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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砷污染是当今全球十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之一。土壤砷形态及生物有效性研究
是开展污染诊断、评估环境健康风险及开展砷污染土壤修复的重要依据。目前土壤砷形态的研究
方法包括化学选择性提取操作定义法、溶剂提取仪器测定或吸附材料选择性分离法和同步辐射 Ｘ
射线近边能谱 (ＸＡＮＥＳ)直接测定法,这些方法相互结合在土壤砷的形态转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目前关于生物有效性研究存在多种方法并存的局面,化学提取法相对经济、方便,但存在很大
的局限性,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土壤砷的有效态含量,只能作为环境危害程度识别的参考；植物指示
法需选择敏感性植物方能有效地指示土壤砷对环境与健康的潜在危害；土壤动物与微生物指示法

代表了未来开展砷污染早期预警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模拟肠胃液提取法 (ＩｎＶｉｔｒｏ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比较接近动物或人体对土壤砷污染的真实吸收状态,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外已发展出采用兔、仔猪和猴的动物模型以研究经口摄入的生物有效
性砷,但尚不清楚哪种动物模型更能准确反映砷对人体的生物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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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砷是一种有毒并致癌的化学元素,砷污染是全
球十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之一 [1]。矿山开发、
污水灌溉、农药使用等均可造成土壤砷污染 [2]。土
壤中砷的移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存在形态,并
决定了其毒性程度和生物对其的吸收利用,即生物有
效性 [3]。土壤中砷形态及其生物有效性不仅是土壤
砷污染的诊断依据,也是评估砷污染土壤修复效率的
重要参数。但目前有关砷的生物有效性研究仍存在
定义不统一、不确定性大和可比性差等问题。本文将
阐述土壤砷形态与砷的生物有效性的关系,探讨砷生
物有效性在环境与健康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1　土壤砷形态与生物吸收
1.1　土壤中砷的形态

大量研究表明,土壤中的砷大多为无机砷,包括

三价砷 (Ａｓ(ＩＩＩ))和五价砷 (Ａｓ(Ｖ))；有机砷包括一
甲基砷和二甲基砷,占土壤总砷的比率极低 [3,4]。
Ｎｅｗｔｏｎ等 [5]发现苹果园污染土壤中的砷吸附在土
壤团粒上,并主要以 Ａｓ(Ｖ)为主,Ａｓ(ＩＩＩ)所占的比
率不到 8%；且砷均存在于表土 (20ｃｍ)中,没有出
现向下的淋溶迁移现象,表明砷在土壤中的移动性
较差。传统上,采用不同强度的化学浸提剂对土壤
样品进行连续提取,按砷在土壤中结合的紧密程度,
将土壤中的砷分为不同的结合形态,以判定砷在土
壤中的活动能力以及被植物和动物的吸收利用程

度 [6]。
1.2　砷的生物吸收

生物对不同形态砷的吸收利用程度不同。植物
对土壤中各种形态砷的吸收能力为水溶性砷 >亚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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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 =亚砷酸铝 >亚砷酸铁 [3]。Ａｓ(Ｖ)较 Ａｓ(ＩＩＩ)
的附着能力强,移动性弱,毒性相对较小 [7]。在淹
水的还原条件下,砷易以毒性较强的 Ａｓ(ＩＩＩ)形态存
在,作物受害最严重,而旱地作物受害相对较轻。受
土壤砷污染毒性影响最直接的是土壤动物和微生

物,砷在土壤生物体中可发生反应转化为毒性较低
的一甲基砷和二甲基砷 [4,8]。
2　土壤砷形态的研究方法
2.1　基于选择性提取剂定义的土壤砷形态

由于砷和磷具相似的化学性质,砷形态的化学
提取很多借鉴了 Ｃｈａｎｇ等 [9]的磷形态逐级提取方
法。自 Ｔｅｓｓｉｅｒ等 [10]提出针对沉积物重金属形态的
连续提取法之后,很多研究人员,如 Ｓｈｕｍａｎ[11]、Ｇｉｂ-
ｓｏｎ[12]、Ｍｉｌｌｅｒ[13]、Ｏｕｇｈｔｏｎ[14]、Ｗｅｎｚｅｌ等 [6]在 Ｔｅｓｓｉｅｒ
提取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方法。由于缺乏统
一标准的分析方法,欧共体标准物质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把测定重金属的方
法简化为三步提取法 (简称 ＢＣＲ法 )[15],这种方法
重现性较好,但对于砷而言,由于砷易与铁锰氧化物
结合,而 ＢＣＲ法所测定的砷形态与铁锰氧化物态关
系不大 [16],因此不适合于土壤中砷的形态测定。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等 [17]用一步提取法来替代连续提取法,
即在提取方法和提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试样等
分以后分别提取,发现得到的可提取重金属总量相
差仅 10%左右,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2.2　土壤砷形态的分离测定

采用化学提取操作定义的砷形态分析方法具有

经济、方便的特点,能够反映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移动
性强弱；但存在不准确、可比性差、受土壤理化和生
物因素影响大等诸多缺点,随着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要求的逐步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显露而不能满足要
求。采用溶剂提取分离,通过仪器直接测定土壤中
砷化合物代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目前常用的砷化
合形态的测定方法主要包括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和高效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
谱法联用法 [4,18]。这些分析均需要采用特定的提
取剂将各种形态的砷从土壤中提取出来。因此,控
制条件防止提取过程中砷形态的转化尤为重要。此
外,在防止提取过程中砷形态转化的同时,选择合适
的提取剂以提高提取效率,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 Ａｓ(ＩＩＩ)和总砷的测定中不同的提取剂有不
同的提取率,同一种提取剂的不同浓度的提取率也
不同。对于土壤中的活性砷,常用的有蒸馏水、

ＫＨ2ＰＯ4、ＨＣｌ和 ＮａＯＨ 溶 液 等,其 中 ＫＨ2ＰＯ4和

ＮａＯＨ有较高的提取率 [19]。Ａｌａｍ等 [20]用磷酸盐对
土壤砷的提取率可达 60%,Ｐｉｚａｒｒｏ等 [21]用 Ｈ3ＰＯ4提
取土壤中的总砷达 82%。

利用色谱或色谱质谱联用分离测定土壤中 Ａｓ

(ＩＩＩ)和 Ａｓ(Ｖ)是目前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均需要
利用不同的试剂将砷从土壤中提取出来加以分离和

测定。因此,需耗费大量时间且不利于野外作业。
同时,在样品的储存过程中 Ａｓ(ＩＩＩ)也可能被氧化为
Ａｓ(Ｖ)。目前,常用的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的分离方法
有 4种,包括高效液相色谱—等离子体质谱联用
(ＨＰＬＣ-ＩＣＰ-ＭＳ)、高效液相色谱—氢化物发生—原
子荧光联用 (ＨＰＬＣ-ＨＧ-ＡＦＳ)、氯仿萃取和分离柱分
离技术。

ＨＰＬＣ-ＩＣＰ-ＭＳ将等离子质谱仪和色谱仪联用,
是目前研究元素形态最重要的技术,绝对检出限可
达 ｎｇ～ｐｇ[22],它的检测限低于 ＨＰＬＣ-ＩＣＰ-ＡＥＳ等一
些其它联用技术,敏感度比其他分离技术高 100～
1000倍 [23],可以实现砷化物的有效分离,避免了传
统分离方法繁琐的操作以及差减法带来的误差。何
小青等 [24]用10ｍｍｏｌ/Ｌ的四丁基氢氧化铵 (ＴＢＡＨ)
溶液作为流动相,并用丙二酸调节 ｐＨ值 (ｐＨ=
6.6),成功地分离了 Ａｓ(ＩＩＩ)、Ａｓ(Ｖ)、ＭＭＡ、ＤＭＡ四
种砷化合物。

ＨＰＬＣ-ＨＧ-ＡＦＳ将原子荧光光谱仪和色谱仪联
用,对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的检出限为 0.21ｎｇ/ｍＬ和
0.34ｎｇ/ｍＬ[25]。吴少尉等 [25]选用四丁基氢氧化铵
作为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的离子对试剂,在 Ｐ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18色谱柱上有效地分离了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随
后在 ＨＧ-ＡＦＳ上测定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其精密度分
别为 6.8% 和 4.0%。Ｊｏｓｅ等 [26]的研究对比
ＨＰＬＣ-(ＵＶ)-ＨＧ-ＡＦＳ和 ＨＰＬＣ-(ＵＶ)-ＨＧ-ＩＣＰ-ＭＳ
测定砷发现两种方法检测限、重现性及敏感性相似。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等 [27]采用高酸浓度 (9ｍｏｌ/ＬＨＣｌ)条
件提取土壤总砷,再用氯仿萃取土壤中的 Ａｓ(ＩＩＩ),
之后用蒸馏水反提,再用 ＨＧ-ＡＦＳ测定,人工添加的
Ａｓ(ＩＩＩ)回收率在 80%以上,是较经济和快速的一种
方法。其缺点是效率低,操作繁杂,条件要求苛刻,
得到可靠分析结果比较困难。

Ｙａｎｇ等 [28]利用离子交换树脂分离了体外肠胃
液模拟实验中的土壤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Ｍｅｎｇ
等 [29～31]在离子交换树脂基础上发展起一种极为经
济方便的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分离方法———分离柱技
术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该分离柱只需要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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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筒作为辅助设备即可完成对水中两种价态砷的分

离,目前已成功地用于水相中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的
分离测定。Ａｓ(Ｖ)被分离柱中的硅铝质充填物吸
附,而 Ａｓ(ＩＩＩ)则可完全通过进入滤液中,从而实现
两种价态砷的分离。该方法具有简便、快速、准确的
优势,Ａｓ(ＩＩＩ)回收率平均可达 98%,但其对于土壤
中砷形态分离的效果还有待实验检验。

利用 ＸＡＮＥＳ技术可直接测定土壤中的砷价

态,由于这种方法具检测限低、微区探测和不破坏样
品等优点,在土壤砷价态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Ｙａｎｇ等 [28]发现用 ＸＡＮＥＳ直接测定的土壤 Ａｓ(ＩＩＩ)
与 Ａｓ(Ｖ)含量与用基于模拟肠胃液提取法得出的
两种价态砷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土壤 ｐＨ、矿物
组成、铁氧化物可能影响砷在土壤中的氧化还原作
用 [28,32]。
3　砷的生物有效性与生物可给性
3.1　概念

生物有效性研究对环境健康风险性评估具有重

要意义,但目前文献中关于生物有效性与生物可给
性的概念还很不一致。毒理学家主要从砷对动物或

人体的毒性效应方面来探讨其生物有效性,而环境
科学家则更多基于砷对土壤微生物、土壤动物和植
物的毒性效应来评估砷的生物有效性 [33]。Ｒｕｂｙ
等 [34]从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经口摄入并只有
能够被人体消化系统吸收的才是生物有效性 (ｂｉ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这种生物有效性的测定只能通过动物
模拟实验获得,被用于美国超级基金修复点的风险
评估。Ｓｅｍｐｌｅ等 [33]则从土壤化学角度分析,将生物
有效性定义为能够自由地被生物体吸收的土壤中那

部分污染物。尽管 Ｒｕｂｙ等和 Ｓｅｍｐｌｅ等都强调土壤
中潜在能够活化的污染物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均有

可能被生物体吸收,并将这部分定义为生物可给性
(ｂｉ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但两者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
Ｒｕｂｙ经口摄入的 “生物有效性 ”强调的是人体对土
壤砷的吸收利用,其大小受砷在土壤中存在的形态、
粒径和人体 (或动物 )消化道环境的影响 (图 1)；而
Ｓｅｍｐｌｅ则强调能够被特定土壤微生物或动物吸收

的那部分重金属 (图 2),这种生物有效性不仅与重
金属本身的化学形态和结合相态有关,还受土壤化
学性质如 ｐＨ、其他金属离子和磷的影响 [35]。

图 1　经口摄入生物有效性砷与形态、矿物相及粒径的关系 (据 Ｒｕｂｙ等修改 )[34]

Ｆｉｇ.1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ａｌａｒｓｅｎｉｃ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ｓｅｎ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Ｒｕｂｙｅｔａｌ)

3.2　砷形态与生物有效性的关系
相对而言,按化学操作定义分,只有闭蓄态的砷

是生物无效砷；其他形态的砷,包括水溶态、交换态、
铁锰铝氧化物结合态的砷,在土壤理化条件变化与
土壤微生物和微体动物作用下导致砷结合矿物相态

或粒径改变时,均有可能释放而成为有效砷 (图 2)。
因此,可以把一定条件下土壤中能够释放的砷定义
为生物可给性砷。生物可给性砷是预测生物有效砷
的重要参数,一般通过体外肠胃液模拟或化学选择
性提取获得,或通过基于土壤理化性质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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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Ｙａｎｇ等 [28]采用基于土壤 ｐＨ和铁氧化物含
量的线性预测模型预测了美国超级基金修复点土壤

中砷的生物可给性,结果与幼猪动物模型得到的生

物有效性砷结果较为吻合,但与猴动物模型结果则
差异较大 (表 1)。

图 2　生物可给性与生物有效性关系示意图 (据 Ｓｅｍｐｌｅ等 )[33]

Ｆｉｇ.2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ｂｉｏ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ｎｄｂｉ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ｉｎｓｏｉｌ(ａｆｔｅｒＳｅｍｐｌｅｅｔａｌ)
Ａ.土壤；Ｂ.微生物；Ｃ.土壤动物；Ｄ.植物根；Ｅ,Ｇ.生物有效物质；Ｆ,Ｉ.生物可给物质；Ｈ.非生物可给物

4　生物有效性的测定方法
依据研究目的、对象的不同,常采用不同的方法

测定砷的生物有效性。如前所述,这些方法获得的
砷的生物有效性在内涵上往往是不同的,他们服务
于特定的不同研究目的。主要包括化学浸提法、植
物指示法、微生物测定法、模拟肠胃液提取法、动物
模型法和流行病学调查法等。其中化学浸提法常与
植物指示法和微生物测定法配套使用,模拟肠胃液
测定法则与动物模型法进行比较验证。
4.1　化学浸提法

用化学提取剂直接浸提土壤中的砷,对于评价
砷的健康风险具有一定意义。受污染土壤重金属的
稀盐酸浸提量已被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和卫生机构

用来评估污染土壤进入人体后的有效性,并以此制
定安全临界值。如欧洲玩具安全标准就采用浸提法
来评估儿童玩具所含的 8种金属 (包括铅和砷 )的
生物可给性 [36]。化学浸提法操作简单,但必须经植

物培养吸收试验或与动物模型结果加以印证,证明
其有良好的相关性以后才可以应用。
4.2　模拟肠胃液提取法

作为一种更为可靠的浸提法,人工模拟胃肠提
取实验 (ｉｎｖｉｔｒｏ)通过加入与人体或动物胃肠液相
似的各种主要酶和有机酸,同时模拟胃肠蠕动,使实
验系统处于 37℃的厌氧环境,以此来更为可靠地测
定污染土壤进入人体后的相对生物有效性或生物可

给性。这种评估土壤重金属的人体有效性的方法是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其实验结果
与动物实验的结果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 [37]。相对
于动物模型法,模拟肠胃液提取法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ａｓｔｒｏ-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简单、经济,但同样需要与动物模
型进行比较,以验证其可靠性并适当调整参数 [38]。
4.3　植物指示法

植物指示法是判断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生物可利

用性的一种经济简便且可靠的方法。一般通过以下
3个方面来研究重金属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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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土壤理化性质预测与动物模型测定的美国超级
基金修复点生物可给性砷和生物有效性砷的比较 [28]

Ｔａｂｌｅ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ｉ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ｄ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ｓｕｐｅｒｆｕｎｄ

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ＳＡ[28]

修复点代号 预测值 (% ) 测定值 (% )

仔

猪

1 41.8 39.3
2 42.7 55.1
3 33.1 22.9
4 24.3 56.6
5 55.8 33.0
6 29.6 8.35
7 40.7 40.3
8 42.4 42.2
9 40.5 36.7
10 42.9 23.8
11 28.9 21.2
12 36.9 23.5

猴

13 52.1 10.7
14 64.1 17.0
15 76.8 16.3
16 30.7 24.7
17 53.2 14.6

(1)植物的受害症状：主要通过肉眼观察植物
体受污染影响后发生的形态变化,如根、茎、叶在色
泽、形状等方面的变化。

(2)植物体内污染物含量：通过分析生活在重
金属污染土壤中这些植物体内重金属的含量,可以
判断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性,从而判断
土壤受重金属污染的程度。通常分析植物种植前后
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变化与植物吸收重金属量的相

关性,寻找相关性较好的作为指示植物 [39]。
(3)植物根际微生物数量的变化：土壤中微生

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有的微生物不仅参与土壤中
污染物的循环过程,还可以作为环境载体吸收重金
属等污染物,因而对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和释
放产生影响,从而左右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这种
方法缺点是周期长,受环境因素影响多 (如降水、光
照、温度、病虫害等 ),控制较难,且成本较高,应用
受到一定限制。

选择指示植物要求既具有一定的吸收重金属的

能力,又对重金属有一定的忍耐能力,同时,指示植
物吸收的重金属的量与环境中重金属的浓度之间还

应有一定的可比性。Ｎｅｕｂａｕｅｒ提出的黑麦幼苗法
(又称 Ｎｅｕｂａｕｅｒ法 ),在农业化学中曾广泛用于测定
土壤中有效磷、钾的植物利用效率 [40]。孟昭福

等 [41]通过对 8种植物幼苗 (黑麦、小麦、大麦、燕麦、
绿豆、玉米、谷子、油菜 )的两次筛选,根据生长速
度、生物量及根系发达情况选择得到可以替代黑麦
的植物小麦。
4.4　土壤动物与微生物指示法

土壤中的砷直接作用于土壤中的动物与微生

物,使土壤动物、微生物数量和种群以及动物体中的
砷含量发生变化,然后将这些变化与通过化学提取、
砷形态分析的结果进行比较,以间接估计土壤中砷
的生物有效性,进而评估土壤中的砷向食物链传递
的风险性大小 [36]。近年来,土壤动物、微生物的基
因毒性监测已被作为生态风险早期预警技术而得到

不断发展,据预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2]。
4.5　动物模型法 (ＩｎＶｉｖｏＭｅｔｈｏｄ)

在动物实验中,可通过人工饲喂掺入重金属污
染土壤的饲料,研究其剂量—反应关系,从而获得对
动物的毒性临界值,进而通过引入不确定因子以考
虑可能存在的种内和种间差异,从而获得人体的毒
性临界值,最终确定人体的最大允许摄入量。研究
表明,污染土壤中有较高比例的砷可被生物吸收,而
矿渣中则相对较低,这是由于砷在矿渣中存在于较
大颗粒并难溶的硫化物中的缘故 [43] (表 2)。动物
实验的结果通常认为是相当可靠的,常被用来评价
化学提取法和模拟肠胃液提取法的准确性。但这种
方法的应用,受到其相对较长的实验周期和较高的
实验费用的限制。目前国外已发展了多种适应不同
条件与目的的动物模型方法,包括兔、仔猪和猴。

表 2　基于动物模型测定的砷的相对生物有效性
(据 Ｒｏｂｅｒｔｓ等 )[43]

Ｔａｂｌｅ2　Ａｒｓｅ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ｅｔａｌ)

动物 土壤类型 生物有效性

兔 冶炼厂周边土壤 48%
仔猪 矿区土壤 20% ～78%

矿渣 ＮＤ～42%
仔猪 居住区土壤 18% ～45%
猴 矿区土壤 20%

矿区土壤 28%

4.6　流行病学调查法
在实验室模拟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进一

步确定重金属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需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通过对重金属所致流行病的调查研究来评估
重金属对生物体尤其是人体的有效性。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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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4]对 1940—1964年在华盛顿塔科马 (Ｔａｃｏｍａ)铜
冶炼厂工作一年以上的 2802名工人的健康状况回
顾分析表明,砷与呼吸道癌之间有密切关系,指出尿
中砷浓度与呼吸道癌症发生率间呈线性剂量—效应
关系。德国于 1998年开展了全国大规模抽样人口
尿中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暴露水平的调查研究,积
累了系统的环境污染物人体暴露数据 [45]。捷克也
对全国工业区和农业区不同人群的尿砷暴露水平开

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46]。在我国,关于环境污染的
人体暴露及其潜在健康危害,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
整的资料采集系统和有效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保护意识的提高,相信
这些在将来的研究中会受到更多重视。
5　结　语

以生物有效性含量评估砷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关于土壤砷的生物有
效性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需要从砷在土壤中的存在
形态及其迁移转化和砷的生物有效性的测定等方面

开展更多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土壤砷污染的潜在危
害。基于土壤动物、微生物种群结构变化及基因毒
性监测技术是开展土壤砷污染早期预警的重要手

段,代表了未来环境健康研究的发展方向。模拟肠
胃液法和动物模型法能够有效测定土壤砷的生物有

效性,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目
前在国外已有很多的应用,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起
步,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有效的重金属生物有
效性动物试验模型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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