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亚硝化反应停止 饵一 积累 多天

后
,

到第 天才开始硝化反应 第 天硝

化反应完成
,

但亚硝化反应仍不能进行
,

用
。

调节 到 , 后
,

反应才又重 新开

始
,

到第 天时全部氧化为硝酸盐 因此水

中 才一 的浓度最高不应超过 即
,

因

为当 衡一 的浓度 达 到 时 既 抑

制硝化作用的开始
,

并造成致癌的亚硝胺的

前体 衡一 的大量积累
,

抑制了河水的自

净能力 所以我们建议氨氮的排放量最高不

应超过 即
,

否则应进行处 理 后 再 行 排

放

才一 和 咙一 抑制硝化过程的机

理主要是通过 和 的形态进行 作

用
,

因而与 值密切相关
,

有关这个问题的

证明和讨论将另有专文报告

的严重积累
,

因此对含氮废水的处理是很必

要的 国外现已开展利用硝化作用处理含氮

废水的研究
,

建议国内也尽快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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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观察了河水中氨氮氧化为亚硝酸盐氮和

硝酸盐氮的规律
,

这种作用是通过亚硝化菌

和硝化菌的活动进行
,

在此硝化过程中伴随

有溶解氧的消耗和 值的变化
,

氨氮 浓度

不应超过
,

否则将会造成亚硝酸盐氮

用 一 正十六烷研究水稻对烷烃 类

化合物的吸收和分配
·

陈佳荣 石 英 洪丽华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污染生态研究室

研究炼油污水中油分 烷烃类 能否被水

稻吸收
,

及进人水稻的籽实部分
,

对炼油污水

灌溉农田的农业环境质量评价
,

有一定意义

沈抚灌区是我国国内最大的一条炼油污

水灌区
,

灌溉面积达 万亩左右 十多年

来
,

我们对炼油污水灌溉农田进行 了 总结

在我们总结贫下中农的经验过程中
,

发现在

一般污灌农田的水 口或田间渠道
,

由于土壤

中含油量过 大 一 般都 在 一
,

水稻植株矮化
,

抽穗而不结实
,

严重者稻穗亦



不能抽出 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冬季
,

炼油污

水漫灌
,

撞量过大
,

农 田土壤积累了大量的油

分 到了第二年
,

有些地块水稻矮化
,

颗粒无

收 污灌区的广大贫下中农认为
,

污灌的大

米粘性较差
,

油性小
,

色发乌
,

甚至有油味等

这是由于油分直接进人植株引起的
,

还是如

同有些文献报导  ,

由于留存在土壤中 的 油

分被微生物分解
,

致使植株根部缺氧而窒息
,

同时引起土壤 中可利用的锰过剩
,

还原性硫

化物过多
,

从而干扰了植株的生理代谢 有关

污水中的油分被水稻植株直接吸收的科学试

验
,

国内外报导较少 为此
,

我们在 , 一

年两年内
,

用 卜 ℃ 正十六烷作为污灌

中的烷烃类化合物的代表
,

进行了水稻的吸

收和分配规律的研究

能在维管束系统运行 这说明油分可以直接

进入植物体内 在我们的试验中
,

用水稻植

株的放射 自显影法 见图
,

也观察到在水

稻植株的各个部分都有
一 ,

℃ 正十六烷存在
,

特别是植株下部的一些叶片 和 叶 鞘 尤 为明

显

研 究 方 法

水稻土培试验在温室中进行
,

土壤采 自

本所植物园 试验前
,

先把
一

正 六烷 用

乙醚溶解
,

定容 取 卜
‘

℃ 正十六烷与土壤拌

匀
,

装盒
,

每盆为 公斤 土壤含水量 多
,

“ 的剂量每盆为
、

微居里两种处理

水稻品种为秋林 分别在水稻的分莫期
、

抽

穗期
,

成熟期取样分析 在整个生育过程中
,

植株生长正常 取样后风干
、

粉碎
、

称重
,

在

端窗计数管上进行放射性测量

试 验 结 果

一
、

水稻 的不 同生 育期 对 土 攘 中
一“

正十 六烷吸收和分 配状况

一“
正十六烷由上海原子能研 究 所 提

供 它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
,

经色谱分析无

杂质峰
,

沸点为 一 ℃ 等
〔〕

认

为
,

正十六烷可作为炼油污水中评价油分含

量水平的一种代表物

据国外报导 ,

植物的根系能从油 污 染

的土壤中吸收油分向上部的叶转移 同时
,

叶

面污染的油亦能向下部的根系转移 大多数

作者认为
,

油主要在细胞间隙运行
,

但也可

图 水稻分羹期
,

放射自显影植株图 感光 夭

我们在 月 日插秧
,

到 7 月 12 日采

样时
,

水稻 已有 2 个分羹
.

从图 1 中可以 看

出
,

水稻分孽生长时已吸收了较多的 1一 “C 正

十六烷化合物
.

我们对分羹期取的样品
,

进

行了分离和测定
.

结果证明
,

样品中只有微

量的
‘

℃ 以正十六烷的形式存在
.

为了更好的了解
‘

℃ 在植株各个器官 中

的分布状况
,

我们把植株的各个器官分别进

行了测定
.

现把分孽期
,

抽穗开花期和成熟

期的测量结果列于表 1
.

在 表 1 中可 以 看

出
, ‘4

c 在植株各个部位的总的分布状况是从

下往上逐步减少的
.

这种分布状况无论在水

稻营养生长期或生殖生长期都可以明显地看

出
.

我们在测定
‘

℃ 在植株营养器官分布 的

同时
,

对成熟期的稻穗各部分也分别进行了

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
,

14
c 在稻穗各部分也都有分布

.



表 1 ’‘
c 在水稻各部位的分布状况

(单位 脉冲/分/50 毫克)

卜卜卜
分孽期期 抽穗开花期期 成熟期期

根根根 55222 ---{{{
3333333332888

第第一叶鞘鞘 95888 2 1999 12333

第第一叶片片 49999 27777 12777

第第二叶鞘鞘 58333 19111 9777

第第二叶片片 43666 2 1555 11333

第第三叶鞘鞘 3 1777 12111 4斗斗

第第三叶片片 36444 20777 2lll

第第四叶鞘鞘鞘 7777 1夕夕

第第四 叶片片 27333 13999 2000

主主 茎茎茎 , 555 1 555

穗穗穗穗 399999

分分冀叶鞘鞘 642222222

分分羹叶片片 斗4
‘

早早早早

十六烷化合物还是其它的
’

℃ 的化合物
,

这

对正确评价炼油污水灌溉农田的问题
,

有很

重要的意义
.

放化分离测定步骤是
,

称取植株干样或

土壤 5 克
,

于索氏抽提器中
,

用乙醚液 100 毫

升
,

浸提 2 小时
.

在提取前后
,

分别测定试样

的
‘

℃ 放射强度
,

直到试样残渣的放射性强度

不变为止
.

然后把醚提取液浓缩至 1 毫 升
,

再吸取一定量的浓缩液进行薄层分析
.

层析

用的展开剂为醋酸乙醋:
甲醇 (1:l)

,

显色

剂为碘饱和蒸汽
.

显色后将与标准正十六烷

色斑位置相对应的样品色斑取下
,

在液体闪

烁仪上进行测量
.

表 3 乙醚提取前
、

后样品中
’峪

C 放射强度

(单位 脉冲/分了10 0 毫克)

在植株取样时
,

由下往上数
,

对照样品为 9 脉冲/分/

50 毫克

1110666 7斗斗

999 000 6 222

444333 4222

表 2 ‘.
C 在稻穗中分布状况

* 胜 , 、
!

14
c 放射性强度

刁且 子下 口p 飞从 l / 几」_ 、刁,
I

建、 I ; n l鱼r , 匕 、

二二互二⋯⋯二兰士
一
-
- 置一一

1

-

一
}
一一止兰一

一

一
-一上遭-一⋯

-
一一兰止一

情 米
}

. “‘

注: 10 % 去糠率
,

对照样品的本底 为 9 脉冲/分/50

毫克

二
、

1
一14 C 正十 六烷在水稻各器 官的 放

化分 离刚 定

从图 1 和表 1 ,
2 中看出

,

水稻植株能吸

收上壤中卜
1
℃ 正十六烷

,

并把
‘

℃ 分配到各

个器官
.

但在植株中测得的
‘

℃ 是标记的正

从表 3 可以看出
,

用 1一1
℃ 正十六烷施入

土壤
,

经水稻整个生长期后
,

约有 2/3以 上的

1一14 c 正十六烷化合物被土壤和植物吸收
.
经

薄层分离和液体闪烁仪测量
,

证明约 有 l/3

的正十六烷没有被吸收
.

水稻成熟期地上部 分 的
‘

℃ 也有 2/3 以

上未被乙醚提取出来
,

说明这部分的 1一1
℃ 正

十六烷己被植株转化利用
.

对于植株地上部

乙醚提取液
,

经薄层分离
,

液体闪烁仪测量 、

发现有极微量的 1一1
℃ 正十六烷化合物存在

.

水稻糙米经三次提取
,

其放射性前后无

明显变化
.

对于糙米中微量
’

℃ 醚提取液
,

也

经薄层分析和液体闪烁仪测量
,

未发现 l一1
℃

正十六烷
.

测量结果证明
,

糙米中含有
’

℃
,

而乙醚

提取液中的
‘

℃放射性又极低
,

那么在糙米中

的
’

℃
,

到底是以何种化合物存在? 为此
,

我



们进行了植物样品化合物的系统检查法的分

析测定工作
,

根据提取液的极性和非极性的

特点
,

分别进行了提取侧定
,

其操作步骤如

下
:

植物样品分析的系统检查法

样品 , 克 (糙米粉碎样)

}
令

用石油醚 (30一60℃) 100 毫升
在素 氏提取器中抽提 8小 时

咨 小

醚液浓缩 l 毫升

杏

残渣 A

转移

杏

千燥
、

加乙醚 10 。 毫升在索
氏器中提取 8 小时

测
1.C

(含脂肪
、

烃类)

乙醚提取液
浓至 1毫升

残渣 B

杏

转移

漆

加无水乙醇 10 0 毫升浸泡
24 小时搅拌几次

测
‘略

C

( 可能含有机酸等)

过溥(脱水)

杏

浓缩 1 毫升

残渣C

杏

测
i亏C

( 含多塘
、

酪)咨移

传‘

测量结果列于表 4.

表4 5 克糙米中各种提取液的 ”c 放射性强度

(单位: 脉 冲/分)
、 、

、 言\ 妙提剂

二
一

兰二三
一糙 米 { 74

乙醚 ! 乙醉 ! 残渣

于E { 2(〕3 0

从表 4 中
,

明显看出
,

糙米中的
‘

℃ 绝大

部分是在残渣里
,

占总数的 92 务
,

其余三部

分仅占 8呢
.

就是说
,

正十六烷进人植物体

后
,

大部分转化
,

在糙米中 92 外 转化成酪类
,

其余也以其他养分形态存在
.

三
、

土攘中 1一”C 正十 六烷含量 对植株

吸收和利用 的影响

上述试验证明
,

水稻能吸收土壤中的正

十六烷化合物
,

并将其转化
,

构成植物 自身

的碳水化合物
.

正确估计植株对土壤中正十

六烷吸收和运转
,

对评价炼油污水灌溉农田

的间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

从表 5 中可看出
,

测
’4

C

( 可能 含醇
、

溶蛋
质

、

氨基酸等)

土壤中正十六烷含量高时
,

植株地上部吸收

正十六烷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

当土壤含正十

六烷在 2
.
4 PP m 时

,

每盆植株 地 上 部 吸收

0
.
08 3 毫克 ; 当土壤中含 正 十 六 烷 11

.
9 pp ,

时
,

每盆植株地上部吸收 0
.
“ 毫克

.

“c 示踪的试验证明
,

植株地上部的营养

器官吸收土壤中的正十六烷
,

占 1
.
6多

,

而籽

实仅吸收 。
.
1界

,

所以大部分的正十 六烷 分

配在植株的营养器官
,

作为植株的补充碳源
,

同时
,

还可以看出
,

植株地上部对土壤中的正

十六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

表 5 土续中正+ 六烷含遗对植株吸收的影响

} 每盆水稻植株吸收 }
、、、

二
, ‘

.

盯_
.
J , 山己 , 绷石 卫己 了 1当, 二上, 、 l 兀,不 力 几 沪钊口

土壤含正十六 I
_ 一

兰二竺翌兰翌竺资二一 1上部分
烷数量 (pp m ) {

— 几
一

1 1 吸收笋

—
婴件{兰洋

一二兰一
攫阵}一洋, ,

·

夕

{

。
·

‘6

}

。
·

。,

}

。1
‘,

}

‘
·

,

* 糙米
’‘

c 放射性强度很低
,

未侧出



小 结

二年来的试验得出如下初步结果
:

一
、

水稻吸收土壤中的 卜14C 正十六烷

是随土壤中正十六烷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

每

盆植株地上部的正十六烷的吸收率 为 1乃一

1
.
7多

,

其中 0
.
1外左右经植株转化再分配到

籽实
.

二
、

植株吸收的 1一“ C 正十六烷大部分

分布于营养器官
,

小部分分布于生殖器官
.
它

们在营养器官的分配上
,

一般是下部的老叶

和叶鞘较上部的含量多; 而在生殖器官各部

位的分配上则无明显的差别
.

三
、

50
0 微居里 1一 “C 正十六烷处理的

盆栽土壤
,

经水稻的一个生长季
,

约有 1/3 仍

以 l一“c 正十六烷残留于土壤中
,

植株吸收的

l一 1
℃ 正十六烷

,

绝大部分转化成更高级的碳

水化合物
,

其中仅有极微量仍以 1一14 C 正十六

烷存在
.

分配在籽实中的
’

℃
,

约有 92 外 转

化为高级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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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络合氰化物在不 同预处理

条件下分解率的比较

陈繁荣 涂洁莹 陈泽平 苗密芝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目前在氰化物的测 定 方 法 中
,

水 样 的

预处理 方 法
,

国内 大 多数 采 用 酒石 酸一
2n( N q )

:
或 Zn (Ac)

,

预处理蒸馏法
,

也有采

用磷酸一ED T A 预处理蒸馏法
,

以去除高沸

点干扰物
,

这种方法国内外都用来测定
“

总氰

化物
” .

由于预处理方法不同
,

侧定结果所代

表的组分就不同
,

所以必须明确选定统一的

预处理方法
.

我们对几种络合氰化物用两种

不同预处理方法
,

进行络合物分解率的比较

实验
.

一
、

酒石酸一Z n( A c) :预处理蒸馏法

1.原理

水样中加入酒石酸和 zn (A O
:,
在 pH ~

3一4条件下
,

进行加热蒸馏
,

碱金属氰化物离

解出 H c N
.
络合氰化物

,

除 [zn印N )
、

J 卜 外
,

其他大部分被 zn( A c)
:
所固定

,

形成金属 氰

络合物的锌盐沉淀
,

仅部分络合氰化物离解

出 H c N
,

用 N a0 H 吸收液收集
.

吸收液用

A gN o 。

容量法或异烟酸
一毗哩酮比色法测 定

氰化物的含量
.

2
,

操作步骤

配 制 各 种 络 合 氰 化 物 K ;
[Fe (C N )

‘

]

、

K
3

[
F

e
(

C N
)

‘

]

、

K
Z

[ N i
(

C N
)

;

]

、

K
,

[
z

n
(

C N
)

;

] 和

凡[c o (cN )
6
] 的标准溶液

.
水溶液 浓 度 以

CN 一
计皆为 1000 毫克/升

.

取 2. 5 毫升各种络合氰 化 物
,

加 230 毫

升蒸馏水于 500 毫升蒸馏瓶中
,

将冷凝管出

口 处 接 一 吸 收 管
,

插 人 已 盛 有 20 毫 升

2多N ao H 吸收液中
,

使吸收管末端距离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