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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钻孔揭示的重金属污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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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年在东太湖运用重力采样器采集得到岩芯钻孔( DJZ 和 DQG) 。运用核素210Pb 和137Cs 对沉积物钻孔进

行定年，同时分析了沉积物金属元素，并研究近代东太湖重金属污染以及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本文运用 Fe 元素作

为粒度的代用指标对重金属进行标准化，并获取了重金属富集系数和人为污染的重金属通量。研究表明，除了钻孔

的表层样以外，东太湖 DQG 和 DJZ 钻孔的 Pb、Zn、Cu、Cr 和 Ni 的富集系数都不超过 2，并且 Cr、Ni 的富集系数接近 1。
结果表明最近几十年来的重金属铅、铜、锌在不断富集，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东

太湖来源于人为污染的 Pb、Zn、Cu 的通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90 年代以来，东太湖来源于人为污染的 Pb、Zn、Cu 的通

量在不断增加，这与区域污染工业类型及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东太湖 2000s 初以来 Pb 通量特别是人为污染的 Pb
的通量出现下降，这可能部分与含铅汽油的禁用有关，另外也与该阶段流域工业结构的调整有关。
关键词 东太湖 沉积物 重金属 污染

第一作者简介 姚书春 男 1975 年出生 副研究员 博士 环境地球化学 E-mail: shchyao@ niglas． ac． cn
中图分类号 X141 P512． 2 文献标识码 A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造成大量的金属释

放到环境中［1 ～ 3］。通过河流及大气搬运，金属能够迁

移到水体中并最终沉积下来，沉积物被认为是这些金

属重要的归宿［4］。沉积物中金属元素的浓度比上覆

水体中相应金属的含量要高到几个数量级。随着环

境中重金属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沉积物已经被广泛

用来了解历史时期金属污染并评价人类活动的影

响［5 ～ 7］。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浅水湖泊集中分布的地

区。许多湖泊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水源地［8，9］，但由于

沿湖地区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污染

物入湖量不断增多，湖泊水体和底泥中重金属污染物

不断积累，已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用水安全［10 ～ 12］。
太湖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淡水湖泊。由于长三角地区

经济发展快速，太湖水体污染严重。1980—1981 年

太湖环境质量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河口及梅梁湾

地区有轻微的重金属污染，99%的湖区为清洁和较清

洁［13］。1988 年对太湖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进行了

调查，确定了无锡、苏州和长兴沿岸是重金属的主要

污染区［14］。此后的相关研究表明太湖的重金属污染

呈现北 部 湖 区 重 于 其 他 湖 区，河 口 区 重 于 非 河 口

区［15 ～ 18］。另外，已有不少研究者在太湖进行了重金

属污染历史的研究。如 Rose 等对太湖北部［19］，刘建

军等人在太湖大浦湖区［20］，刘恩峰等人西太湖北部

马迹山附近［21］，朱广伟等人在梅梁湾，胥口湾［22］，姚

书春等人在太湖南部［23］等开展了相关研究。东太湖

作为苏州重要的水源地，也是上海、嘉兴等下游地区

水源，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社会意义，但该湖区污染历

史以及人为活动对其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而

且东太湖作为沼泽化比较严重的湖泊，沉积速率非常

高，在这样一个区域重金属的赋存有什么样的特点也

有待研究。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坦荡的太湖平原上，湖

泊面积 2 427． 8 km2，是仅次于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全

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目前平均水深 1． 89 m，最大水

深 2． 60 m［8］。吴县的东山半岛伸入太湖湖心，把偌

大一个太湖一分为二，东山半岛的西部太湖水面称为

西太湖，东部太湖水面称为东太湖。东太湖的形成至

今只有 180 年的历史，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较典型的草

型湖泊［24］。目前东太湖的范围包括北自钻鱼口开

始，南至东茭咀及西溪庙港之间的太湖水域，位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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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30． 584 9°至 31． 124 5°，东经 120． 244 8°至 120．
382 9°之间。东太湖总长度 27． 5 km，最大宽度 9． 0
km，总面积 131 km2，平均水深 0． 9 m，最大水深 1． 3
m。东太湖作为太湖主要出水通道，承纳大量来自太

湖的泥沙和营养物质。对东太湖的围垦一直持续到

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1949 年以来围垦面积达 112
km2，是现有湖面的 0． 85 倍［25］。东太湖网围养殖起

始于 1984 年，1993 年网围养殖已经遍及整个沿岸

带［26］。
1． 2 样品采集

2009 年在东太湖运用重力采样器采集了短钻

孔—东茭咀( DJZ) 孔和大缺港( DQG) 钻孔，采样位置

见图 1。进行现场切割，间距为 1 cm，冷藏保存。钻

孔中可见水草残体。

图 1 东太湖及采样点示意图

Fig． 1 East Taihu Lake and sampling sites

1． 3 分析方法

年代测定用210Pb 或者137Cs 法。具体为用 γ 分析

方法对样品进行无损坏的多种核素同时直接测量。
分析样品为一定量的研磨至过 100 目孔筛的干沉积

物样品。用美国 EG＆GOrtec 公司生产的由高纯锗井

型探测器( OrtecHPGeGWL) 与 Ortec919 型谱控制器

和 IBM 微机构成的 16 k 道多道分析器所组成的( 谱

分析系统进行核素测定。137 Cs 和226 Ra 标准样品由中

国原子能研究院提供; 210 Pb 标准样品由英国利物浦

大学做比对标准。
将采集好的样品放于室温阴凉处自然风干，研磨

过 100 目筛，称取样品 0． 100 ～ 0． 150 g 采用 HCl—
HNO3—HF 消解 ( EPA3052 ) 。用 ICP ( Leeman Labs
Profile) ( USEPA 1995) ( 标准物质 SRM 1646a) 测定

元素的含量。测定的元素包括 Fe、Ti、Al、Cr、Cu、Pb、
Zn、Ni 等。每 10 个样品做一次平行分析． 平行分析

的相对误差控制在 10%范围内。

2 结果与讨论

2． 1 年代和沉积速率
210Pb 计年一般采用 CIC( 稳定初始放射性通量)

和 CRS( 稳恒沉积通量) 两种模式［27］。CIC 模式中沉

积物主要来源于表层侵蚀产物，并且在湖水中滞留时

间较短。210Pb 含量明显受物源影响，即沉积物的增加

能同时导致相应的210Pb 的增加。CRS 模式中沉积物

的210Pb 主要来源于湖面上大气的沉降，原来由物源

区携带而来的210Pb 对其总量不产生影响。即当210 Pb
输入通量 F 保持恒定，而沉积物堆积速率可能随时

间变化的条件下计算沉积物平均堆积速率。另外，当

大气210Pbex输入通量发生变化，利用 CRS 模式得到的

结果就会出现被偏差。当初始210 Pbex 浓度不再一成

不变时，利用 CIC 模式同样结果不够理想，可以利用

独立时标来比较结果的偏差，称之为混合模式( Com-
position model) ［28］。

图 2 东茭咀( DJZ) 、大缺港( DQG) 钻孔核素垂直分布

Fig． 2 Vertical profiles of 137Cs and 210Pbex of DJZ and DQG cores at East Tai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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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大缺港钻孔核素的垂直变化见图 2。我

国湖泊沉积中一般有三个时标，分别是 1954、1963、
1986 年，有些湖泊中也有 1974 年［29］。东太湖大缺港

钻孔 14． 5 cm 处( 7． 12 g /cm2 ) 137 Cs 出现峰值，对应

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 1963—1964 ) 。依此作为时

标，得到的堆积速率为 0． 15 g /cm2 /a。另外，可以看

出过剩210Pb 随着深度( 质量深度) 呈指数下降。Ln
( 过剩210Pb) = － 0． 13 × 质量深度 + 6． 01 ( R2 = 0． 90，

n = 17) ，平均堆积速率为 0． 24 g /cm2 /a，该结果与137

Cs 相比，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本文运用混合模型，

采用137 Cs1963 年峰校准210 Pb 的结果进行定年，并在

此基础上获取沉积物的堆积速率( 图 3) 。
东太湖东茭咀钻孔核素的垂直变化见图 2。该

钻孔长达 59 cm，但137 Cs 并未达到本底，可见 59 cm
的钻孔，其年代不老于 1950s。钻孔最底部过剩210 Pb
高达 75． 73 Bq /kg，未达到平衡。通过过剩210 Pb 随着

深度的变化结合210 Pb 半衰期，大致可以判断137 Cs 蓄

积峰( 52． 5 cm) 埋藏时间在 20 个世纪 80 年代。1986
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导致了全球自然环境

中137Cs 总蓄积量增加了约 5%［30］。在欧洲的部分地

区达到 23 000 Bq /m2，在北美个别地区仅可达到检测

水平，但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明显的，如 1986 年 5 月

在香港地区土壤中蓄积的 160 Bq /m2 中有近 18% 来

自该事故。该事故散落的137 Cs 在我国自然环境中有

明显蓄积［31］。因此该峰( 52． 5 cm) 有可能对应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 1986 年) 发生的核泄漏事件。如果

该假设成立，就可以运用混合模型，运用137 Cs1986 年

峰校准210Pb 的结果进行定年，并在此基础上获取沉

积物的堆积速率( 图 3) 。
沉积物堆积速率及其变化反映了在区域自然因

素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入湖泥沙量和排出量之间的动

态平衡被破坏和新平衡建立的复杂过程。从图 3 中

可以看出在过去近 50 年里，在大缺港附近湖区沉积

物堆积速率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再变慢的过程。而

在东茭咀附近其沉积物的堆积速率远大于大缺港附

近湖区，并且 20 世纪 90 年代东茭咀一带堆积速率更

高，这可能与太浦河水利工程兴建有关。有资料表

明，当太浦河水利工程兴建之后，夹带着泥沙的浑浊

湖水进入东太湖后经由太浦河下泄，进入太浦河以北

湖区的泥沙量减少，淤积速度因此而减小; 但太浦河

口至东茭咀一带成了泥沙沉积的主要场所，淤积速度

明显加快。对比分析 1991 年 1 月和 1998 年 2 月的

实际测量资料，太浦河口至东茭咀一带在 7 年中新增

淤积深度 30 cm［32］。这同时表明，从假设推导得到的

东茭咀钻孔堆积速率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图 3 东茭咀( DJZ) 、大缺港( DQG) 钻孔沉积物

堆积速率变化

Fig． 3 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s of DJZ and
DQG cores at East Taihu Lake

2． 2 东太湖重金属含量垂向变化

总体上，东太湖 DQG 钻孔重金属随着深度的减

少呈现先减少再增加的趋势，发生转折的深度在 9
cm( 图 4 ) 。0 ～ 9 cm，Cu、Pb、Zn、Cr、Ni 的均值是

22． 34、50． 83、98． 35、66． 19、26． 74 mg /kg; 9 ～ 33 cm，

Cu、Pb、Zn、Cr、Ni 的均值是 13． 18、26． 25、46． 33、58．
95、20． 45 mg /kg; 增加幅度最大的是 Zn，增加了 52．
02 mg /kg，最小的是 Ni，增加了 6． 29 mg /kg; 增加倍

数最小的是 Cr ( 0． 12 倍) ，其次是 Ni ( 0． 30 倍) ，Cu
( 0． 69 倍) 、Pb ( 0． 94 倍) 、Zn ( 1． 12 倍) 。可见 Cu、
Pb、Zn 在 0 ～ 9 cm 深度显著高于 9 ～ 33 cm 深度沉积

物相应元素的含量。东太湖 DJZ 钻孔重金属随着深

度的减少呈现先减少再快速增加，继而保持平稳或者

增加的趋势，底部 － 50 cm，各元素先减少再增加，但

幅度较小; 50 ～ 30 cm，各元素增长明显; 30 ～ 0 cm，

Pb、Cr、Ni 保持相对稳定，Cu、Zn 含量增长明显。除

了 Pb 以外，DJZ 钻孔和 DQG 钻孔的最表层沉积物

Cu、Zn、Cr、Ni 含量接近。Fe 剖面的变化与 Zn 类似。
2． 3 东太湖重金属富集系数垂向变化

湖泊沉积物物质来源发生改变时常使得其组分

的含量产生变化。为消除物源的影响，区别自然和人

类来源的物质，一个通常的识别方法是采用参考元

素，如 Ti，Al 和 Fe 等［33 ～ 35］。Al，Fe 和 Ti 被认为主要

来自土壤母质或基岩的铝硅酸盐［36］，这些物质在沉

积物中的含量与矿物组成有显著的关联，且受人为活

动影响较小，其变化受控于自然物质来源的差异。通

过与未受污染的沉积物中相应元素的背景浓度比较，

可以鉴别表层现代沉积物重金属富集程度，从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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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茭咀( DJZ) 、大缺港( DQG) 钻孔沉积物重金属垂直变化

Fig．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sediment of DJZ and DQG cores at East Taihu Lake

图 5 东茭咀( DJZ) 、大缺港( DQG) 钻孔沉积物重金属富集系数的垂向变化

Fig． 5 Vertical profiles of heavy metals enrichment factors of DJZ and DQG cores sediment at East Taihu Lake

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自然和人为来源的相对贡献率。
富集系数( EF) 可以用来反映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程

度［37］。Rose 等人在太湖北部钻孔进行了 Ti 和 Zr 的

对比，发现 Zr 作为参考元素与球碳粒趋势一致［19］;

刘恩峰等人运用 Al 作为参考元素，发现与粒度校正

的结果相似［38］。本研究经过对比发现，相对于 Al，使

用 Fe 元素作为粒度的代用指标对较好地对重金属进

行标准化，以消除粒度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EF = ( Met /Fe) 样品 / ( Met /Fe) 背景

上式中，Met 是指重金属的浓度。东太湖 DQG
钻孔 20 cm 以下深度，根据定年资料，已是 1950s 之

前的沉积物，可以认为是未受人为污染或者污染较少

的，可以作为相对背景值。而在东太湖 DJZ 钻孔，其

钻孔年代较近，本文同样选择东太湖 DQG 钻孔 20
cm 以下深度沉积物元素含量作为东太湖 DJZ 钻孔计

算富集系数时的背景值。
可以看出东太湖 DQG 和 DJZ 钻孔的 Cr，Ni 富集

系数在 1 左右，人为污染带来的 Cr，Ni 不明显 ( 图

5) 。东太湖 DQG 钻孔的 Pb、Cu、Zn 富集系数在 20 ～
0 cm 之间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 东太湖 DJZ 钻孔的

Cu、Zn 富集系数在 42 ～ 0 cm 之间总体呈现增加的趋

势; DJZ 钻孔的 Pb 富集系数在底部 － 42 cm 接近 1，

在 42 ～ 0 cm 保持相对稳定，平均为 1． 32。值得注意

的是，20 ～ 0 cm，东太湖 DQG 钻孔 Pb 富集系数高于

DJZ 钻孔的 Pb 富集系数，尤其是在 10 ～ 0 cm 阶段。
2． 4 东太湖重金属通量变化

前面已经提到，东太湖 DQG 和 DJZ 钻孔人为污

染带来的 Cr，Ni 不明显。因此图 6 中仅给出了总的

Cu、Pb、Zn 的通量以及人为活动带来的重金属的通量

( A: anthropogenic flux) 。采用沉积物重金属通量( T:

total flux) 扣除自然来源的重金属通量的方法得到人

为活动带来的重金属的通量。具体计算公式是:

T = C × SAR
A = T － T /EF
其中: C 是钻孔中某一层位的某种重金属的含

量; SAR: 钻孔中相对应的沉积物堆积速率; EF: 相对

应的重金属富集系数。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东太湖 DJZ 钻孔 Cu、Pb、Zn

的通量远高于东太湖 DQG 钻孔，这和东太湖 DJZ 钻

孔非常高的沉积通量有关。总体上，东太湖 DJZ 钻

孔总的 Cu、Zn 的通量，以及人为活动带来的重金属

Cu、Zn 的通量随着时间变老而减少。对于 Pb 通量来

说，在东太湖 DJZ 钻孔 90 年代中晚期以来出现下降。
东太湖 DQG 钻孔的 Zn、Cu，总体上 60 年代以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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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茭咀( DJZ) 、大缺港( DQG) 钻孔沉积物中重金属通量的变化

Fig． 6 Changes of heavy metals accumulation flux of DJZ and DQG cores at East Taihu Lake

论是总的通量还是人为活动带来的通量都是在增加。
对于 Pb 通量来说，2002 年以来，在东太湖两个钻孔

都出现下降。
2． 5 东太湖钻孔重金属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除了东太湖，已有不少研究者在太湖的其他区域

进行了重金属的研究。如 Rose 等利用元素 Zr 作为

参考元素对太湖北部沉积物进行研究，表明人类活动

引起元素铅、铜、锌、镉开始累积的时间处于上世纪

70 年代［19］。刘建军等人在太湖大浦湖区发现 Cu、Pb
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增加，70 年代明显富集［20］。
刘恩峰等人西太湖北部马迹山附近岩芯发现，70 年

代末期以前 Pb、Zn 主要为自然沉积，70 年代末期以

来 Pb、Zn 含量逐渐增加［21］。朱广伟等人在梅梁湾的

研究揭示 1978 年至 2000 年，重金属元素包括 Cu、
Pb、Zn、Cd 等都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22］。与这些研

究者的结果类似的是，东太湖 DQG 钻孔也揭示最近

几十年来的重金属铅、铜、锌的不断富集，尤其是在

1970s 以来。但也存在差异，如东太湖 DJZ 钻孔，由

于异常高的沉积速率使得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得到

稀释，造成重金属包括 Cu、Pb、Zn 的富集系数相对较

低。东太湖作为典型草型湖泊，湖泊沉积物中有机质

含量较高。由于 Cu 是生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具有

生物累积效应，而且 Cu 具有很强的有机结合能力，

这也可能是造成东太湖沉积物表层 Cu 污染的原因

之一［39］。
除了钻孔的表层样以外，东太湖 DQG 和 DJZ 钻

孔的 Pb、Zn、Cu、Cr 和 Ni 的富集系数都不超过 2，并

且 Cr、Ni 的富集系数较小( 图 5 ) 。结合年代可以看

出，东太湖 DJZ 钻孔 2002 年以来 Cu 富集系数超过

1． 5，2004 年以来 Zn 富集系数超过 1． 5，东太湖 DQG
钻孔 2003 年以来 Cu 富集系数超过 1． 5，Pb 富集系数

最早出现超过 1． 5 的在 20． 5 cm 处 ( 对应时 间 约

1940 年代中期) ，再次出现超过 1． 5 的在 16． 5 cm 处

( 对应时间约 1950 年代晚期) ，1963 年以来 Zn 富集

系数超过 1． 5。据研究，EF 值超过 1． 5 的可以认为

人为来源的重金属占了显著比例［40］。以此为标准，

自 2000 年初以来流域内人类活动对东太湖 DJZ 钻孔

沉积物造成了显著的重金属污染，在东太湖 DQG 钻

孔则要早得多。DJZ 钻孔高的沉积物堆积速率对人

为污染造成的赋存在沉积物中的重金属起到了稀释

作用，使得富集系数超过 1． 5 的时间偏晚。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淘汰含铅汽油，

1997 年在重点城市实施汽油无铅化，2000 年全国实

现汽油无铅化［41］。在东 太 湖 DQG 和 DJZ 钻 孔 约

2000s 初以来可以看出 Pb 通量以及人为污染的铅的

通量出现下降( 图 6) ，这可能部分与含铅汽油的禁用

有关。湖泊沉积物中的铅包括自然来源的以及人为

来源的。在出现铅污染之前，湖泊沉积物中大气来源

的铅相对于流域来的要少得多［42］。工业革命之后，

伴随着汽车的出现和加铅汽油的使用以及工业的发

展，使近代大气中的铅污染趋向高峰。有资料表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释放到大

气中的铅与自然释放到大气中的铅的比值为 33。现

代全球铅循环中约有 95%的来自于人类活动造成的

铅污染［43，44］。自 1970s 以来我国汽车数量开始大幅

增加［45］，加铅汽油的使用使得排放到大气中的铅开

始快速增加。另外煤的使用也呈现不断增加的态

势［46］。工业快速发展，使得释放到环境中的铅不断

增加，这与东太湖 DQG 钻孔的人为污染铅的通量研

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Cu、Zn 元素及其通量的

增加，可能主要与太湖流域工业排放如电镀工业排放

有关［17］。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DJZ 钻孔揭示的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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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金属通量的减少，可能与 1996 年流域内工业

结构的调整有关［47］。1996 年后流域内重污染工业

压缩规模，一批小化工企业被强制关停，工业废水排

放量减少，沉积物中重金属累积量减少。另外，1996
年也是我国用煤量减少的时段［46］，同样会导致入湖

重金属减少。在东太湖 DQG 钻孔没有显示出这一变

化可能是因为样品分析间隔较大所致。

3 结论

运用核素210 Pb 和137 Cs 定年，结合东太湖短柱钻

孔( DQG 和 DJZ) 的重金属分析，研究近代东太湖重

金属污染以及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几

十年尤其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太湖明显受到

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而造成沉积物中重金属如

Pb、Zn、Cu 不仅仅来源于自然的作用。
核素210Pb 和137Cs 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去近 50 年

里，在大缺港附近湖区沉积物堆积速率经历了一个由

慢到快再变慢的过程，而在东茭咀附近其沉积物的堆

积速率远大于大缺港附近湖区。20 世纪 90 年代东

茭咀一带淤积速度明显加快，可能与太浦河水利工程

兴建有关。自 2000s 初以来流域内人类活动对东太

湖 DJZ 钻孔沉积物造成了显著的重金属污染，在东

太湖 DQG 钻孔则要早得多。DJZ 钻孔高的沉积物堆

积速率对人为污染造成的赋存在沉积物中的重金属

起到了稀释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东太

湖 DQG 钻孔的来源于人为污染的 Pb、Zn、Cu 的通量

维持在一定的水平，70 年代以来为太湖流域经济发

展时期，乡镇企业在太湖流域工业产值中占较大比

重，而乡镇企业技术较落后，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通

过河道排入太湖，是湖泊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上个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太湖 DQG 和 DJZ 钻孔的来源于

人为污染的 Pb、Zn、Cu 的通量在不断增加，这与区域

污染工业类型及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太湖流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大量工

业、生活污水排放入湖加剧了湖泊重金属污染。东太

湖 2000s 初以来 Pb 通量以及人为污染的 Pb 的通量

出现下降，可能与含铅汽油的禁用以及流域内工业调

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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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Metal Pollution History Inferred from East Taihu Lake Cores Sediment
YAO Shu-chun XUE Bin

( State Key Lab of Lak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

Abstract: Taihu Lake is the third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China． East Taihu Lake with an area of 131 km2and water
depth of 0． 9 m，dominated by macrophyte，is important drinking water source of Suzhou and Shanghai City． Sedimen-
tary cores named DJZ and DQG were collected from East Taihu Lake in 2009 using gravity corer． The length of DJZ
and DQG is 59 and 33 cm，respectively． Radio nuclides including 210Pb and 137Cs were also analyzed for dating the
sediments at both cores． 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 ( SAR) of DQG was averaged to be 0． 15 g /cm2 /a based on
1963 dating marker of 137Cs． At DJZ core，SAR was higher relative to DQG core showing variation between 1． 0 ～ 2．
0 g /cm2 /a． Elements including copper，lead，zinc，chromium，nickel，ferrum and others were analyzed for the pur-
pose of understanding metal accumulation and human impact at East Taihu Lake combined with dating results． Be-
tween bottom to 30 cm，Cu，Pb，Zn，Cr and Ni in DJZ core showed increase trend． In the upper 30 cm sediments of
DJZ core，the profiles of Pb，Cr and Ni showed relatively constant value while Cu and Zn demonstated upward in-
crease in these sections．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Cu，Pb，Zn，Cr and Ni in DQG core were 22． 34，50． 83，98． 35，

66． 19，26． 74 mg /kg respectively for sediments between 0 and 9 cm，while 13． 18，26． 25，46． 33，58． 95，20． 45
mg /kg for 9 ～ 33 cm sediments． In this paper Fe element as a proxy of grain size was selected for normalization and
calculation of metal enrichment factor ( EF) and anthropogenic heavy metal flux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except
the cores surface sediment，Pb，Zn，Cu，Cr and Ni enrichment factors did not exceed 2，and EF of Cr and Ni was
nearly 1．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heavy metals including lead，copper，zinc were continuously enriched in recent dec-
ades，especially since the 1970s at East Taihu Lake． From 1970s to 1990s anthropogenic fluxes of Pb，Zn，Cu
changed slightly，and then increased corresponding to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catchment． Since early 2000s，the
total and anthropogenic Pb fluxes declined，which may be due to forbidden use of leaded petrol in China and adjust-
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asin in the period．
Key words: East Taihu Lake; sediment; heavy me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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