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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微塑料的吸附迁移及老化作用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
影响研究进展

胡婷婷，陈家玮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微塑料（粒径小于５ｍｍ的塑料颗粒），由于其自身较强的迁移特性及对环境污染物较强的亲和力，
会引发严重生态风险，受到广泛关注。微塑料可以通过地膜破损、垃圾填埋和大气沉降等方式汇集在土壤

中。土壤中的微塑料不仅会向下迁移，吸附富集共存的污染物，还会在表生地球化学作用下发生老化，对环

境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本文基于近年文献重点综述了土壤环境中微塑料的吸附迁移行为以及老化作用对

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微塑料在土壤中的迁移行为受到其自身理化性质（大小、形状及官能
团）及土壤环境条件的影响；②微塑料可以吸附携带外部环境污染物迁移，从而改变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归宿
与生物可利用性；③老化作用会改变微塑料理化性质，影响微塑料的吸附与迁移能力，加速内源污染物的释
放，其中有机污染物邻苯二甲酸酯释放的浓度范围约为５０．３～６６６０ｎｇ／ｇ，常见重金属 Ｐｂ２＋的释放浓度范围
约为５．１～８１．４μｇ／ｇ。本文建议今后应加强三方面研究工作：①不同土壤环境中多因素耦合条件下，开展微
塑料与环境污染物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特别是不同土壤介质及环境因素对污染物在微塑料上的吸附／解
吸／迁移行为的影响。②通过实验模拟手段，研究环境中不同老化作用对微塑料性质和环境行为的影响。
③加强微塑料内源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中的释放研究，揭示老化作用对内源污染物释放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微塑料；土壤；迁移；吸附；污染物；老化

要点：

（１）微塑料的迁移行为受到自身理化性质以及土壤环境条件的影响。
（２）微塑料可以吸附携带环境中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共迁移。
（３）老化作用对微塑料迁移行为、吸附能力以及内源污染物释放产生重要影响。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塑料的需求和使用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不断增

加，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全球塑料产量平均每年
增长 ８．６％，据统计只有不到 ５％的塑料被回
收［１－２］。２０２０年起，由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需
要，大量防护口罩及塑料防护服的生产使用，不可避

免地会带来更多的塑料垃圾［３］。这些塑料暴露于

环境中，经物理、化学、生物作用被破碎分解成更小

的微粒［４］，学者们将粒径小于５ｍｍ的塑料碎屑和颗

粒定义为微塑料（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ＭＰｓ）。微塑料不仅
包括大的塑料破碎分解产生的次级小尺寸塑料［５］，

也包括化妆品和医疗产品中人造的微米级尺寸的初

级塑料［６］。由于这些微塑料难以降解，在环境系统

中不断积累，易被不同营养水平的生物摄取，引起多

种毒理反应，包括致死、生长发育受到抑制、氧化应

激、遗传毒性等，会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７－８］。

因此，微塑料污染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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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作为一种新兴的污染物，其密度低、体积

小，易通过水流和风进行迁移［９－１０］。研究表明，微

塑料可以通过地膜破损、垃圾填埋、施肥、污水灌溉、

轮胎磨损、大气沉降等方式进入土壤［１１－１３］。例如，

对澳大利亚悉尼某工业区土壤调查发现，９０％的土
壤中含有微塑料，浓度介于 ３００～６７５００ｍｇ／ｋｇ［１４］；
类似地，对中国５个省份６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
壤调查中，发现微塑料广泛存在，浓度范围为２７８３
～６３６６个／ｋｇ［１５］。因此，土壤是微塑料重要的汇集
地［１６］，研究微塑料在土壤中的环境行为至关重要。

但是，由于土壤介质中微塑料分离检测技术的局限

性，相关研究还较少。前人研究表明，进入土壤中的

微塑料不仅会改变土壤的性质、结构与功能，影响土

壤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还会发生一系列地球化学

过程（如迁移、吸附与老化）。２０１７年Ｒｉｌｌｉｇ等［１７］首

次评述了土壤微塑料淋滤到地下水中的潜在风险。

此后，董姝楠等［１８］总结了多孔介质中微塑料迁移行

为的研究，阐明了影响土壤 －地下水中微塑料迁移
的主要外部因素，为准确评价微塑料的分布归趋及

环境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

微塑料除了迁移外，对土壤中污染物的影响也

非常重要。徐笠等［１９］分析了微塑料对典型污染物

（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吸附／解吸的作用过程，指
出微塑料可以自发吸附环境中的污染物，改变这些

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微塑料吸附环境污染物后，可

经土壤系统中动物和微生物的摄食在食物链中积

累，威胁人类健康［２０］。但是，微塑料与污染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较弱，吸附在微塑料上的污染物容易再

次释放到环境或生物体内［２１］。此外，微塑料在环境

中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光照、氧化、风化等作用的影响

而发生老化。Ｗａｎｇ等［２２］强调了老化致使微塑料表

面产生裂纹和含氧官能团，进而改变微塑料的吸附

能力与迁移行为。同时，微塑料中所含的有害物质，

如双酚Ａ（ＢＰＡ）、邻苯二甲酸盐（ＰＡＥｓ）、多溴联苯
醚（ＰＢＤＥｓ）及用于着色的重金属，会在老化过程中
释放到环境中，并通过淋溶作用进入土壤［２３－２４］。

Ｌｕｏ等［２５］测定了不同老化程度的微塑料中内源污

染物的释放量，发现在模拟胃液中，未老化的微塑

料、老化３周的微塑料和老化６周的微塑料在７２ｈ
内色素最大的释放量分别达到 １．４５ｍｇ／Ｌ、１．７６
ｍｇ／Ｌ和１．９４ｍｇ／Ｌ。表明老化作用加速了微塑料内
源污染物的释放，导致微塑料污染风险更加复杂。

因此，不同老化过程对微塑料在土壤中的环境行为

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本文根据近年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了微塑料

在环境中的吸附迁移行为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

微塑料和环境污染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相互

作用，并强调了老化作用对微塑料迁移、吸附／释放
污染物等环境行为的影响。相关内容有助于人们理

解微塑料及相关环境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

和归宿行为，并对今后开展微塑料环境行为相关研

究提供依据和建议。

１　土壤中微塑料的环境行为
１．１　微塑料在土壤中的迁移行为

自然环境中微塑料分布广泛，在水体、土壤、沉

积物、动植物中都有检出，意味着微塑料具有易迁移

的特性。微塑料自身大小、形状及表面物理化学性

质是影响其迁移能力的重要因素。微塑料大颗粒具

有更强的阻塞效应，小尺寸颗粒更容易长距离迁

移［２６］。塑料微球或微粒比超细纤维更容易在土壤

中迁移至深部，因为超细纤维容易与土壤细颗粒纠

缠在一起形成大的块体［２７］。微塑料表面带电性和

疏水性在迁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带

—ＣＯＯＨ的比带—ＮＨ２的微塑料更容易在饱和海水
的砂土中运移［２８］，这是由于带正电荷的—ＮＨ２微塑
料与带负电荷的沙粒存在静电吸引作用。表面亲水

性更强的聚苯乙烯（ＰＳ）微塑料在土壤介质中也表
现出更高的迁移能力［２９］。

除了微塑料自身性质，地球化学作用和土壤环

境因素在微塑料的迁移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土壤表层的微塑料会借助风和径流发生长距

离迁移，土壤深部的微塑料可能会随着孔隙流体的

运动发生垂向迁移［３０］。对于土壤环境因素的影响

来说，一方面，土壤的内部结构及组成（如矿物质含

量和天然有机质等），影响着微塑料的迁移。研究

表明，当塑料粒径小于土壤孔隙尺寸时，微塑料可能

会通过土壤孔隙和裂缝向下运动［３１－３２］。当微塑料

粒径较大时，则无法通过土壤的小孔隙，较稳定地滞

留在土壤中［３０－３１］。干燥的土壤环境条件下，膨胀性

黏土矿物（如蒙脱石）会促使土壤出现裂缝，微塑料

颗粒会沿着这些裂缝迁移至更深的土层［１７］。尽管

微塑料密度小，但它与土壤矿物发生团聚效应会导

致密度增加，有助于其向下运移［３３］。若土壤中带正

电荷的Ｆｅ／Ａｌ氧化物与带负电荷的微塑料发生作用
相互吸引，极易使其滞留在土壤中［３４］。此外，土壤

中的天然有机质会增加微塑料与多孔介质之间的排

斥能，从而促进微塑料的迁移性［２８，３５］。另一方面，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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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系统中动植物对微塑料的迁移行为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例如，蚯蚓可以通过摄食、挖洞、排泄等活

动，或身体附着的方式，将微塑料运移到土壤深层，

并且更细小的微塑料可以被带至更深的地方［３６－３７］。

有研究发现不同物种对微塑料运移距离的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白符跳虫（Ｆｏｌｓｏｍｉａｃａｎｄｉｄａ）和异跳虫
（Ｐｒｏｉｓｏｔｏｍａｍｉｎｕｔａ）这两种弹尾虫（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土壤
微节肢动物）均以腐烂物质为食，弹跳灵活，但体型

更大的白符跳虫能够比异跳虫将微塑料运输更远的

距离［３８］。基于单一物种对微塑料迁移作用的研究，

Ｚｈｕ等［３９］构建了一个食物链模型来研究捕食者 －
被捕食者的关系在微塑料迁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

当捕食性螨与被捕食者弹尾虫在土壤中共存时，微

塑料的迁移增加了４０％，这说明与单一物种相比，
生态系统中复杂的食物链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微塑料

的环境迁移行为。此外，土壤中植物根系也会对微

塑料的迁移有显著影响，根系的生长可以将微塑料

推向更深的土层［４０］。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因素

对微塑料颗粒迁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多因素

共同作用下微塑料的迁移与滞留行为。此外，室内实

验很难反映真实土壤环境的复杂性，因此还需要开展

野外试验，对微塑料的环境归趋进行定量化研究。

１．２　微塑料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
微塑料自身的迁移行为会带来生态安全风险，

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微塑料能够吸附携带环境污

染物进行共迁移，因此存在更大的环境污染风险隐

患。近年来，基于微塑料对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的

吸附能力，微塑料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成为研

究热点。

１．２．１　微塑料对重金属的影响
重金属不可降解、毒性大，在环境中分布广

泛［４１］。微塑料被认为是积累和运输重金属的重要

载体，这是因为微塑料对重金属有较强的亲和力。

例如，Ｗａｎｇ等［４２］通过吸附动力学与等温吸附实验

研究了聚乙烯微塑料对 Ｃｕ２＋的吸附机制，发现
Ｃｕ２＋在静电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微塑料表面或孔
结构中。Ｄｏｎｇ等［４３］也强调了静电吸引对 Ａｓ（Ⅲ）
等物质在四氟乙烯（ＰＴＦＥ）微塑料上吸附的重要作
用。除静电作用外，表面络合和阳离子 －π键作用
也会控制微塑料对重金属的吸附。Ｚｈｏｕ等［４４］通过

分析微塑料吸附前后官能团的变化，发现含氧官能

团（如Ｃ—Ｏ和Ｃ＝Ｏ）和阳离子 －π键相互作用参
与了对Ｃｄ２＋的吸附。尽管这些吸附研究是在水溶

液中开展的，但相关认识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土壤

环境中微塑料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机理。

不同环境条件下，微塑料对重金属的吸附效果也

不尽相同。Ｈｏｄｓｏｎ等［４５］研究了微塑料对 Ｚｎ２＋的吸
附行为，发现直径１ｍｍ的高密度聚乙烯（ＰＥ）对Ｚｎ２＋

的吸附特性与土壤相似，而在模拟蚯蚓肠道环境中，

微塑料对 Ｚｎ２＋的解吸量（４０％ ～６０％）高于土壤
（２％～１５％），证实了微塑料可以作为重金属载体，增
加蚯蚓体内的重金属暴露。同时，也表明吸附在微塑

料上的重金属可能会再次释放。类似地，Ｚｈｏｕ等［４４］

研究了不同条件下Ｃｄ在微塑料上的解吸行为，结果
表明土壤中的腐植酸会促进微塑料上Ｃｄ的解吸，而
在模拟肠道环境中，重金属的解吸率更高。由此可

知，微塑料的吸附／解吸行为可能会增强重金属污染
的生态风险。但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腐植酸、共存

离子等），重金属在微塑料上的吸附／解吸过程仍不清
楚。为了准确评估二者共存时的生态风险，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考察不同环境因素对微塑料吸附／解吸重金
属离子行为的影响。此外，微塑料的存在会导致土壤

的某些特性发生改变，进而间接影响重金属在土壤中

的环境行为。例如，Ｚｈａｎｇ等［４６］发现添加聚乙烯的土

壤对Ｃｄ的吸附能力降低，导致 Ｃｄ在土壤中迁移性
增强，从而引发环境风险。在此基础上，Ｍａ等［４７］研

究了聚丙烯（ＰＰ）微塑料对不同土壤固相组分吸附重
金属Ｃｄ的影响，结果表明聚丙烯微塑料促进了矿物
组分对Ｃｄ的吸附能力，但抑制了土壤中颗粒有机物
（ＰＯＭ）、有机矿物质（ＯＭＣ）的吸附能力。因此，微塑
料对不同固相组分比例土壤吸附Ｃｄ的影响不同。再
如，高密度聚乙烯微塑料会降低土壤 ｐＨ值，进而提
高土壤中Ｈ＋含量，Ｈ＋会与重金属竞争吸附点位，使
得土壤对于重金属的吸附减少，增强了重金属的迁移

与有效性［４８－４９］。Ｌｉｕ等［５０］发现微塑料的存在会促进

大分子量类腐植质在土壤中积累。类腐植质能与重

金属络合生成水溶性复合物，导致可溶性重金属形态

的增加，从而增强重金属的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５１］。

可以看出，微塑料会促进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

移转化，进而影响重金属生物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

但目前对于不同的土壤介质环境条件下，不同来源

的微塑料类型对重金属环境行为的影响，还有待开

展系统研究。

１．２．２　微塑料对有机污染物的影响
微塑料与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相互作用是近年

关注的热点。大量研究表明微塑料能够通过疏水分

配作用、静电作用、氢键作用、π－π作用、范德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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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间作用力等吸附多环芳烃、农药、除草剂及抗生素

等多种类型有机物［５２－５３］。ｕｎｔａ等［５４］研究了两种

微塑料（聚酯纤维和聚丙烯）与三种农药（啶虫脒、

氯虫苯甲酰胺和氟苯虫酰胺）在冲积土环境中的相

互作用，结果表明农药在土壤中微塑料上的吸附现

象普遍存在，吸附效果取决于辛醇／水分配系数，吸
附量最高的是疏水性最强的农药，这意味着存在农

药通过微塑料在土壤系统中进行迁移的风险。类似

地，Ｌｉｕ等［５５］研究了纳米级塑料微粒作为污染物载

体发生共运移的潜在环境风险，发现低浓度聚苯乙

烯纳米颗粒增强了非极性化合物（芘）和弱极性化

合物（２，２，４，４－四溴二苯醚）的迁移，但对其他三
种极性化合物（双酚 Ａ、双酚 Ｆ和４－壬基酚）基本
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极性化合物倾向于表面吸

附，在微塑料迁移过程中解吸；而非极性／弱极性化
合物更倾向于吸附在聚苯乙烯玻璃状聚合结构的内

部基质中，与微塑料纳米颗粒共迁移。Ｃｈｅｎ等［５５］

通过研究聚乙烯和聚苯乙烯微塑料以及土壤颗粒对

三氯生（ＴＣＳ）的吸附行为，揭示了在微塑料 －土壤
体系中，三氯生更倾向于吸附在微塑料上，但由于相

互作用较弱，吸附在微塑料上的三氯生易解吸到土

壤溶液中，从而证实了微塑料可能是土壤中三氯生

的来源载体并会加重土壤污染。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研究微塑料是否会增强土壤中农药的毒性及微塑

料吸附农药后对土壤动物的联合毒性效应。

土壤环境因素会影响微塑料对有机物的吸附，

并影响有机物的环境行为。例如，当环境 ｐＨ值超
过了微塑料的零电荷点，微塑料表面带负电荷，会通

过静电作用吸引正电荷有机污染物；如果环境 ｐＨ
值超过有机污染物的解离常数时，这些有机污染物

会被去质子化，引起静电排斥，从而抑制微塑料的吸

附［５６－５７］。Ｚｈｕ等［５８］根据聚乙烯微塑料在砂壤土和

水溶液中对十溴二苯醚（ＢＤＥ－２０９）的吸附动力学
和热力学实验，揭示了吸附过程发生在聚乙烯微塑

料非均质表面及内部，而腐植酸分子作为大分子化

合物，可以优先覆盖微塑料表面并占据吸附位点，从

而抑制微塑料对ＢＤＥ－２０９的吸附。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微塑料对污染物的吸

附／解吸作用会极大影响其环境行为，在污染控制和
环境治理时必须考虑微塑料及污染物的共存状况下

的相互影响作用。但是，目前关于不同土壤介质及

环境因素对污染物在微塑料上的吸附／解吸／迁移行
为的影响还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相关作用机制也

同样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２　老化作用对微塑料环境行为的影响
２．１　老化作用对微塑料迁移行为的影响

微塑料在自然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老化，

这些老化作用包括物理磨损（物理风化）、紫外线辐

射（光氧化）、生物降解（土壤微生物作用），以及化

学氧化（热氧化、臭氧氧化）等［５９－６０］。

微塑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如尺寸、形貌、疏水性、

表面官能团等，会随着老化过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其迁移行为［１８，６１］。Ｒｅｎ等［６２］对比了过硫酸盐氧化

（ＰＳ）、紫外线光照（ＵＶ）和紫外线 －过硫酸盐氧化
（ＵＶＰＳ）三种老化作用对聚苯乙烯微塑料在砂壤土
和黏壤土中迁移特征的影响，发现老化后的微塑料

比老化前表现出更强的迁移能力，这是因为老化作

用增加了微塑料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如—ＣＯＯＨ），
从而增强与土壤颗粒之间的静电斥力。

除了光老化和氧化老化，土壤胶体（天然有机

质、矿物等）与微塑料之间的异质聚集，也会导致微

塑料表面性质及结构发生改变而老化，进而影响微

塑料的迁移行为。Ｗｕ等［６３］发现腐植酸能够附着在

微塑料表面，为微塑料提供更多的负电荷，并通过静

电吸引促进带正电荷的微塑料异质聚集。Ｍａ等［６４］

通过柱实验证实了天然有机质能够附着在微塑料和

石英砂上，致使微塑料与多孔介质间发生静电排斥

作用，从而促进微塑料的迁移。Ｌｉ等［６５］探究了不同

的条件下，微塑料－膨润土异质团聚体的形成对微
塑料迁移的影响，发现在低离子强度条件下形成的

小的微塑料－膨润土异质聚集体，增加了微塑料作
为移动载体的迁移量；而高离子强度条件下形成的

大尺寸异质聚集体，导致微塑料迁移率降低，并发现

腐植酸可以抑制更大粒径微塑料－膨润土异质聚集
体的形成。据报道，高岭石、赤铁矿和针铁矿等矿物

也会与微塑料形成异质聚集体，改变微塑料的迁移

量［６６－６７］。虽然已有的研究表明，吸附在微塑料上的

土壤胶体会改变微塑料表面电荷分布与粒径，但实

际上异质聚集对微塑料迁移的影响，以及主导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清楚，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此外，Ｙａｎ等［３３］指出自然老化过程可以改变微

塑料尺寸和形状，进而影响其迁移行为，并在土壤淋

洗试验中证实了较小的杆状塑料纤维的迁移距离最

远。生物降解在微塑料的老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不同的环境气候条件产生不同的微生物群

落，从而影响微塑料的生物降解，致使其老化特性不

尽相同［６８］。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不同表生地球化

学作用下，微塑料的老化特性及相应迁移行为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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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仅Ａｌｉｍｉ等［６９］通过模拟寒冷气候条件，发现冻

融循环会促使聚苯乙烯微塑料发生团聚，降低其在

土壤中的迁移能力。同时，雨水淋滤、干湿循环、冻

融循环等过程会弱化土壤基质，促进微塑料的迁

移［６９－７１］。因此，要综合考虑不同气候条件造成的微

塑料老化及土壤结构改变这两方面因素对微塑料迁

移行为的影响。

如上所述，不同老化过程的微塑料具有不同的

老化特性，且经历不同老化过程的微塑料在土壤中

的迁移机制存在差异。因此，深入研究微塑料的多

种老化机制，明确老化作用对微塑料迁移行为的影

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微塑料的环境归趋。

２．２　老化作用对微塑料吸附环境污染物的影响
老化过程显著改变了微塑料物理化学性质，进

而会影响与环境污染物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老

化作用可以增加微塑料表面负电荷，影响其与污染

物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Ｌａｎｇ等［７２］根据不同氧化

老化时间的聚苯乙烯微塑料吸附重金属实验，揭示

了微塑料对Ｃｄ２＋的吸附主要发生在表面，随着老化
作用加剧，更多的吸附位点随之暴露，从而明显增强

了微塑料对Ｃｄ２＋的吸附。Ｊｉａｎｇ等［７３］对比了紫外线

照射（ＵＶ）、紫外线结合双氧水（ＵＶ＋Ｈ２Ｏ２）等老化
条件下，磺胺类化合物（ＳＡｓ）在原始和老化微塑料
［热塑性聚氨酯（ＴＰＵｓ）、聚酰胺（ＰＡｓ）］上的吸附行
为，发现老化作用提高了 ＴＰＵｓ的吸附能力，但降低
了ＰＡｓ的吸附能力。这是由于老化减弱了 ＰＡｓ的
静电作用而增强了 ＴＰＵｓ的氢键作用，说明老化作
用对不同类型微塑料性能的影响存在差异，这方面

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除了影响静电相互作用，老化过程还能促进微

塑料生成更多的含氧官能团从而降低其疏水性，进

而增强对亲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吸附，降低疏水性污

染物的吸附量［５２］。Ｌｉｕ等［７４］指出紫外老化会导致聚

苯乙烯和聚氯乙烯（ＰＶＣ）微塑料增强对亲水性环丙
沙星（ＣＩＰ）的吸附能力。Ｌｉｕ等［２９］发现紫外或臭氧老

化可增加聚苯乙烯纳米级微塑料表面负电荷和亲水

性，从而增强了与非极性和极性污染物的结合，由老

化作用引起的表面性质变化也会通过极性相互作用

（如氢键）导致污染物的不可逆吸附，并进一步增强了

微塑料与有机污染物的共迁移能力。因此，开展不同

类型老化微塑料与有机污染物之间的吸附行为对比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表明，微塑料的老化作用对环境污染

物的吸附和迁移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土壤环境中微

塑料的老化过程较为复杂，目前在研究老化作用的

影响时，采用的实验室模拟手段比较单一，因此，开

发适宜的加速老化模拟手段并与实际环境相符尤为

重要，同时考虑土壤环境条件（如含水率、矿物质、

微生物和理化性质等）对微塑料老化过程的影响也

非常必要。

２．３　老化作用对微塑料释放内源污染物的影响
微塑料与外部环境污染物发生相互作用，其迁

移行为会带来环境风险。实际上，微塑料自身内源

有害物质的释放带来的环境风险也不容忽视［７５］。

由于老化作用导致微塑料聚合物链的断裂，会使得

添加剂或中间体浸出释放［７６－７７］，如表１列举了微塑
料老化后几种典型添加剂的释放情况。例如，Ｌｕｏ
等［７８］分别测定了未老化、光老化两周（１４天）和光
老化四周（２８天）微塑料浸出的 Ｐｂ２＋和 Ｃｒ６＋的浓
度，其中 Ｐｂ２＋的释放量分别为 １７．３±０．１μｇ／ｇ、
５６．７±３．２μｇ／ｇ和８１．４±４．３μｇ／ｇ，Ｃｒ６＋的释放量分
别为２．３±０．１μｇ／ｇ、６．９±０．４μｇ／ｇ和 １２．１±０．６
μｇ／ｇ，结果表明，光老化促进了微塑料中铬酸铅的释
放，且老化时间越长，Ｃｒ和 Ｐｂ的释放量越多。Ｒａｎｉ
等［７９］研究发现，在阳光照射下，暴露于自然开阔海面

的泡沫聚苯乙烯（ＥＰＳ），会向海水中释放大量六溴环
十二烷（ＨＢＣＤＤ）。而且风化作用会导致ＥＰＳ表面进
一步的侵蚀和破碎，增强了ＨＢＣＤＤ的浸出。邻苯二
甲酸酯（ＰＡＥ）是塑料中的最主要添加剂，其在环境中
的广泛污染已引起全球关注。Ｃａｏ等［８３］研究了不同

种类微塑料释放邻苯二甲酸酯的能力，释放的浓度范

围在５０．３～６６６０ｎｇ／ｇ，发现聚乙烯微塑料释放的ＰＡＥ
浓度最高，而聚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微塑料

的释放浓度较低。此外，Ｗａｎｇ等［４２］则指出在紫外线

照射下聚乙烯微塑料能够释放ＰＡＥ，说明在实际环境
中，微塑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的释放不仅与塑料内部特

性有关，还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综上，紫外光、氧环境、温度等可通过加速微塑料

老化，促进内源污染物的释放［８０］。目前已经开展的

关于微塑料内源污染物的浸出研究，大多局限于海洋

环境，很难见到微塑料内源物质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

释放研究。最新（２０２１年）仅有一例报道，Ｍｅｎｇ等［８４］

研究了氧化加速老化与水稻土中自然老化对聚氯乙

烯（ＰＶＣ）微塑料中内源重金属释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氧化加速老化和自然老化都会导致聚氯乙烯中Ｃｕ、
Ｍｎ、Ｎｉ、Ｐｂ和 Ｚｎ的释放。因此，老化作用对土壤中
微塑料内源有害物质释放的影响是今后需要关注的

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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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微塑料老化过程中添加剂的释放行为相关研究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ｇｅｉｎｇ

塑料类型 老化方式 老化时间 浸出物质 释放浓度 参考文献

聚乙烯 氙灯老化
２８天 Ｃｒ６＋ １２．１μｇ／ｇ

［７８］２８天 Ｐｂ２＋ ８１．４μｇ／ｇ

泡沫聚苯乙烯
日照 １８０天 六溴环十二烷（ＨＢＣＤＤ） ３４．４μｇ／ｇ

［７９］
海面暴露 １８０天 六溴环十二烷（ＨＢＣＤＤ） ４２．９μｇ／ｇ

聚乙烯 海水侵蚀及光照
９０天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ＤｓＢＰ） ８３．４ｎｇ／ｇ

［８０］９０天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ＤｎＢＰ） １２０．１ｎｇ／ｇ

聚氯乙烯 海水侵蚀及光照
９０天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ＤＭＰ） ９．５±１．４ｎｇ／ｇ

［８０］９０天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ＤＥＰ） ６８．９±１０．３ｎｇ／ｇ
聚氯乙烯 水沙侵蚀老化 ２０天 Ｐｂ２＋ ５．１μｇ／ｇ ［８１］
苯乙烯 热老化（３５０℃） ／ 乙烷 １９２２．８μｇ／ｇ ［８２］

３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近年土壤中微塑料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在

吸附迁移行为、老化作用影响等方面获得以下认识。

①干燥气候及土壤生物活动造成的土壤开裂、土壤矿
物及有机质对微塑料静电排斥作用以及异质聚集带

来的密度增加，都会促进微塑料垂直迁移；②微塑料
能够吸附携带相关污染物共迁移，将污染物运移到不

同的地点，甚至是生物体内；③长期的风化作用、紫外
线照射、物理磨损以及生物降解，会导致微塑料表面

电性及疏水性发生变化，微塑料的迁移吸附特性也随

之改变。上述老化作用还会促使微塑料聚合物链的

断裂，加速内源有害物质的释放，带来更严重的生态

风险。因此，在评估微塑料的环境风险时，必须要综

合考虑微塑料的吸附迁移特性及老化过程的影响。

然而，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有关微

塑料迁移的研究多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实验时间和

空间有限，不能很好地代表实际环境的复杂性。此

外，研究对象大多以聚苯乙烯微球作为代表，其他类

型和来源的塑料颗粒需要更多地被考虑。与此同时，

微塑料在迁移过程中对污染物的吸附／解吸会带来更
大的环境风险，但人们对共迁移的研究通常是二元体

系下（微塑料和特定污染物）进行的，忽略了环境因素

（如ｐＨ、天然有机质等）的影响。基于此，建议今后加
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１）不同土壤环境中多因素耦合条件下，各种微
塑料迁移行为的研究。

（２）不同环境条件下，微塑料与环境污染物的相
互作用机制研究。特别是加强不同土壤介质及环境

因素对污染物在微塑料上的吸附／解吸／迁移行为的
影响研究。

（３）微塑料的老化对其吸附能力和迁移性有显
著影响，需要通过实验模拟手段，研究环境中不同老

化作用对微塑料性质和环境行为的影响。

（４）加强微塑料内源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中的释
放研究，揭示老化作用对内源污染物释放行为的

影响。

４　参考文献
［１］　Ｇｅｙｅｒ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ｅ，ａｎｄｆａｔｅ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１３－３２．

［２］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ＷＪ，ＣｌｏｕｔＭ，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Ｍ，ｅｔａｌ．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ｃａｎ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２０１０［Ｊ］．Ｔｒｅｎｄ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５（１）：１－７．

［３］　 ＡｂｕｗａｔｆａＷ Ｈ，ＡＩ－ＭｕｑｂｅｌＤ，ＡＩ－ＯｔｈｍａｎＡ，ｅｔ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ｕｓｉｎｇ
ｂｉｏｃｈａｒ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
４：１００１５１．

［４］　 ＰａｄｅｒｖａｎｄＭ，Ｌｉｃｈｔｆｏｕ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Ｄ，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０，１８（３）：
８０７－８２８．

［５］　 ＡｋｄｏａｎＺ，ＧｕｖｅｎＢ．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ｅｄ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４（ＰａｒｔＡ）：１１３０１１．

［６］　ＨｏｒｔｏｎＡＡ，ＷａｌｔｏｎＡ，ＳｐｕｒｇｅｏｎＤＪ，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ａｐｓ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５８６：１２７－１４１．

［７］　ＬａｈｉｖｅＥ，ＷａｌｔｏｎＡ，ＨｏｒｔｏｎＡＡ，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８５３—

第３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２２年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ｏｒｍ
Ｅｎｃｈｙｔｒａｅｕｓ ｃｒｙｐｔｉｃｕｓ ｉｎ ａ ｓｏｉ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５：１１３１７４．

［８］　ＪｉａｎｇＸＦ，ＣｈｅｎＨ，ＬｉａｏＹＣ，ｅｔａｌ．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ｐｌａｎｔ
Ｖｉｃｉａｆａｂ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０：８３１．

［９］　Ｋｌｅｉｎ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Ｋ．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ｏｆ
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６８５：９６－１０３．

［１０］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Ｍ，ＫｏｅｌｍａｎｓＡＡ，ＢｅｓｓｅｌｉｎｇＥ，ｅｔ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ｔｏｓｅａ：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２７：２４９－２５７．

［１１］　ＲｏｃｈｍａｎＣＭ．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ｓｉｎｋｔｏｓｏｕｒｃｅ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６０（６３８４）：２８－２９．

［１２］　郝爱红，赵保卫，张建，等．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现状及
其生态风险研究进展［Ｊ］．环境化学，２０２１，４０（４）：
１１００－１１１１．
ＨａｏＡＨ，ＺｈａｏＢＷ，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
ｓｏｉｌ［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４０（４）：
１１００－１１１１．

［１３］　杨杰，李连祯，周倩，等．土壤环境中微塑料污染：
来源、过程及风险［Ｊ］．土壤学报，２０２１，５８（２）：
２８１－２９８．
Ｙａｎｇ Ｊ，ＬｉＬ Ｚ，Ｚｈｏｕ Ｑ，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５８（２）：
２８１－２９８．

［１４］　ＦｕｌｌｅｒＳ，ＧａｕｔａｍＡ．Ａ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ｆｌｕ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０（１１）：５７７４－５７８０．

［１５］　ＷａｎｇＪ，ＬｉＪＹ，ＬｉｕＳＴ，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６９：１１６１９９．

［１６］　Ｅｅ－ＬｉｎｇＮ，ＥｓｐｅｒａｎｚａＨＬ，ＳｉｍｏｎＭ Ｅ，ｅｔａｌ．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６２７：１３７７－１３８８．

［１７］　ＲｉｌｌｉｇＭＣ，ＩｎｇｒａｆｆｉａＲ，ｄｅＳｏｕｚａＭａｃｈａｄｏＡＡ．Ｍｉｃｒ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ｓｏｉｌｉｎ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８：１８０５．

［１８］　董姝楠，夏继红，王为木，等．土壤 －地下水中微塑料
迁移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进展［Ｊ］．农业工程学
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４）：１－８．
ＤｏｎｇＳＮ，ＸｉａＪＨ，ＷａｎｇＷＭ，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ｏｉｌ

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６（１４）：１－８．

［１９］　徐笠，李海霞，韩丽花，等．微塑料对典型污染物吸附
解吸的研究进展［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２１，２９
（６）：９６１－９６９．
ＸｕＬ，ＬｉＨＸ，ＨａｎＬＨ，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１，２９（６）：９６１－９６９．

［２０］　ＬｗａｎｇａＥＨ，ＶｅｇａＪＭ，ＱｕｅｊＶＫ，ｅ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ｂｒｉｓａｌｏｎｇ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ｆｏｏｄｃｈａｉｎ
［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１）：１－７．

［２１］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Ｌ，ＴｈｏｍｓｏｎＬ，Ｂｒ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ｔｏ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８０８：１５２０７１．

［２２］　ＷａｎｇＴ，ＭａＹＮ，Ｊｉ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ｍｕｌｃｈｆｉｌｍｓ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
１０７：７３６－７４０．

［２３］　ＸｕＳＹ，ＺｈａｎｇＨ，ＨｅＰＪ，ｅｔａｌ．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ｆｒｏｍ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
（１１）：１２６９－１２７７．

［２４］　ＲｏｙＰＫ，ＨａｋｋａｒａｉｎｅｎＭ，ＶａｒｍａＩＫ，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Ｆａｎｔａｓｙ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５（１０）：４２１７－４２２７．

［２５］　ＬｕｏＨＷ，ＺｈａｏＹＹ，ＬｉＹ，ｅｔａｌ．Ａｇｉｎｇ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ｉ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ｌｕｉｄ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１４：
１３６８６２．

［２６］　ＤｏｎｇＺＱ，ＱｉｕＹＰ，Ｚｈ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ｎ－ｓｉｚ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ｐｈｅｒｅｓ
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ａｎ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１４３（１）：５１８－５２６．

［２７］　ＺｈａｎｇＧＳ，ＺｈａｎｇＦＸ，ＬｉＸ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ｍｉｃｒｏ
－ｆｉｂｅｒｓｏｎ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
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ａｐｏ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６７０：１－７．

［２８］　ＤｏｎｇＺＱ，ＺｈｕＬ，Ｚｈ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ｎ 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ｅａｓａｎｄ［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５（１）：１１３１７７．

［２９］　ＬｉｕＪ，ＺｈａｎｇＴ，ＴｉａｎＬＬ，ｅｔａｌ．Ａｇ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９５３—

第３期 胡婷婷，等：土壤中微塑料的吸附迁移及老化作用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进展 第４１卷



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ｌｏａｍｙｓａｎｄ［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５３（１０）：５８０５－５８１５．

［３０］　ＺｈａｎｇＭ，ＸｕＬＨ．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５２（５）：１－３７．

［３１］　ＢｌａｓｉｎｇＭ，ＡｍｅｌｕｎｇＷ．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１２（１）：４２２－４３５．

［３２］　ＲｅｎＺＦ，ＧｕｉＸＹ，ＸｕＸＹ，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
ｓｏｉ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ｇｉ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１，４１９：１２６４５５．

［３３］　ＹａｎＸＹ，ＹａｎｇＸＹ，Ｔ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ａｇｅｄ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ｏａｍｙ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２６２：１１４２７０．

［３４］　ＷｕＸＬ，ＬｙｕＸＹ，ＬｉＺＹ，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
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０７：１３６０６５．

［３５］　ＨｏｕＪ，ＸｕＸＹ，ＬａｎＬ，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ｉｃｒｏ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ｉｎｐｕ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６３：１１４４９９．

［３６］　ＬｗａｎｇａＥＨ，ＧｅｒｔｓｅｎＨ，ＧｏｏｒｅｎＨ，ｅｔａ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ｔｏｂｕｒｒｏｗｓｏｆ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２２０：
５２３－５３１．

［３７］　ＲｉｌｌｉｇＭＣ，ＺｉｅｒｓｃｈＬ，ＨｅｍｐｅｌＳ．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ｓｏｉｌｂｙ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
（１）：１－７．

［３８］　ＭａａβＳ，ＤａｐｈｉＤ，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ｂｙｔｗｏ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２２５：４５６－４５９．

［３９］　ＺｈｕＤ，ＢｉＱＦ，Ｘｉ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Ｔｒｏｐｈｉｃ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Ｈｙｐｏａｓｐｉｓａｃｕ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Ｆｏｌｓｏｍｉａｃａｎｄｉｄａ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２３５：１５０－１５４．

［４０］　ＣｈａｅＹ，ＡｎＹ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ｅｎｄｓｏｎ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２４０：
３８７－３９５．

［４１］　贺灵，吴超，曾道明，等．中国西南典型地质背景区土
壤重金属分布及生态风险特征［Ｊ］．岩矿测试，２０２１，
４０（３）：３８４－３９６．
ＨｅＬ，ＷｕＣ，ＺｅｎｇＤＭ，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 ｏｆｓｏｉｌｓｉｎ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
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２１，４０（３）：３８４－３９６．

［４２］　Ｗ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ＸＪ，ＬｉＹ，ｅｔａｌ．Ｂｉｏｆｉｌｍａｌｔｅｒｓ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ｐｐｅ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ｎｔｏ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
３９２：１２３８０８．

［４３］　ＤｏｎｇＹＭ，ＧａｏＭ Ｌ，ＳｏｎｇＺＧ，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Ａｓ（Ⅲ） ｏｎ ｐｏｌｙ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２５４（ＰａｒｔＡ）：１１２９５０．

［４４］　ＺｈｏｕＹＦ，ＹａｎｇＹＹ，ＬｉｕＧＨ，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ｃａｄｍｉｕｍ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ｕ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ｐＨ，ｌｅａｄ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８４：
１１６２０９．

［４５］　ＨｏｄｓｏｎＭ Ｅ，Ｄｕｆｆｕｓ－ＨｏｄｓｏｎＣＡ，ＣｌａｒｋＡ，ｅｔ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ｂａｇ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ｓａ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ｍｅｔ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５１（８）：４７１４－４７２１．

［４６］　ＺｈａｎｇＳＷ，ＨａｎＢ，ＳｕｎＹＨ，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ｄｉ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９，３８８：１２１７７５．

［４７］　ＭａＸＹ，ＺｈｏｕＸＨ，ＺｈａｏＭ Ｊ，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ｌｔｅｒｔｈｅｃａｄｍｉｕ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ｉ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１６（１）：
１－１２．

［４８］　ＹｕＨＹ，ＬｉｕＣ，ＺｈｕＪ，ｅｔａｌ．Ｃａｄｍｉｕｍ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ｓｆｒｏｍ 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ｒ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Ｈｖａｌｕｅ［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０９（１５）：３８－４５．

［４９］　刘冬，贺灵，文雪琴，等．金衢盆地典型地区土壤 －稻
米重金属含量及土壤酸碱度的影响研究［Ｊ］．岩矿测
试，２０２１，４０（６）：８８３－８９３．
ＬｉｕＤ，ＨｅＬ，ＷｅｎＸＱ，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ｒｉ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ｂｙｓｏｉｌｐＨｉｎ
ＪｉｎｑｕＢａｓｉｎ［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２１，４０
（６）：８８３－８９３．

［５０］　ＬｉｕＨＦ，ＹａｎｇＸＭ，ＬｉｕＧＢ，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ｏｉ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７，１８５：
９０７－９１７．

［５１］　曹宁，孙彬彬，曾道明，等．珠江三角洲西部典型乡镇
稻米与根系土重金属元素含量关系研究［Ｊ］．岩矿测
试，２０２０，３９（５）：７３９－７５２．

—０６３—

第３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２２年



ＣａｏＮ，ＳｕｎＢ Ｂ，ＺｅｎｇＤ Ｍ，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ｒｉｃｅ
ａｎｄｒｏｏｔｓ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２０，３９
（５）：７３９－７５２．

［５２］　陈雅兰，孙可，高博．微塑料吸附机制研究进展［Ｊ］．
环境化学，２０２１，４０（８）：２２７１－２２８７．
Ｃｈｅｎ Ｙ Ｌ，Ｓｕｎ Ｋ，Ｇａｏ 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４０（８）：２２７１－２２８７．

［５３］　ＦｕＬＮ，ＬｉＪ，ＷａｎｇＧＹ，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２１，２１７：１１２２０７．

［５４］　ｕｎｔａＵ，ＰｒｏｓｅｎｃＦ，ＴｒｅｂｅＰ，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ｅ－
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ｂｅｎｄｉａｍｉｄ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ｓｏｉｌ
［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０，２６１：１２７７６２．

［５５］　ＣｈｅｎＸ，ＧｕＸＮ，ＢａｏＬ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ｃｌｏｓ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２６３：１２７９４７．

［５６］　ＨｕＢＹ，ＬｉＹＸ，ＪｉａｎｇＬＳ，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ｉｎ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４００：
１２３３２５．

［５７］　ＷｕＰＦ，ＣａｉＺＷ，ＪｉｎＨＢ，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ｆｉｖｅ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ｎＰＶＣ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５０：６７１－６７８．

［５８］　ＺｈｕＹＦ，ＬｉＸＸ，ＷａｎｇＬＰ，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ＢＤＥ－
２０９ｔｏ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１－１０．

［５９］　ＡｎｄｒａｄｙＡＬ．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
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１１９（１）：１２－２２．

［６０］　ＪａｈｎｋｅＡ，ＡｒｐＨＰＨ，ＥｓｃｈｅｒＢＩ，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４（３）：８５－９０．

［６１］　ＤｕａｎＪＪ，ＢｏｌａｎＮ，ＬｉＹ，ｅｔ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１９６：１１７０１１．

［６２］　ＲｅｎＺＦ，ＧｕｉＸＹ，ＷｅｉＹＱ，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ｏ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ａｇｉｎｇ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ｉｓｋ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１７４０７．

［６３］　ＷｕＪＹ，ＪｉａｎｇＲＦ，Ｌｉｎ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

ｈｕｍ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
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ｇｅ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４５：８３６－８４３．

［６４］　ＭａＪ，ＱｉｕＹ，ＺｈａｏＪ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ｎｐｕｔｓｏｎ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ｇｏｅｔｈｉｔｅ－ｃｏａｔ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ｒｏｌｅ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５６（６）：３５２４－３５３４．

［６５］　ＬｉＭ，ＺｈａｎｇＸＷ，ＹｉＫＸ，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Ｃ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ｌａｙ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７：１１７５８５．

［６６］　ＬｉＭ，ＨｅＬ，ＺｈａｎｇＭＹ，ｅｔａｌ．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ｉｒｏｎ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５３（７）：３５４７－３５５７．

［６７］　ＬｉＭ，ＨｅＬ，ＺｈａｎｇＸＷ，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ａｒｇｅ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ｗｉｔｈ
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６７：１１５５３４．

［６８］　ＣｈｅｎＳＳ，ＹａｎｇＹＴ，ＪｉｎｇＸＹ，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ｇｉｎｇｏｆ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ａｎｏｘｉｃ－ｏｘ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
２０７：１１７７８２．

［６９］　ＡｌｉｍｉＯＳ，ＦａｒｎｅｒＪＭ，Ｔｕｆｅｎｋｊｉ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ｎａｎ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ｏ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１８９：１１６５３３．

［７０］　ＴｏｎｇＭＰ，ＨｅＬ，ＲｏｎｇＨＦ，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
ｗｉｔｈｂｉｏｃｈａｒ／Ｆｅ３Ｏ４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６９：１１５２８４－１１５２９４．

［７１］　Ｏ’ＣｏｎｎｏｒＤ，ＰａｎＳ，ＳｈｅｎＺ，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ｄｕｅｔｏｓｍａｌｌ
ｓｉｚｅａｎｄｗｅｔ－ｄｒｙｃｙｃｌ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２４９：５２７－５３４．

［７２］　ＬａｎｇＭＦ，ＹｕＸＱ，ＬｉｕＪＨ，ｅｔａｌ．Ｆｅｎｔｏｎａｇｉｎｇｓｉｇｎｉ－
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２２：１３７７６２．

［７３］　ＪｉａｎｇＺＳ，ＨｕａｎｇＬＬ，ＦａｎＹＸ，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ｇｉｎｇｕｐ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ｌｆｏｎａｍｉｄｅｓ
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２，４３０（３）：１３２９３９．

［７４］　ＬｉｕＧＺ，ＺｈｕＺＬ，ＹａｎｇＹＸ，ｅｔａｌ．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ｏｖｉｒｇｉｎａｎｄ
ａｇｅｄ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４６：２６－３３．

—１６３—

第３期 胡婷婷，等：土壤中微塑料的吸附迁移及老化作用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进展 第４１卷



［７５］　ＰｒａｔａＪＣ，ｄａＣｏｓｔａＪＰ，ＬｏｐｅｓＩ，ｅｔａｌ．Ａｏｎｅ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ｎ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７７：１４６０９４．

［７６］　ＨａｈｌａｄａｋｉｓＪＮ，ＶｅｌｉｓＣＡ，ＷｅｂｅｒＲ，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ｕｓ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３４４：１７９－１９９．

［７７］　ＨｅｒｍａｂｅｓｓｉｅｒｅＬ，ＤｅｈａｕｔＡ，Ｐａｕｌ－ＰｏｎｔＩ，ｅｔ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７，１８２：７８１－７９３．

［７８］　ＬｕｏＨＷ，ＬｉＹ，ＺｈａｏＹ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ｅａ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ｅｐｉ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５７：１１３４７５．

［７９］　ＲａｎｉＭ，ＳｈｉｍＷＪ，Ｊ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ｈｅｘａｂｒｏ－
ｍｏｃｙｃｌｏｄｏｄｅｃａ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ｓ ｉｎ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７，１８５：７９８－８０５．
［８０］　ＰａｌｕｓｅｌｌｉＡ，ＦａｕｖｅｌｌｅＶ，ＧａｌｇａｎｉＦ，ｅｔａ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５３（１）：
１６６－１７５．

［８１］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Ｅ，ＩｓｏｂｅＡ，Ｋａｋｏ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ｏｎｓｈｏｒｅ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ｌｅａｄｂｙｍａｒｉｎｅｍａ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ｂｒｉ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６，１０７（１）：３３３－３３９．

［８２］　ＺｈａｎＦＱ，ＺｈａｎｇＨＪ，ＣａｏＲ，ｅｔ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ＴＢＰ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ｆｌａｍ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ＡＢ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５３（１）：１８５－１９３．

［８３］　ＣａｏＹＲ，ＬｉｎＨＪ，Ｚｈ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ｍａｊ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ｅｓｔｅｒｓｉ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２，４３２：１２８７３１．

［８４］　ＭｅｎｇＪ，ＸｕＢＬ，Ｌｉｕ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ｇｅ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ｔｏｘｉｃｍｅｔ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ＶＣ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２８３（４）：１３１２７４．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ｅｉｎｇ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ＨＵ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１）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ｂ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ｓｏｒｂ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ｏｉｌ．
（３）Ｔｈｅａｇｅ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ｔｈａｓｉｚｅｏｆ＜５ｍｍ，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ｈｉｇｈ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ｉｎｓｏｉｌ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ｌｍｂｒｅａｋａｇｅ，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ｂ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Ｔｈｅａｇｅｉｎｇ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ｄｕｅｔ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ｏｕ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ｇｒｅａｔ
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ｓ．

—２６３—

第３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２２年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ｏｉｌ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ｉｚｅ，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ｅｉｎｇ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１）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ｓｏｒｂ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ｏｉｌ，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ｔｅａｎｄ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３）Ｔｈｅａｇｅ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ｅｓ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ａｇｅｄ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ｏｕｌｄｒｅａｃｈ５０．３－６６６０ｎｇ／ｇ，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Ｐｂ２＋ｒｅａｃｈ５．１－８１．４μｇ／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ｇｉｖｅ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ｅ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ｕｎ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ｇ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ｇｅｉｎｇ

—３６３—

第３期 胡婷婷，等：土壤中微塑料的吸附迁移及老化作用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进展 第４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