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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井口边草———一种新发现的富集砷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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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5<<<年以来对位于湖南省一些高砷区的植物和土壤进行了一系列的野外调查，以着力寻找砷的超富集植物。

结果表明，与砷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同属的另一种植物———大叶井口边草，对砷也具有显著的富集特征。这一发现为研究

揭示砷在植物中的超富集机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建议深入开展蜈蚣草与大叶井口边草这两种砷富集植物的对比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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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是一种致癌的化学元素［5］。砷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是国内外重要环境问题之一［!，X］，但至今尚无

有效而又经济的砷污染治理方法。近年来，一些能够在地上部大量富集污染物的特殊植物———超富集植

物（?4EC@3BB=W=03>/@）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7，"］。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和水体环境中的金属和类

金属污染———植物修复（E?4>/@CWCGI3>I/F）技术以其潜在的高效、廉价及其环境友好性获得了广泛关注［6］。

通过种植收割这种植物可有效地清除环境中的砷污染［L］。但是，一直来人们对超富集植物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镍等几种重金属元素，而对砷超富集植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作者和23等人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同

时独立发现了一种能够大量富集砷的凤尾蕨属植物———蜈蚣草（@&"%-2,-&&$&$)1）［K，<］5）。

通过在湖南省高砷区进行一系列的野外调查，发现与蜈蚣草同属、生境相同的另一种凤尾蕨属植物大

叶井口边草（@&"%-27%"&-7$)1）对砷也具有明显的富集功能。这是继蜈蚣草之后新发现的另一种对砷具有

富集能力的凤尾蕨属植物。调查区域位于湖南省石门县雄黄矿附近的高砷区，约5!UW!范围。由于地质

成矿作用，该区有很多自然的高砷异常区出露。为查明自然状态下可能的砷富集植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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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远离砷开采、选矿与冶炼等人为污染区。该区位于亚热带，年均降雨量!"##$$，年均气温!%&’(。土

壤类型主要为黄壤，但有大量的石灰岩出露。大叶井口边草常同蜈蚣草一起生长在石灰性土壤上。各采

样点的土壤)*为+&,’"&""，含砷浓度为!!!’--$.／/.（平均值为!+%），用#&,$01／234*567浸提的土壤

有效砷为+&-8%$.／/.（详细数据略）。

不同地点的取样调查和化学分析结果（表!）表明，大叶井口边草地上部的平均含砷量为8!%$.／/.
（干重，下同），最大含砷量可达+-8$.／/.；地下部（根）的平均含砷量为’-7$.／/.，最大含砷量,,’$.／

/.。各采样点植物地上部含砷量均大于土壤砷含量，且随土壤砷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其生物富集系数为

!&78&%。因此可以看出大叶井口边草能够从土壤环境中富集砷。地上部与根砷含量之比（即转运系数，!／

"）为!’&+，表明大叶井口边草能够有效地从土壤中吸收砷，并将其转运至地上部。从地上部砷含量、生物

富集系数及砷从根向地上部的转运系数（!／"）来看，大叶井口边草均具有显著的超富集植物特征［8］。根

据野外现场调查结果，各采样点属于相同的气候条件和地质背景，在土壤发生学上具同源性，因而土壤具

有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叶井口边草地上部砷含量与土壤中砷含量之间没有

显著相关性。因此，植物对砷的吸收除受土壤砷含量的影响外，可能还与土壤中砷的形态和植物生态型等

其他因素有关［!#］。大叶井口边草与蜈蚣草为同一属植物，深入研究大叶井口边草对砷的吸收与富集行

为，对于揭示其富集机理及砷的植物生理机理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作者正在进行深入的有关研

究。

表! 野外生长条件下大叶井口边草对土壤砷的富集作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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