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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０５：１０３－１２０．

［４０］ＳＨＥＯＲＡＮＶ，ＳＨＥＯＲＡＮＡＳ，ＰＯＯＮＩＡＰ．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ｈｙｔｏ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６，２６（２）：１４８－１６６．

［４１］ＡＬＩＨ，ＫＨＡＮＥ，ＳＡＪＡＤＭＡ．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３，９１（７）：８６９－

８８１．

［４２］ＯＶＥＫＡＭ，ＴＡＫáＴ．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ｏｏｌｓ［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３２（１）：７３－８６．

［４３］ＨＥＣ，ＺＨＡＯＹ，Ｗ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

ａｌｓ（ＣｄａｎｄＺｎ）ｂｙｃａｓｔｏ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０，２５２：１２６４７１．

［４４］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Ｍ，Ｙ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ｓｕａｅｄａ

ｇｌａｕｃａａｎｄ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ｔｈａｌｉａｎａｉｎ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２２３（１０）：１３２－

１３９．

［４５］ＨＵＡＮＧＣＣ，ＣＨＥＮＭＷ，ＨＳＩＥＨＪＬ，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ｆｒｏｍ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ｍｅｇａｔｅｒｉｕｍＭＢ１ｉｎ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Ｃｈｌｏ

ｒｅｌｌａｓｐ．ＤＴ：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ｍｅｒｃｕｒｙ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２（１）：１９７－２０５．

［４６］ＧＲＺＥＧóＲＳＫＡＡ，ＲＹＢＡＲＣＺＹＫＰ，ＲＯＧＡＬＡＡ，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ｅｎｅｒ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２０２０，１３（１１）：１－４３．

［４７］ＷＡＮＧＪ，ＦＥＮＧ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ＣＷＮ，ｅｔ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ｒ

ｃｕｒｙ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ｉｔ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２，２２１：１－１８．

［４８］ＬＩＰＨＡＤＺＩＭＳ，ＫＩＲＫＨＡＭＭＢ，ＭＵＳＩＬＣＦ．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ｉ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５，７１（１）：

２４－３７．

［４９］ＴＥＲＲＹＮ，ＺＡＹＥＤＡＭ，ＳＯＵＺＡＭＰＤ，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ｈｉｇ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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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ｎｔｓ［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ｎｔ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０，５１：４０１－４３２．

［５０］ＢＡＮＵＥＬＯＳＧＳ，ＭＥＥＫＤＷ．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ｐｌａｎｔｓ

ｇｒｏｗｎｏｎ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ｔｒｅ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Ｊ］．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ｑｕａｌ，１９９０，１９（４）：７７２

－７７７．

［５１］ＰＡＲＭＡＲＳ，ＳＩＮＧＨＶ．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２：１３９．

［５２］ＨＡＴＴＡＢＮ，ＭＯＴＥＬＩＣＡＨＥＩＮＯＭ，ＢＯＵＲＲＡＴＸ，ｅｔ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ｕ，Ｃｒ，Ｚｎ，ａｎｄＡｓｉｎａ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ａｔａ

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４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ｉｄｅｄ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１４，２１（１７）：１０３０７－１０３１９．

［５３］ＧＵＯＰ，ＷＡＮＧＴ，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ｒｉｍｒｏｓｅ（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ａｎａ）ｆｏｒ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ｉｔｅ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１（１）：

６３１－６４０．

［５４］ＦＡＲＡＨＡＴＥＡ，ＧＡＬＡＬＴＭ．Ｔｒａｃｅｍ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ｃｅｌｅｒａｔｕ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８，２５（１－４）：４２１４－４２２２．

［５５］ＢＯＮＡＮＮＯ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ｙｐｈａｄｏ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Ｐｈｒａｇ

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ａｎｄＡｒｕｎｄｏｄｏｎａｘ［Ｊ］．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３，９７：１２４－１３０．

［５６］ＯＩＨＡＮＡ，ＢＡＲＲＵＴＩＡ，Ｍ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ｉｄｅｄ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ｂ－Ｚ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ｉｎｅ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ｓ，２０１４，１４５：１８１－

１８９．

［５７］ＰＡＤＭＡＶＡＴＨＩＡＭＭＡＰＫ，ＬＩＬＹ．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ｙ

ｐ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１８４（１－４）：１０５－１２６．

［５８］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ＭＩＫＡＥＬＭＨ，ＦＬＯＲＩＥＭ，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ｓ，ＳｂａｎｄＰｂｂｙｔｗｏｗｉｌｌｏ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ｖ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ａｎｄ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ｏｎｆｏｒｍｅｒｍ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ｌｓ［Ｊ］．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６，１３６：４４－５２．

［５９］ＬＥＥＳＨ，ＪＩＷＨ，ＬＥＥＷＳ，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ｉ

ｄｅｄ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ｂ／Ｚｎｍｉｎｅ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３９（６）：１５

－２１．

［６０］ＲＡＤＺＩＥＭＳＫＡＭ，ＧＵＳＩＡＴＩＮＺＭ，ＢＩＬＧＩＮ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ｕｓｉｎｇｉ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ａｉｄｅｄ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ｉｌｗｉｔｈｌｅａｄ［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０２：４９０－５００．

［６１］ＰéＲＥＺ－ＥＳＴＥＢＡＮＪ，ＥＳＣＯＬáＳＴＩＣＯＣ，ＭＯＬＩＮＥＲＡ，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ｍｉｎｅｓｏｉｌｓｕｓｉｎｇ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ｊｕｎｃｅａ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２０１４，３７７（１－２）：９７－

１０９．

［６２］ＰＡＶＥＬ，ＰＢ，ＰＵ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ＴＥＲ，ｅｔａｌ．Ａｉｄｅｄ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ｘ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ｓｏｎ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

［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４，４７９－４８０：１２５－１３１．

［６３］ＴＡＮＧＡＨＵＢＶ，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ＳＲＳ，ＢＡＳＲＩＨ，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Ａｓ，Ｐｂ，ａｎｄＨｇ）ｕｐｔａｋｅｂｙｐｌａ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０１１：

１－３１．

［６４］ＧＡＩＫＷＡＤＲ，ＧＡＶＡＮＤＥＳ．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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