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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表面沉积物中石油-重金属复合污染的生物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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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烟台，264003; ⒉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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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渤海中部蓬莱 19-3 溢油污染区域某溢油钻井平台附近海域的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石油烃含

量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石油生物修复过程中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随着石油降解的变化规律，探讨了二者的相

关性．结果表明，随着石油的降解，重金属 Cr、Cu、Ni、As 和 Cd 的浓度呈现出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浓

度变化幅度较大．前期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的升高可能与石油降解有一定的相关性，后期重金属浓度降低可

能是微生物、植物的作用、沉积物的再悬浮作用或重金属的纵向迁移导致的．Pb 则随着修复的进行表现为浓

度的持续减小，且变化幅度较平稳，这可能与活性 Pb 与沉水植物根系的作用以及沉积物 pH 和有机质含量减

少有关．修复后除 As( 8．2%) 外，沉积物中的 Cr、Cu、Ni、Pb 和 Cd 浓度的降低幅度为 48．5%—69．6%，表明石油

降解菌对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也有良好的修复效果．本研究将为石油污染土壤或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与石油烃复

合污染的生物修复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渤海，溢油污染，石油降解，沉积物，重金属，生物修复．

Bioremediation of combined pollution of petroleum and
heavy metal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Bohai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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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and petroleum hydrocarbon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collected from the offshore oil drilling platform in the Penglai 19-3 oil spill accident area of Bohai sea
were measured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pattern of the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with petroleum
degradation during the petroleum bioremediation，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ollut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Cr，Cu，Ni，As and Cd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degradation of oil． In the early stage，the increase of the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may be
related to petroleum degradation． And the later decline may be caused by the function of
microorganism and plant，resuspension of sediments or vertical mig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contrast，
the concentration of Pb declined steadily，which may b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ffective Pb
and root of submerged plants or decreasing of pH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the sediments． Except
for As ( 8．2% ) ，the extent of Cr，Cu，Ni，Pb and Cd reduction ranged from 48． 5% to 69． 6%．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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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ed that the oil degradation bacteria had a great effect on the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Keywords: Bohai， oil spill pollution， petroleum degradation， sediment， heavy metal，
bioremediation．

近几十年来，对渤海的大规模石油开发和高强度人为干扰综合作用已经导致渤海生态系统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退化，而重金属污染则是该区生态系统退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渤海作为重要的海上运输

通道，各类船舶碰撞事故时有发生，并且由于石油平台众多，大量输油管道分布在海底，使得该海域成为

溢油污染高发区［1］．研究表明，渤海总石油烃( TPH) 含量介于 15．2×10－6—65．3×10－6，平均值为 30．1×
10－6 ; 其中渤海湾含量最高，辽东湾次之，莱州湾的含量最小［2－3］．其特殊的近封闭地理环境导致渤海的

自净能力相对较差，绝大部分溢油滞留在海洋及周边海岸带中．其会对周边海底植物、浮游生物以及各

种海洋动物产生毒害，最终通过食物链作用于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4］．重金属是指比重大于

4．5 g·cm－3的一类金属元素，主要包括 Cu、Pb、Cr、Cd、Ag、Zn、Ni 等地球化学元素［5］．重金属污染具有以

下几个特征: 来源广、难降解、在沉积物或土壤中潜伏时间长难以被发现，并且脂溶性强，可以随生物链

层层累积，最终危害人类健康［6］．近年来，通过对渤海重金属污染进行观测和生态风险评价，可以发现渤

海各海域以及河口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情况．李建军等发现辽东湾存在重金属 Pb 严重超

标［7］．彭士涛等对渤海湾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得出轻微生态危害的结论，并且 Cd 为主要污染物［8］．张玉

凤等通过研究发现锦州湾区域处于高潜在风险等级，其沉积物中 Zn、As、Cr、Pb 等重金属达到了极重的

污染程度［9］．
土壤重金属修复主要包括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生物修复，其中生物修复以其成本低、环境友好、

操作简单、修复效果好等特点备受关注．生物修复分为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已有许多国内外的研究

结果表明，微生物不能降解和破坏重金属，但可通过作用改变其化学或物理特性从而影响金属在环境中

的迁移与转化［10-12］．目前关于微生物修复的研究方向大部分以微生物吸附氧化还原重金属和微生物矿

化固结重金属离子为主，后者主要是在过程中微生物释放出有机质，有机质与重金属结合将离子态的重

金属转变为有机矿物［13］．此外，微生物可以通过和植物的联合修复提高重金属修复效率［14］．一方面微生

物可以通过对重金属产生表面吸附、胞内累计以及生物转化等过程增加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另一方面

微生物可以通过在植物根部释放分泌物如有机酸生长素等，来增强植物对重金属的抗性，优化根际环

境，从而达到促进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和转运的目的，提高重金属修复效率［15-16］．渤海生态环境脆弱，而

我国海洋生态修复起步较晚，目前关于渤海的生态环境修复主要包括: 生物资源修复、海岸修复、滨海湿

地修复、海藻场修复以及海岛修复［17］．对于渤海石油、重金属污染生态修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石油

降解微生物的作用机理和高效菌株的筛选，而关于渤海石油原位修复的研究报道较少．
2011 年 6 月蓬莱 19-3 油田 B 平台、C 平台先后发生地质性溢油事故，造成大量原油和油基泥浆入

海，溢油事故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随着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的到位，

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逐步开展．2015 年 8 月，我们对渤海中部油气生产区某钻井平台周围海域沉积物石油

烃污染物开展了现场微生物修复项目．基于渤海中部公共海域沉积物现场微生物修复项目研究过程中

石油烃修复效果评估研究，本文对修复区域表层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物进行了分析，分析了该生物修复

工程对重金属污染物的作用规律，进而探讨了重金属生物修复的可行性，为海洋污染物的生物修复提供

一定的理论和科学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样品采集

表层沉积物样品的采集使用箱式取样器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修复前) 、2015 年 12 月( 修复后初次

评估) 和 2016 年 8 月( 修复后二次评估) 采集获得．采样点站位如图 1 所示，其中 BH21 为非油气采集

区，PL2、PL7、PL8 和 PL17 为石油平台外围的点，PL4、PL5 和 PL6 为临近石油平台采集点．样品采集后，

将其放入－20 ℃的冰柜中冷冻保存，送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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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与采样站位

Fig．1 Study area and locations of sampling sites in Bohai

1．2 样品处理与分析

( 1) 沉积物重金属总量测定

将样品风干后研磨至 100 目，称取约 0．100 g 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并加入 5 mL 氢氟酸，2 mL 硝

酸，1 mL 高氯酸，然后放入高压罐中，并置于 180 ℃的密闭环境中高温消解约 12 h．随后取出消解罐，放

在电热板上加热到 140—150 ℃，待白烟冒尽样品成牙膏状即可．再加入 2 mL 硝酸，2 mL 去离子水回溶，

并在 150 ℃密闭环境中高温消解约 12 h．最后转移到容量瓶定容至 50 mL 待测．为了降低实验误差，每

3 个样品加一个空白样，并且对每个样品做 1 个平行样．
样品中各重金属的含量用 Perkin Elmer( Hong Kong) Ltd．公司的 ELAN DＲC II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仪测定．
( 2) 沉积物石油烃总量测定

使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将样品冷冻干燥，除去其中杂质，用玛瑙研钵研磨并过 100 目筛，最后放入聚

乙烯袋中封存备用．称取适量处理过的样品，包于滤纸筒中，然后放入索氏抽提器中用重蒸二氯甲烷抽

提 24 h．旋转蒸发抽提出的溶液，直至溶液体积缩小到 5 mL，再将正己烷作为新溶剂替换原来的溶剂，

并浓缩到 1 mL．然后将去活性中性氧化铝、去活性中性硅胶和无水硫酸钠按由下至上的顺序加入到 30×
150 mm 的层析柱中，厚度分别为 3、3、1 cm，向层析柱滴入上述浓缩液，然后用少许正己烷 /二氯甲烷和

正己烷溶剂充分淋洗出样品中的有机组分( 饱和脂肪烃和芳烃) ，收集淋洗出的溶液于样品瓶中，并放

入冰箱冷藏．最后使用氮吹仪对淋洗出的溶液进行氮吹，浓缩至 0．5 mL，并以正己烷为溶剂将浓缩液转

移到 1．5 mL 的色谱瓶中，然后放到氮吹仪上用较弱的 N2进行二次浓缩，准备检测．先向待测液中加入内

标物，再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仪( GC-MS) 检测分析样品中的石油烃．
GC-MS 分析: 本研究采用美国 Agilent 公司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 型号: 7890A; MS 型号:

5975C) 对样品进行分析，此仪器具备自动进样器．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DB-5MS 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30 m×0．25 mm×0．25 μm) ．载气为氦气，流速

为 1． 2 mL·min－1，不分流进样，进样量 1 μL．进样口温度为 290 ℃，连接线温度为 300 ℃，柱初始温度为

50 ℃，保持 8 min，然后以 8 ℃·min－1的速度升温至 150 ℃，接着再保持 3 min，并以 3 ℃·min－1的速度升温

至 290 ℃，最后保持 30 min．
质谱条件: 离子化方式为 EI，轰击能量为 70 eV，离子源温度为 230 ℃，四极杆温度为 150 ℃，质量

扫描范围为 50—550 amu，采用全扫描方式( SCAN) 绘制标准曲线，并采用选择离子扫描方式( SIM) 进

行样品分析．
1．3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数据利用 Excel、OriginPro8．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此外，使用软件 SPSS 22．0 对表层沉积物

中的重金属含量和石油降解率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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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表层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

因 Pb、Cr、Ni、Cu、Cd 和 As 等 6 种重金属在石油中含量相对较高且生态毒性较大，故本研究选取它

们作为研究对象．表 1 为渤海中部蓬莱 19-3 某钻井平台附近的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变化．根据所得数

据分析，蓬莱 19-3 溢油事故后，8 个采样点的重金属含量均不满足国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指标要

求．其中，Pb、Cr、Ni、Cu 和 Cd 均达到国家土壤二级指标．而 As 含量高于二级指标标准，对于渤海海洋生

态环境的危害较大．
修复前后，部分重金属的浓度变化具有比较显著的规律性．由表 1 中重金属浓度变化可以看出，除

Pb 以外的其余 5 种重金属浓度变化均表现为随着修复工程的进行大约 70 d 后重金属浓度呈现上升趋

势; 而修复 210 d 左右时，Cr、Cu、Ni、As 和 Cd 这 5 种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含量表现为明显下降．并且可

以看出修复过程中 Cr、Ni、As 和 Cd 等 4 种重金属含量变化幅度较大，通常呈现出倍数式的上升和下降．
总体来说，在石油修复过程中，沉积物中重金属 Cr、Cu、Ni、As 和 Cd 的浓度呈现出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并且浓度变化幅度较大，而重金属 Pb 则随着修复的进行表现为浓度的持续减小，且变化幅度较平

稳．与 1994 年李淑媛［18］等研究的渤海沉积物环境背景值相对比，研究区域修复前重金属浓度 Pb、Cu、
Cd 的含量均高于其背景值．其中 Pb 大约是背景值的 3—5 倍，Cu 和 Cr 为 2—3 倍．修复后 210 d，重金属

Pb、Cr、Cu、Ni、Cr 的浓度虽仍高于背景值，但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表 1 蓬莱 19-3 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统计数据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surface sediments heavy metal content of Penglai19-3

时间
Time

参数
Parameters

铅
Pb

铬
Cr

铜
Cu

镍
Ni

砷
As

镉
Cd

修复前 范围 / ( mg·kg－1 ) 42．8—73．6 89．0—119．1 38．1—61．9 41．8—86．9 20．6—25．3 0．23—0．44

( 2015．8) 平均值 54．7 99．9 45．9 54．4 23．3 0．32

标准差 9．56 10．23 8．58 14．16 1．80 0．07

变异系数 /% 17．48 10．24 18．69 26．03 7．74 22．03

修复后 范围 / ( mg·kg－1 ) 29．6—32．9 206．7—245．4 36．7—47．7 137．4—154 426．5—510．5 0．408—0．488

初次效果评估 平均值 31．4 221．0 41．98 145．4 463．2 0．449

( 2015．12) 标准差 1．10 13．87 3．81 5．73 27．05 0．034

变异系数 /% 3．5 6．27 9．09 3．94 5．84 7．53

修复后 范围 / ( mg·kg－1 ) 17．1—22．2 34．4—45．2 12．4—13．7 14．8—19．7 15．2—32．5 0．158—0．213

二次效果评估 平均值 18．5 39．6 13．5 16．4 21．2 0．18

( 2016．8) 标准差 1．6 4．09 1．25 1．97 5．26 0．0194

变异系数 /% 8．66 10．33 9．26 12．07 24．82 10．81

环境背景值［18］ 14．38 － 21．82 － － 0．117

国家一级标准［19］ 35 90 35 40 15 0．2

国家二级标准［19］ 350 350 100 60 20 1

2．2 生物修复前后重金属浓度与石油烃降解率的关系

图 2( a) 为修复进行 70 d 后沉积物中各种污染物的浓度变化率，图 2( b) 为修复进行 70 d 到 210 d
之间的污染物浓度变化率．由于 70 d 后的污染物变化率是以初始沉积物中的污染物浓度为基准，因此负

变化率代表沉积物中该污染物浓度有所上升，负值越高上升幅度越大．通过对 70 d 以及 210 d 后的石油

烃降解率和各种重金属浓度的变化率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到修复进行 70 d 后，石油烃降解率是正向的，

这表明过程中石油烃的含量确实在减少，修复有了一定的效果．同时我们观察 Ni、Cd、Cr 等重金属的浓

度变化率，大多数以负值形式出现，这表明在石油降解的同时，这几种重金属不减反增．而在修复进行

70—210 d 的过程中随着对石油烃的降解，重金属的浓度迅速下降，图中表现为浓度变化率由前期的负

值变正．这说明了 Ni、Cr、Cd、As 等重金属浓度随石油降解表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我们可以推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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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中重金属浓度的升高可能与石油降解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图 2 修复 70 d( a) 及 70—210 d( b) 石油降解率和重金属浓度变化率

Fig．2 Oil degradation rate and concentration rate of heavy metal during restoration of 70( a) and 70—210( b) days

表 2、表 3 分别表示 70 d 和 70—210 d 重金属浓度变化与石油烃降解率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降解

进行 70 d 左右时，Pb、Cr、Ni 和 Cd 的浓度与石油烃降解率呈显著正相关．而随着降解过程的进行两者之

间的相关关系逐渐消失，这是由于前期石油中含有一些易降解组分，降解速度快，释放进入沉积物的重

金属浓度高．而后期石油降解速度缓慢，石油中重金属的释放过程减弱，导致了两者相关性的减小．这也

可以证明上述关于重金属浓度与石油烃降解率的假设基本成立．

表 2 70 d 石油烃降解率与重金属浓度变化率相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ocarbon degradation rate and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he 70 days
Pb Cr Ni Cu As Cd

Pearson 相关性 0．866* 0．823* 0．910* 0．730 0．782 0．987＊＊

显著性( 双尾) 0．026 0．044 0．012 0．100 0．066 0．000

n 6 6 6 6 6 6

* ．P＜0．005，＊＊．P＜0．001．

表 3 70—210 d 石油烃降解率与重金属浓度变化率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ocarbon degradation rate and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he 70—210 days
Pb Cr Ni Cu As Cd

Pearson 相关性 0．336 0．789 0．663 0．323 0．440 0．721

显著性( 双尾) 0．516 0．062 0．152 0．533 0．383 0．106

n 6 6 6 6 6 6

* ．P＜0．005，＊＊．P＜0．001．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石油是一种组成极其复杂的混合物，其中包括上千种性质不同的化学物质，其

中一部分就是重金属［20］．国外研究结果表明石油中可检测出的微量金属元素高达 56 种，这些重金属可

以随着石油污染进入土壤，土壤石油污染可能会伴生有土壤重金属污染［21-22］．蓬莱 19-3 溢油事故发生

后，大量的原油进入海洋，这些原油一部分以凝聚态附着在沉积物表面，一部分以溶解油或乳浊液的形

态进入海水．由于石油的相对密度介于 0．75—1 之间，会有一部分上升至海水表面，形成油膜．石油中重

金属的存在形式主要是与有机质形成络合物，随着修复过程中石油烃降解菌的加入，原油中一些有机质

以及轻烃组分含量被降解［23-24］，这就导致原油中与有机质产生螯合或配合作用的重金属被释放到水体

环境中，然后通过物理沉淀、化学吸附、生物沉积等过程进入沉积物［25-26］，造成修复一段时间后沉积物中

重金属含量大幅度上升．对于渤海中部某钻井平台溢油事故的处理主要是通过加入微生物进行石油烃

的降解．我们可以适当推测，在降解的过程中，微生物将石油烃降解，解除了有机质和重金属之间的配合

作用，使重金属通过离子迁移或沉降进入沉积物．上述关于重金属浓度和石油烃降解率的讨论也证明沉

积物中的重金属与石油降解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重金属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分析

通过对表 1 中修复前后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进行分析，重金属 Cr、Ni、As 和 Cd 的含量在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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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特别是 Ni 和 As．例如修复前 Ni 的浓度范围是 41．8—86．9 mg·kg－1，修复

70 d后沉积物中 Ni 的浓度变化为 137．4—154 mg·kg－1，大概是修复前的 2—3 倍．而重金属 As 的变化更

加明显，从修复前的 20．6—25．3 mg·kg－1变化为修复后 70 d 左右的 426．5—510．5 mg·kg－1，变化幅度为

20—25 倍左右，修复 210 d 后又降低到 15．2—32．5 mg·kg－1 ．图 3 为不同采样点重金属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As 是污染较为严重并且毒性极强的一种重金属污染物．数据分析可知，修复后 As 浓度总体呈现出

一种先升后降的浓度变化．并且相较于原始污染沉积物中的 As 含量，一次修复过后的沉积物的 As 含量

大约是其 20—25 倍，这种程度的浓度变化表明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并不是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的．
而沉积物中重金属 Cr、Ni、Cu、Cd 也表现出相似的浓度变化规律，不过变化程度没有 As 那么显著，Cr 浓

度提高两倍左右，Ni 含量上升两到三倍．

图 3 不同采样点重金属浓度随时间变化

Fig．3 Different sample sites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change over time

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浓度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上下波动是正常的，但若重金属含量上下波动过于巨大，

则基本可以判定引起这种重金属变化的原因应该是由外界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完全由自然条件

引起．通过变异系数的计算( 表 1) ，上述几种金属变异系数均为 10—20 左右，变异程度不大，证明修复前

的重金属来源类似．而修复 70 d 后，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含量显著升高，但变异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维持在 10—20 之间，重金属的来源仍然具有同源性．重金属浓度变化倍数大，这表明不是普通的自然迁

移导致的．推测可能与石油降解过程中原油本身所含重金属的释放有关．
由图 3 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重金属变化都符合这一规律．Pb 在石油降解过程中就呈现出一直

下降的趋势，并且 Pb 还是石油中含量较多的金属元素．张密［27］等的研究分析表明沉积物中的总铅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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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有机质以及水体和沉积物 pH 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升高总铅浓度增加，

pH 升高总铅浓度增加．而石油降解过程中，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不断减少，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沉积

物中总铅含量也应不断降低．并且根据陈雪兰［28］等的研究，石油污染的土壤在石油降解菌的降解过程

中，土壤 pH 持续下降，结合总铅与沉积物 pH 的关系，沉积物中的总铅也应表现为下降趋势．这与实际

测得的沉积物中铅浓度的变化过程具有一致性，这就可以适当解释铅与其他重金属不同的浓度变化趋

势．当沉积物和水体的理化性质发生改变时，具有生物活性的铅可以与沉水植物有机质、总氮、总磷以化

学键的形式结合，通过植物根系进入沉水植物体［29］，从而造成沉积物中的金属铅浓度不断下降，这也可

能是造成铅浓度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
重金属活性态迁移能力较强，沉积物重金属的迁移不仅有横向迁移还有纵向迁移［30］．据赵静［31］等

的研究表明，重金属 Pb 具有较强的纵向迁移能力，而重金属 Cr、Cu 的纵向迁移相对稳定，元素 Cd 则受

水体沉积物影响比较大．这也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修复过程中沉积物中铅的含量一直下降，而其他重

金属呈现上升后下降．随着石油降解菌的作用，有机质被降解与之络合的重金属随之释放到沉积物中，

而铅的纵向迁移能力强，这就使得最终表现出铅的浓度持续下降．而其余 5 种，则由于短时间内纵向迁

移能力弱，表现为在沉积物中的累积，数值上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
由图 2( a) 、( b) 可以看出，修复刚开始，石油烃降解菌主要作用于石油烃，石油烃降解速率快，同时

也活化了石油中的重金属．而随着时间的进行，石油中易被降解的组分降解完全，石油降解速率变缓，部

分石油降解菌作用于重金属，造成重金属浓度的降低．因为采样为表层沉积物，深度大概为 5cm，重金属

活化后随时间产生的纵向迁移也是重金属浓度降低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海洋动力作用，微生物、植物

的干扰，沉积物会产生再悬浮现象，这种现象会使沉积物中的重金属重新进入水体环境中，这也可能是

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降低的原因之一［32］．
但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不论是浓度一直降低的 Pb 还是先升高后降低的 Cr、Cu、Ni、As、Cd 等 5 种重

金属，其最终含量都低于修复前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与修复前相比较，Pb 的浓度平均降低了 65．1%，Cr
的浓度平均降低了 59．7%，Ni 的浓度平均降低了 68．4%，Cu 的浓度平均降低 69．6%，As 的浓度平均降低

8．2%，Cd 的浓度平均降低 48．5%．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石油降解菌对于海洋沉积物中重金属的

污染修复具有良好的效果．

3 结论( Conclusion)

( 1) 研究表明渤海中部蓬莱 19-3 某溢油平台附近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浓度随着石油的降解呈规律性

的变化．沉积物中重金属 Cr、Cu、Ni、As 和 Cd 的浓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浓度变化幅度较

大，而重金属 Pb 则随着修复的进行表现为浓度的持续减小，且变化幅度较平稳．
( 2) 随着石油的降解，沉积物中的重金属 Ni、Cr、Cd、As 在 70 d 时表现为浓度升高，而修复进行到

210 d 时表现为浓度降低．前期浓度升高可能与石油降解过程中原油本身所含重金属的释放有关，并且

Ni、Cr、Cd、As 短时间纵向迁移能力较弱，会造成重金属的短期累积．而后期浓度降低可能是由于微生

物、植物的作用、沉积物的再悬浮作用以及重金属的纵向迁移．
( 3) 研究结果表明，Pb 表现出与其他重金属不同的浓度变化规律，其浓度呈现持续降低．该原因可

能为: 一是降解过程中沉积物有机质含量降低以及 pH 的降低都将导致沉积物中总铅含量下降．其次 Pb
具有较强的纵向迁移能力使得表层沉积物中的 Pb 浓度降低．同时 Pb 可以通过与沉积物中的总氮、总磷

结合，顺着根系进入沉水植物体，造成沉积物中 Pb 浓度的持续降低．
( 4) 通过对修复前后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浓度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得出沉积物中几种重金属浓度均

有大幅度降低，除 As( 8．2%) 外，重金属 Cr、Cu、Ni、Pb 和 Cd 的降低幅度为 48．5%—69．6%，这表明石油

降解菌在降解石油烃的过程中，对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也有良好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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