层的微量元素在表土层和心土

层含量高于底土层，其中 Ti、Fe、Au、Pb、Cu、Co、

Mn、Cr在各层中的含量差别较大，表现出从 C层到

A层微量元素的富集和分异特征。其他元素在各层

中含量虽有差异，但分异很小。与对照区伍村采样
点相比，除个别元素如A层中的 Ga、Sr、Nb、Cs、

Th、Sn，C层的Sb和各层中的Ta、Mo略低于对照

区外，金矿红土各层中的微量元素均高于背景对照

区，其中金矿 A、B、C层中金含量分别是伍村的

145、99.8、35.1倍，A层中的As是伍村的8.1倍，
A、B、C中的Cu是伍村的12.5、9.5、12.5倍。金矿

土壤微量元素 Sc、Ti、V、Fe、Co、Cu、Ga、Pb、Sn、

Au、Ag、Hg、As的含量均高于中国土壤背景值和世

图1 河台金矿矿区地质与采样点分布图

Fig.l. Geological sketch map and sampling

    sites of the Hetai goldfield.

    表 1 研究区自然概况

Table l.Natural conditions of the sampling sites



界土壤中值，尤其以有毒污染重金属元素Ag、Sn、
Au、Hg、Co、Pb、Cu、As在A层含量分别是中国土
壤背景值的7．O、5.2、4.7、4.5、4.2、2.6、2.3、2.1

倍。与背景对照区和中国土壤背景值以及世界土壤

中值相比较，金及金的伴生元素如As、Hg、Cu、Pb

在金矿土壤中富集。

2.1.2  土壤 中微量元素元素对比值特征
    金矿区土壤中元素对 Zr/Hf、V/Cr、Ni/Co、
Cd/Hg与地壳微量元素[13]的元素对比值接近，在
金矿区成土过程没有明显改变 自然界 Zr/Hf、
V/Cr、Ni/Co、Cd/Hg比值；金矿 区土壤 中的

Mn/Cr、Zn/Cu、Zn/Pb、Zn/Cd、Rb/Cs、Cu/Ag、
Cu/Au、Ag/Au均低于地壳相应微量元素的元素对

比值。而Ba/Sr值高于地壳相应元素对比值。在金
矿成土过程中，Mn比Cr，Zn比Cu、Pb、Cd，Rb比

Cs，Cu比Ag、Au，Au比Ag，Sr比Ba更易迁移。
元素对由于其物理化学性质，特别是离子半径和电

荷的相似性，在地球体系中有相似的地球化学行为，
但这些元素比值的变化反映了内生地球化学和表生
地球化学过程中的某些特征。在金矿区元素对从矿

物中分离出来在表生地球化学过程中形成的金属硫
化物和硫酸盐以及碳酸盐而进入表生地球化学循

环，虽然元素对有许多共同的化学性质和地球化学

行为，但由于所形成的盐类的溶解度不同以及气候
条件和土壤酸碱度不同而产生分离，在华南湿热和

酸性土壤条件下，更有利于Mn、Zn和Sr的碳酸盐，

硫化物以及硫酸盐的迁移，尤其在金矿区酸性还原

条件下，有利于土壤中锰氧化物还原成 Mnz+，致使
金矿区Mn/Cr比值与地壳相比较低。与背景对照

区伍村土壤相比，元素对比值也有明显不同，尤其是

与所处矿床紧密相关的元素 Au、Ag有关的元素对

比值两采样点差别最大，应用这些元素对比值的变
化有可能作为土壤受单个元素污染的指示，并作为

地球化学找矿的依据。由此可见，金矿区土壤元素

比值的变化一方面决定于元素本身的化学性质，另一
方面决定于土壤形成因素特别是金矿矿床和矿区气

候条件影响程度。

    表2 土壤微量元素含量
Table 2.The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 in soils    mg. kg-'

注：sc-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11]；sw-世界土壤中值[12]。



2.1.3  微量元素平均含量与原子序数的对

数曲线特点

    图2为微量元素在中国陆地地壳、金矿和背景
对照区土壤的平均含量与原子序数的对数曲线，呈

现锯齿型分布，三者大体呈现一致规律：土壤微量元

素继承地壳丰度微量元素随原子序数增高而变化的

规律，形象表现出大部分元素的偶数规则，即原子序

数为偶数元素丰度高于相邻的原子序数为奇数的元

素，也存在一些元素不符合偶数规则，如V>Cr<

Mn; Ga>Ge<As。但在金矿土壤中Zn、Ni、Sr、Mo
出现亏损，Cu、As、Ag出现正异常，微量元素的地球

化学特征发生变化。

2.2  植物中微量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

2. 2.1  植物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征

    对于生长在不同地点的同一种植物的分析结果
表明，植物体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其所处的环境密

切相关。金矿矿山生长的芒萁根中的Au、Ag、Mn、

Cu、Ba、Co、As、Hg分别为21. 06肚g．kg-'、0. 03、
97.6、17.2、20. 15、2.54、0.56、0.10 mg.kg-'，生

长在背景区伍村芒萁根中的以上元素分别为 0. 70

vg. kg-'、0. 027、26.2、3.19、8.48、0.38、0.37、

0. 07 mg．kg-'。金矿矿山生长的马尾松根中的

Au、Ag、Mn、Cu、Ba、Co、Hg分别是伍村采样点含
量的11.8、1.2、4.1、5.9、5。5、4。7、1。O倍。与对照

区伍村相比，金矿矿山生长植物的茎和叶的 Au、

Ag、Mn、Cu、Ba、Co、Hg含量表现出明显差异，明显

高于在伍村的含量，同时也客观反映两个地区土壤

中微量元素含量差异状况。其他的微量元素在矿山
植物中的含量低于对照背景区，这基本与土壤微量

元素的含量特征相似，植物微量元素的生物积累与

所处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的相关。金矿区植被主要受

矿床中金及其金的伴生元素的影响，表现出自身适

应能力或经过长期诱导，经过植物的吸收在植物体内

富集Au、Ag、Mn、Cu、Ba、Co、Hg而呈现比非矿山环

境中的植被较高含量，Au元素地球化学效应显著。

    同一地点的不同植物吸收积累微量元素的特征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以芒萁和马尾松为例，芒萁根中

的微量元素除Mn、Zn、Sr、Cd、Ag和 Au外其他元

素的含量均高于在马尾松根中的含量，芒萁茎中除

Sc、Cr、Ga、Ge、Rb、Cs、Ba外其他元素均低于在马

尾松茎中的含量，芒萁叶除Sc、Ti、V、Cr、Cd和 Ag

外其他元素含量高于在马尾松叶中的含量。总体来

    表3 研究区土壤、地壳微量元素对比值

Table 3.The ratio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one element to that of another in soils and the Earth crust

注：中国陆地地壳丰度引自黎彤和倪守斌[13]。

    图2  土壤与地壳微量元素的分布曲线图

Fig.2.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race elements in soils and the Earth crust



说 ，芒萁 比马尾松更容易吸收环境中大量微量元素，

这主要由于不 同植物具有对微量元素的生理适应和

耐性机制不同造成 。

2.2.2 植 物 体 内各 器 官微 量 元 素 的含 量特 征

    植物根从土壤 中吸收物质后 ，依次将物质传输

到茎和叶片中。由于不同元素在植物体 内的传输能

力以及植物不同器官对元 素的生理需求不 同，元素

在不同器官中的含量差别显著 。在金矿区芒萁根中

的含量 以 Fe、Mn、Ti、Ba、Rb、Pb、Cr、Cu、Zn、Ni

(813. 70、97.6、64. 59、20. 15、20. 15、19. 08、18. 64、

17. 22、14. 83、8.95 mg kg-')，茎 中以 Fe、Mn、Ba、

Rb、Pb、Zn、Sr、Ti、Cu(50. 40、186.0、27. 13、16. 34、

8. 86、6.11、2.61、2.12、2.05 mg kg-')，叶中以 Fe、

Mn、Ba、Rb、Pb、Sr、Ga、Ti、Cu(225.8、1217.3、236.

63、56. 48、45. 24、7.25、6.60、5.17、3.13 mg kg-')

含量居高。微量元素 Sc、Ti、V、Cr、Mn、Fe、Co、Ni、

Cu、Zr、Nb、Mo、Cd、Ag、Au、As、Pb、Sn、Sb在芒萁

各部位的含量大小规律为 ：根>叶>茎，如 Au在根

茎叶中的含量分别为 21. 06、0.58、0.80肛g．kg-'，

在根中的含量分别是在茎和叶中的36和26倍。其

他元素在叶中的含量稍大于根和茎。芒萁的须状根

系发达，匍匐延伸深于地表生长，易于吸收土壤环境

中的大量微量元素。根和叶是植物进行物质生产和
光合作用的主要部位，微量元素在根叶中含量较高，

说明大量微量元素参与了芒萁的物质生产和光能利

用过程。芒萁茎中微量元素含量较低，可能主要与

茎的输送作用有关。微量元素在马尾松体内主要以
Fe、Ti、Mn、Cu、Zn、Rb、Ba、Pb、Cr和Ni为主，与在

芒萁中含量相似，由此可见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

素和化学性质、生理功能相近的必需微量元素在构

成植物体矿质组成的分配上具有相似的规律。Sc、
Ti、Cr、Fe、Ga、Zr、Nb、Cs、Cd、Au、Pb在马尾松各器

官中的分布规律是根>茎>叶；Mn的分布规律是

叶>茎>根；Ni、Zn、Rb分布规律为叶>根>茎；其
他微量元素在各个器官中含量差别不显著。微量元

素在马尾松各个器官的分布规律与芒萁不同，与不

同植物的各个器官新陈代谢的强度和物质传输距末
端距离有关。

    表4 植物体微量元素含量
Table 4.The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s in plants    mg. kg-'



2.2.3  微 量元 素 的生物 转移 系数和 生物 吸

收系数
    众所周知，植物中的元素绝大部分是来自土壤，

少量来自叶片与大气及雨水的物质交换。因此植物

与土壤中的元素有一定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评价

土壤对植物的作用和影响程度。为了解释这种关

系，常使用生物吸收系数 ( Biological  Absorption

Coefficient)表征元素从土壤转移到植物体中的程

度。可用下式来计算 ：

    BAC= Px/Sx

    式中，Px表示元素在植物中的含量，Sx为该元

素在生长该植物的根系土壤中的含量。

    由表 5可以看出，不同植物在同一生长环境下

对微量元素的生物吸收系数不同，同一植物不同器

官的生物吸收系数变幅很大。对于芒萁根而言，生

物吸收系数较强的元素有 Cr、Mn、Ni、Cu、Zn、Ge、

Rb、Sr、Mo、Cd、Au、Pb和 Hg，茎：Mn、Zn、Rb、Sr、

Ba、Cd、Pb、Hg，叶：Mn、Zn、Ga、Ge、Rb、Sr、Ba、Mo、

Cd、Sb和 Pb；马尾松根中生物吸收系数较大的元素

为 Mn、Ni、Cu、Zn、Rb、Sr、Mo、Cd、Au、Pb、Hg，茎：

Mn、Cu、Zn、Sr、Cd、Sb、Hg，叶：Mn、Ni、Cu、Zn、Rb、

Sr、Cd、Sb、Hg。这些元素生物系数数值在大于0.1

范围中，尤其以 Mn最为突出，其他元素数值在较低

的数量级内变动。由表 5还可以看出，生物吸收系

数大的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可能并不高，如 Fe、V、

Cr、Co在土壤中的含量高于 Zn、Cd，但 Zn和 Cd的

生物吸收系数高于 Fe、V、Cr、Mn l-3个数量级。

这表明微量元素的生物吸收能力是按生物学和地球

化学规律进行，植物从土壤中富集微量元素的能力

不完全取决于某一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植物体中

存在能够调节体内微量元素浓度水平的生理垒[14]

或土壤一植物壁垒[15]使体内微量元素的吸收富集

在一定范围内，植物体对稀土元素的吸收也存在类

似特征[16]。因此，在污染环境中，土壤中某一特定

元素含量稍有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植物的正常

生长。相反有些元素变化量虽然较大，也不会影响

植物的生长发育，在评价土壤对植物的影响时，应充

分考虑某一元素的生物吸收系数这一指标。

    植物对元素的迁移转化能力是指植物从土壤环

境中吸取元素并由生长周期较长的根向生长周期较

短的茎叶转移能力的大小，具体可以用生物转移系

数(Biological Transfer Coefficient，BTC)表示，为

植物地上部分元素含量与地下部分相应元素含量的

比值。从生物转移系数来看，同一种植物对不同的

微量元素有不同的吸收能力和分布状况；不同的植

物种类对同一种重金属元素的吸收以及吸收后在体

内的运输和分布也是不同的。生长在金矿区的芒萁

对微量元素的转移能力分为三类：I BTC>1 (Mn、

Zn、Ga、Ge、Rb、Sr、Cs、Ba、Pb);0.1< ⅡBTC <1

(Sc、Co、Cu、Zr、Mo、Cd、Ag、As、Hg、Sn、Sb);Ⅲ

BTC<O. l(Ti、V、Cr、Fe、Ni、Nb、Au)，对马尾松而

言，I BTC>1  (Mn、Fe、Co、Ni、Cu、Zn、Sr、Ba、Ag、

As、Sn、Sb);0.1< ⅡBTC <1( Sc、Ti、V、Cr、Ga、

Ge、Rb、Zr、Nb、Cs、Mo、Cd);ⅢBTC<O. l(Au)。

芒萁和马尾松从金矿土壤中吸收微量元素转移到地

上部分的能力大小依次为I> Ⅱ>Ⅲ。这两种植物

不仅有选择地吸收转移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同时也

不能完全拒斥其它元素，这些元素在植物体内的组

成反映了其生境的地球化学特点。微量元素本身化

学特性以及可溶性和生物可利用性影响其在植物体

内的迁移，同时还与植物对微量元素尤其对重金属

的耐性有关。在矿区环境中，金属对植物是一种很

强的选择压力，通过干扰植物组织细胞的正常代谢

过程，抑制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对植物产生毒害作

用。矿区植物长期受到矿区重金属成矿作用的影

响，已适应其生长环境，形成特定的耐性机制，对恶

劣环境具有很强的耐性和适应性，以减少对自身的

危害。在植物的耐性机制‘17 -18]中，植物将吸收的有

害元素滞留在根部，限制有害元素向地上部分转移，

以保持茎叶中较低的有害元素的含量减少对光合和

呼吸系统的破坏，如在金矿区对于毒性强的重金属

Au在植物体中的转移系数较低，以此适应 Au对植

物体的胁迫。或是采用将有害元素由根转移到植被

较易脱落的部位，经过蒸腾作用或者枝叶的凋落减少

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负荷，达到减轻其对植物体的毒

害作用。如在金矿区芒萁中Mn、Zn、Pb，马尾松中

Mn、Co、Ni、Cu、Zn、Ag、As、Sn、Sb的生物转移系数大

于 1，意味着越多金属元素被吸收和累积在更新周期

较短的植物地上部分器官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残留在

更新周期较长的植物根系中，通过生物转移系数的大

小可以看出马尾松对重金属的耐性强于芒萁，可以利

用这种耐性机制，马尾松对于降低污染土壤中重金属

含量具有良好的修复潜力。芒萁表现出对重金属的

避性机理拒绝或更多限制重金属在其体内的迁移，这

种机制可能与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相应地产生

了多种抵抗重金属毒害的防御机制有关‘19 -ZOJ。



3  结论

    (1)大量微量元素在金矿矿山土壤中的含量明

显高于背景对照区、中国土壤背景值和世界土壤中

值，尤其是Au及Au的伴生元素Cu、As、Pb等。微
量元素在土壤各层发生分异，在表土层和心土层含
量较高。

    (2)微量元素对比值的变化反映金矿成土过程

元素的迁移和与金矿有关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行
为，并为地球化学找矿提供依据。金矿土壤微量元素

与原子序数的对数曲线模式与地壳基本相似，但出现

Cu、As、Hg的正异常和Zn、Ni、Sr、Mo的亏损。

    (3)植物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是土壤中元

素在环境中迁移、富集和分异的结果。金矿区植物
体内尤其根部含有比对照区高达30倍的Au，表现

了该地区Au生物地球化学的元素效应。同种植物

在不同采样点微量元素的含量不同，且同一采样点

的不同植物也具有不同含量的微量元素，这不仅与
植物本身的生理特性有关，还有其所在的地质背景

以及各个元素的化学特性有关。
    (4)大量微量元素在金矿区芒萁各部位的含量

特征是：根>叶>茎，在马尾松中为：根>茎>叶。
利用生物转移系数将微量元素在植物体内的迁移能

力分为三类，反映出各种植物对金矿矿区环境耐性

机制的不同。分析生物吸收系数表明，植物对土壤

中微量元素的选择吸收和富集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
元素在土壤中含量的高低，还与植物生理相关。微

量元素生物转移系数和生物吸收系数在研究土壤一

植物关系时将作为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指标参数。
    (5)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微量元素交换是金矿

矿床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主要界面行为之一，这一
过程对生态和环境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记录

金矿环境中物质转化和迁移积聚信息，矿区土壤中

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过量会导致植物生长的异

常，从而可以通过食物链影响生物圈的微量元素的
正常循环。金矿区土壤和植物中金及其伴生元素处

于富集状态，主要来源于金矿矿床的侵蚀、淋溶，是

综合、长期的环境条件的反应，影响着金矿区微量元
素的迁移转化和环境生态效应。根据土壤一植物系

统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征以及矿区植被对微量元素

的生物学特性和耐性机制为金矿区以及矿区废弃的

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表5 金矿区微量元素生物吸收和生物转移系数

Table 5.The biological absorp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efficients of trace elements in plants in the gold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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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CHEMICAL AND BIO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OIL-PLANT SYSTEM IN THE

    HETAI GOLDFIELD, GUANGDONG PROVINCE

    MIAO Ljl,z,XU Rui-songz,ZHU Zhao-yul,WANG Jie"2,  CAI Rujl'Z,  CHEN Yul'2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oil-plant system taken from the Hetai goldfield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determined by the ICP-MS method and their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ce elements in

soil profiles have been transported an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mineral formation and supergenic geochemical process. In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soil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s in layer A and layer B are higher than in layer C.The concentra-

tions of Au and Au-associated elements such As,  Hg, Cu, Pb in the soil in the mineralized area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The distributions of trace elements in plants are influenced by soils and also have their individual bio-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plant species display different tolerant mechanisms to tb.e Au mineral surrounding.

The biological absorption coefficients (BAC) and the biological transfer coefficients (BTC) indicate the differences in absorben-

cy of trace elements in plants and their transportation in different plant organs.

Key words: trace element; soil; plan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Hetai gold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