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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的河道底泥与其上覆水，开展有机质、总氮总磷、重金属污

染物含量试验，采用分配系数定义底泥污染物和水中污染物的浓度比值，通过有机质、总氮总磷、

重金属污染物的分配系数分析底泥其与上覆水中污染物的关联性，导入分配系数标准差与相关系

数的关系，探讨底泥与上覆水污染物的关联度，进而明确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污染物

在底泥与其上覆水中的分配比重不同，上覆水与底泥中污染物的相关系数差异较大，污染物分配

系数越稳定，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的相关性越高；底泥中黏粒含量、有机质含量及塑性指数对

污染物分配系数具有显著影响，污染物分配系数均随底泥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重金属分配系

数随着底泥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有机质分配系数与总氮分配系数随塑性指数的增大大致呈

增大趋势，各重金属分配系数的对数值与底泥塑性指数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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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ants of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in urb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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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pollutant content tests of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heavy 
metals were performed on the river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obtained from five sites in Jin'an District, 
Fuzhou. Partition coefficient was introduc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pollutants between the river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The correlation of pollutans between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was analyzed by th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of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heavy metals. Then, introdu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partition coefficient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discus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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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ollutants in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and clarified it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tion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pollutants in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is different,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ollutants in overlying water and sediment is quite different. The more stable 
the pollutant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is, the higher the correlation is with the pollutants in the overlying water. 
The clay content,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plasticity index of sedi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llutant partition coefficient. The pollutant parti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lay content in the 
sediment, and the heavy metal parti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the 
sediment. The 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sticity index. There i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garithm of heavy metal parti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plasticity index of sediment.
Keywords: urban river； river sediment； overlying water； pollutants； partition coefficient

城市居民区和工业区长期将生活污水和工业

废水直接排放入城市内河，导致城市内河黑臭问题

日益凸显。内河底泥是城市内河污染物的主要储

存库，底泥污染物主要包括有机质污染物、氮磷营

养盐和重金属 3 大类 [1-3]。底泥粒径对污染物的吸附

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4]，不同污染物之间也能相互影

响，特别是有机质与重金属污染物之间的络合作用

对其在泥 -水环境中的迁移分配规律具有显著影

响 [5]。通过沉淀、吸附等作用，有机质、氮磷营养盐

和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底泥中逐渐累积，其含量通常

高于上覆水中污染物含量。当污染物含量超过底

泥的吸附能力或水体污染物含量减少及周围水环

境发生变化时，底泥中的可溶性污染物重新释放到

上覆水体中，底泥与其上覆水中的污染物保持着动

态平衡关系 [6-9]。当底泥或上覆水体严重污染时，会

对生态和人体健康造成长期危害，此时需要对污染

河道进行治理。

是否需要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不是简单地比

较污染物含量，而是建立在底泥与其上覆水的污染

物相互关系及生态效应风险的基础上 [10-11]。同时，

已有研究表明，底泥及其水体中的有机质、氮磷营

养盐、重金属污染物都会影响底泥的比重、液塑限、

压缩性、不排水抗剪强度等物理-力学性状 [12-16]，底泥

的液塑限、强度等物理-力学性状对底泥的处理方法

与效果有显著影响 [17-20]。因此，研究城市内河底泥

及其上覆水体污染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能为城市

黑臭内河的综合治理提供参考。但目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河流水体的污染特征分析、底泥中污染物

向上覆水释放的规律 [21]，以及底泥或水体中某种污

染物对于其物理 -力学性状的影响 [12-16]，关于底泥与

其上覆水中污染物相关性及污染物在底泥与其上

覆水中分配系数的研究鲜有报道。

笔者采集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的底泥和

上覆水体试样，测定其有机质、氮、磷、重金属含量，

探讨底泥与其上覆水体中污染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关键影响因素。

1　试样与试验方法

1. 1　试样

图 1 显示了福州市晋安区水系取样的 5 个点

位，分别用 S1、S2、S3、S4、S5 表示。该水系有两条

干流，分别是凤坂河和浦东河，福兴河、新厝河、淌

洋河为汇入浦东河干流的 3 条支流，浦东河干流的

最下游处为一个公园内的人工湖。S1 位于浦东河

干流的中段，S2 位于浦东河干流的上游点，S3 位于

新厝河与浦东河干流的汇集处，S4 位于淌洋河与浦

东河干流的汇集处，S5 位于浦东河下游的人工湖

处。5 个点位的基本情况见表 1，其中水体的溶解氧

含量（DO）采用《水质溶解氧的测定碘量法》（GB 
7489—87）[22]测得。根据《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23]的采样方法获取底泥和上覆水样品，

底泥呈黑色流体状态，臭味浓，其上覆水呈淡黄色。

采集底泥试样后剔除植物、石子等杂物，用聚乙烯

袋封装，运至实验室后避光保存。相应的底泥上覆

水封存于无菌聚乙烯瓶中，运至实验室后在 4 ℃、避

光的条件下保存。

图 1　底泥取样点位

Fig. 1　Sampling location of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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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的基本物理性质如表 2 所示，底泥颗粒分

析 按 照《土 工 试 验 方 法 标 准》（GB/T 50123—
2019）[24]中的筛析法和密度计法测定，点位 S1~S5
底泥黏粒含量（<0. 005 mm）、粉粒含量（0. 005~
0. 075 mm）、砂粒含量（>0. 075 mm）分布范围分别为

12. 3%~42. 4%、47. 5%~82. 9%、4. 8%~10. 2%。

底泥颗粒中以黏粒、粉粒居多，砂粒较少。液限

（wL）和塑限（wP）分别采用 Casagrande 法和搓条法

测定。

1. 2　试验分析方法

针 对 S1~S5 河 道 底 泥 ，测 定 有 机 质 含 量

（OM）、总氮含量（TN）、总磷含量（TP）和重金属

（Cu、Zn、Ni、Pb）含量；对应的上覆水体测定化学需

氧量（COD）、总氮含量（TN）、总磷含量（TP）和重

金属（Cu、Zn、Ni、Pb）含量，测定方法见表 3。

2　污染物分配系数

污染物在底泥与水体之间的分配系数定义为

两相体系达平衡状态时污染物在颗粒物和水中浓

度的比值 [25]。分配系数反映了污染物在固相和水相

之间的分配、释放、迁移、贮存能力。分配系数越

大，表明污染物以结合态形式存在得越多，容易通

过吸附反应滞留在固相中 [26]。同时，某些污染物，如

有机质，其生物利用度和降解率都与分配系数直接

相关 [27]。分配系数是描述污染物在底泥 -水环境中

行为的重要物理化学特征参数 [28]。

2. 1　底泥与其上覆水有机质关联性分析

图 2 为福州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底泥有机质含

量，分布在 3. 8%~12. 3% 范围内。其中，点位 S5
底泥的有机质含量最高，该区域水生植物繁茂，且

点位 S5 处于人工湖内，湖泊面积大，水流速度滞缓，

有利于植物凋亡后沉积产生的有机质在底泥中吸

附累积。

随着时间的增长，底泥上覆水中有机质容易发生

降解，长时间静置后将达到稳定状态[29]。图 3显示了

经 360 d静置后上覆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COD），分

布于 42~103 mg/L范围内，平均值为 66. 2 mg/L。

定义底泥中有机质含量与其上覆水体中 COD
含量的比值为有机质分配系数 KOM，如式（1）所示。

KOM=CSOM/CWCOD （1）

图 2　各点位底泥有机质含量

Fig. 2　Organic matter content of sediments

表 1　取样点位情况表

Table 1　Testing methods

点位

S1

S2

S3

S4

S5

植物情况

挺水植物

挺水植物

挺水植物

挺水、浮叶植物

挺水、浮叶植物

底泥厚度/
m

1. 1

1. 4

1. 2

1. 3

1. 9

水体 DO/
(mg/L)

7. 04

5. 10

5. 34

4. 53

4. 05

水域面积/
m2

847

1 805

2 070

1 058

17 136

表 2　底泥基本物理性质

Table 2　Basic physical property of sediments

底泥

S1

S2

S3

S4

S5

黏粒/%

12. 3

42. 4

12. 3

26. 0

28. 3

粉粒/%

78. 8

47. 5

82. 9

64. 0

62. 4

砂粒/%

8. 9

10. 2

4. 8

10. 0

9. 3

液限/%

44. 0

79. 2

38. 5

83. 6

111. 9

塑限/%

31. 5

35. 3

23. 3

35. 0

44. 0

表 3　底泥及其上覆水污染物测定方法

Table 3　Method for determining pollutants in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测试项目

底泥 OM
底泥 TN
底泥 TP

底泥重金属

水体 COD
水体 TN
水体 TP

水体重金属

测试方法

烧失量法

凯氏法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ICP-MS 法

重铬酸盐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ICP-MS 法

试验标准

ASTM D2974
HJ 717—2014
HJ 632—2011

US EPA 3050B
HJ 828—2017
HJ 636—2012
GB 11893—89
US EPA 3050B

图 3　各点位上覆水化学需氧量

Fig. 3　Chemical oxygen demand of overlying water at 
eac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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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SOM为底泥颗粒物的有机质含量，%；CWCOD为

水体 COD 值，mg/L。

点位 S1~S5 的 KOM 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看

出，5 个点位 KOM 各不相同，其中点位 S2 的 KOM 最

高，点位 S3 的 KOM 最低。由表 2 可以发现，点位 S2
底泥黏粒含量最高，点位 S3 底泥黏粒含量最低，造

成各点位 KOM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底泥中黏粒含量或

物理化学性质的不同。已有研究表明 [30]，黏粒含量

较高的土体有机质分配系数也较高，这与本研究结

果类似。同时，有研究表明，黏土矿物种类及含量、

水体 DO 值、pH 值等对土体的有机质分配系数也有

显 著 影 响 [31]。 点 位 S1 和 S3 的 黏 粒 含 量 一 致

（12. 3%），但点位 S1 的 KOM 明显高于 S3，由表 1 可

知，点位 S1 水体 DO 值高于 S3，在水体溶解氧充足

时，好氧微生物可以利用有机质进行代谢，将有机

质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同时将有机物分解为水和二

氧化碳，进而减少了底泥 COD 的释放 [32]，因此造成

点位 S1 的 KOM高于 S3。

2. 2　底泥与其上覆水总氮、总磷关联性分析

图 5 列出了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底泥总

氮、总磷含量的测定结果，底泥中总氮含量范围为

28~1 857 mg/kg，平均含量为 998 mg/kg；总磷含量

范围为 43~1 042 mg/kg，平均含量为 324 mg/kg。
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底泥上覆水体的总

氮、总磷含量如图 6 所示，上覆水中总氮含量范围为

4. 6~21. 9 mg/L，平均值为 11. 0 mg/L；总磷含量范

围为 0. 38~1. 17 mg/L，平均值为 0. 80 mg/L。

定义底泥颗粒中总氮、总磷含量与水体中总

氮、总磷含量的比值分别为总氮分配系数 KTN、总磷

分配系数 KTP，其表达式为

KTN=CSTN/CWTN （2）
KTP=CSTP/CWTP （3）

式中：KTN 为总氮分配系数；KTP 为总磷分配系数；

CSTN 为底泥颗粒物的总氮含量，mg/kg；CSTP 为底泥

颗粒物的总磷含量，mg/kg；CWTN 为水体中总氮含

量，mg/L；CWTP为水体中总磷含量，mg/L。

总氮、总磷分配系数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以

看出，点位 S2 的 KTN、KTP 最大，点位 S3 的 KTN、KTP

最小，这是因为点位 S2 底泥中 TN、TP 含量较高或

其上覆水中 TN、TP 含量较低，点位 S3 反之。对比

图 5 与图 6 可以发现，该水系底泥中 TN、TP 含量对

KTN、KTP 影响较大，表明因底泥物理化学性质不同

而导致的吸附氮磷营养盐能力的不同将影响水系

统的 KTN、KTP。文献 [33]表明，氮、磷分配系数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比表面积、矿物组成和底泥颗

粒表面电荷分布等。

图 4　各点位有机质分配系数

Fig. 4　Organic mat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s at each point

图 7　各点位总氮、总磷分配系数

Fig. 7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partition 
coefficients at each point

图 6　各点位上覆水总氮、总磷含量

Fig. 6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in overlying 
water at each point

图 5　各点位底泥总氮、总磷含量

Fig. 5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in overlying 
water at eac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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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底泥与其上覆水重金属关联性分析

点位 S1~S5 底泥重金属含量如图 8 所示，各点

位底泥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除 Pb 元素外，底泥中

各重金属含量最多的点位均为 S5，原因是点位 S5
处于人工湖泊内，水流速度极缓，有利于水体中的

重金属污染物吸附到底泥上，加之该湖泊底泥长时

间不清理，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在底泥中大量累积。

点位 S5 处 Pb 元素含量相对较低，其原因可能是不

同重金属的络合能力有所不同，Plaza 等 [34]研究表

明，可溶性有机质对不同重金属的络合能力大小排

序为 Pb>Cu>Zn 等。点位 S5 上覆水中可溶性有

机质含量较高，导致 Pb 元素更容易进入到上覆水

中，因此，相比于其他重金属元素，Pb 元素在底泥中

占比较小。

福州市晋安区水系点位 S1~S5 底泥上覆水体

中 Cu、Zn、Ni、Pb 四种重金属的含量见图 9，Cu、Zn、
Ni、Pb 的含量范围分别为 40~85、430~1 225、40~
165、175~340 μg/L。

定义底泥颗粒与水体中的重金属含量比值为

重金属分配系数 KHM，其表达式为

KHM=CSHM  /CWHM （4）
式中：KHM 为重金属分配系数；CSHM 为底泥颗粒物的

重金属含量，mg/kg；CWHM 为水体中重金属含量，

μg/L。

Cu、Zn、Ni、Pb 元素的重金属分配系数 KHM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可以看出，KHM 从点位 S1 到 S5 呈

逐渐增大的趋势，各重金属元素分配系数大小顺序

为 Cu>Zn>Pb>Ni。说明该水系底泥，特别是有

机质含量较高的底泥，对其上覆水体中 Cu 元素的固

定作用最强，这是由于该水系底泥中有机质含量较

高，且底泥中的有机质大部分为腐植酸。研究表

明，有机质，尤其是腐植酸，对 Cu 具有很强的吸附能

力，吸附效果甚至高出其他重金属元素 1 个数量级，

腐植酸对 Cu 的吸附主要来自羧基与酚羟基的协同

络合作用 [35-37]。

由图 10 可以发现，在底泥对其上覆水重金属的

固定作用中，不同重金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当上

覆水中存在 Cu 元素时，其他 3 种重金属的吸附都会

被抑制，特别是当底泥有机质含量增加时，底泥中

Cu 与其他重金属含量的差距也在变大。

同时，由图 10 还可以发现，不同点位的重金属

分配系数大小排序为 S5>S4>S2>S3>S1，说明

点位 S5 底泥对其上覆水体中重金属的固定作用最

强。比较图 4、图 7 与图 10 可以发现，5 个点位污染

物分配系数的大小排序规律并不一致。例如，点位

S2 的 KOM、KTN高于点位 S5，而点位 S2 的 Cu 分配系

数则明显低于点位 S5，这是由于有机质分配系数、

总氮、总磷分配系数主要受底泥黏粒含量及水体溶

解氧含量的影响，而重金属分配系数还受底泥有机

质含量的影响。点位 S5 的高有机质含量及有机质

对重金属的络合作用使得点位 S5 的重金属分配系

数高于点位 S2。

3　底泥与其上覆水污染物的关联度

相关系数 r 能反映两变量间线性相关关系，对 5
个点位底泥与其上覆水的污染物指标进行相关系

数分析，矩阵如表 4 所示。当 0<|r|<0. 3 时，两者为

微相关关系；当 0. 3< |r|<0. 5 时，两者为低相关关

系；当 0. 5< |r|<0. 8 时，两者为中度（显著）相关关

系；当 0. 8< |r|<1. 0 时，两者为高度相关关系。由

表 4 可知，上覆水中 COD 含量与底泥中有机质含量

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 963。上覆水与底泥中

图 10　各点位重金属分配系数

Fig. 10　Heavy metals partition coefficients at each point

图 9　各点位上覆水重金属含量

Fig. 9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overlying water
at each point

图 8　各点位底泥重金属含量

Fig. 8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 at eac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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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TP 的相关系数较低，分别为 0. 016、0. 076，几
乎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除了 Cu 元素外，上覆水体

与底泥中的其他重金属含量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均大于 0. 5。不同污染物在底泥与其上覆水

之间相关系数不同的原因是底泥对污染物的吸附

能力不同导致污染物在上覆水与底泥中的分配系

数不同。

由图 4、图 7、图 10 可以看出，福州市晋安区水

系不同点位的 KOM 较为稳定，而 KTN、KTP 以及 Cu 元

素的 KHM 差异较大。标准差反映了参数的离散程

度，标准差越大，表明参数越离散，反之越稳定。底

泥 -水系统中污染物分配系数标准差 SK 与相关系数

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由图 11 可以发现，随着污染

物分配系数标准差的增大，底泥与其上覆水之间污

染物的相关系数逐渐减小，由此可以推测，污染物

在底泥 -水系统中分配系数的稳定程度是影响底泥

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之间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分配

系数越稳定，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的相关性越

高。相关系数 r 与污染物分配系数标准差 SK的关系

为 r=0. 848 3e-0. 027SK，由此可以得到，当污染物分配

系数的标准差 SK<2 时，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

为高度相关关系；当 2<SK<19. 5 时，底泥与其上覆

水中污染物为显著相关关系；当 19. 5<SK<39 时，

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为低相关关系；当 SK>39
时，底泥与其上覆水中的污染物几乎不存在相关

关系。

4　污染物分配系数的关键影响因素

4. 1　黏粒含量对污染物分配系数的影响规律

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底泥 -水体系统的

有机质分配系数 KOM 与底泥黏粒含量的关系见图

12。由图 12 可见，KOM 随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总氮、总磷分配系数（KTN、KTP）、重金属分配系数

KHM 与底泥黏粒含量的关系分别见图 13、图 14。由

图 13、图 14 可以发现，与 KOM 相同，KTN、KTP、KHM 均

随着底泥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污染物分配系数随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是

因为黏粒粒径极小，单位质量的底质颗粒吸附污染

物的能力强，使得更多污染物被吸附到底泥颗粒

上。同时，在受到水力扰动后，黏粒会长时间悬浮

在水体中，有利于充分吸附水体中的污染物，黏粒

在吸附污染物质后沉积到底泥中，造成底泥中污染

物含量增加，水体中污染物含量下降，从而导致污

染物分配系数增大。

4. 2　有机质含量对重金属分配系数的影响规律

重金属分配系数 KHM与底泥中有机质含量的关

表 4　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pollutant indexes between sediment and overlying water 

污染物指标

上覆水 COD

上覆水 TN

上覆水 TP

上覆水 Cu

上覆水 Zn

上覆水 Ni

上覆水 Pb

底泥 OM

0. 963

0. 954

0. 048

0. 765

0. 810

-0. 024

0. 662

底泥 TN

0. 275

0. 016

0. 337

0. 311

0. 337

-0. 458

0. 345

底泥 TP

-0. 453

-0. 076

   0. 076

-0. 294

-0. 308

-0. 645

-0. 196

底泥 Cu

0. 790

0. 881

0. 590

0. 080

0. 948

0. 402

0. 222

底泥 Zn

0. 800

0. 907

0. 576

0. 639

0. 850

0. 320

0. 295

底泥 Ni

0. 711

0. 778

0. 626

0. 534

0. 933

0. 731

0. 036

底泥 Pb

0. 306

0. 501

0. 049

0. 372

0. 130

-0. 665

0. 513

图 12　有机质分配系数与底泥黏粒含量的关系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KOM and clay content in 
sediment 

图 11　污染物相关系数与分配系数标准差关系

Fig.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partition coefficient for poll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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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见图 15。由图 15 可以发现，重金属分配系数随着

底泥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这是由于有机质

含有羧基、羟基、羰基等活性官能团，使得其对重金

属元素具有很强的吸附络合能力 [38]，有机质与重金

属之间的离子交换吸附、络合等一系列反应促进了

重金属在底泥中的吸附、沉淀与固定。对比图 14 可

以发现，相较黏粒含量，有机质含量与 lg KHM的线性

关系更强，KHM受底泥中有机质含量的影响较大。

4. 3　塑性指数对污染物分配系数的影响规律

底泥塑性指数 IP 等于液限与塑限之差，其大体

上能表示底泥吸附弱结合水质量与土粒质量之比，

塑性指数越大，说明吸附弱结合水的能力就越强。

有机质、总氮、总磷、重金属分配系数与塑性指数的

关系分别见图 16~图 18。可以发现，有机质分配系

数与总氮分配系数随塑性指数的增加大致呈增大

趋势，总磷分配系数与塑性指数规律的关系不明

显，各重金属分配系数的对数值与底泥塑性指数之

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测定了福州市晋安区水系 5 个点位底泥与其上

覆水的有机污染物、氮磷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指

标，分析了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的相互关系及

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有机质分配系数 KOM较为稳定，而总氮、总磷

分配系数 KTN、KTP 及 Cu 元素的分配系数 KHM 差异

较大。

2）上覆水与其底泥中污染物的相关系数差异

图 13　总氮、总磷分配系数与底泥黏粒含量的关系

Fig. 13　Relationship between KTN/KTP and clay content in 
sediment

图 14　重金属分配系数与底泥黏粒含量的关系

Fig.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KHM and clay content in 
sediment

图 16　有机质分配系数与底塑性指数的关系

Fig. 16　Relationship between KOM and IP

图 15　重金属分配系数与有机质含量的关系

Fig. 15　Relationship between KHM and OM content

（a） KTN与塑性指数的关系 （b） KTP与塑性指数的关系

图 17　总氮、总磷分配系数与塑性指数的关系

Fig. 17　Relationship between KTN ， KTP and IP

图 18　重金属分配系数与塑性指数的关系

Fig. 18　Relationship between KHM and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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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上覆水中 COD 含量与其底泥中有机质含量

为高度相关关系，上覆水与底泥中 TN、TP 几乎不

存在相关关系。除了 Cu 元素外，上覆水体与其底泥

中其他重金属含量为显著相关关系，污染物分配系

数越稳定 ，底泥与其上覆水中污染物的相关性

越高。

3）污染物分配系数 KOM、KTN、KTP、KHM 均随着

底泥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底泥颗粒粒径

的减小，更多污染物被吸附在底泥颗粒上，底泥 -水

系统中位于固相的污染物比重增大。由于有机质

的络合能力，重金属分配系数 KHM 随着底泥有机质

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4）有机质分配系数与总氮分配系数随塑性指

数的增大大致呈增大趋势，总磷分配系数与塑性指

数的规律关系不明显，各重金属分配系数的对数值

与底泥塑性指数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5）基于对福州市晋安区水系底泥与其上覆水

体污染物相互关系的研究，给出以下建议：对于污

染程度较轻的点位 S1、S3，可采用引入清洁水稀释

河道污染物浓度的方法进行处理；对于黏粒含量较

高的点位 S2，可采用清洁的砂、砾石等材料覆盖或

置换的方法降低底泥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对于污

染程度较高的点位 S4、S5，对底泥进行环保疏浚，同

时清除水面上的浮叶植物，增加水体的溶解氧含

量，降低底泥的有机质含量，避免污染物在此继续

吸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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