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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时静风
,

日 时为 米 秒
,

日 时

为 米 秒
,

至 日副高压才后退 而中旬

的这次副高压活动正是造成 市 日一

日高浓度的原因 到了 月 日
,

华东地区

又处于新的副高压控制下 如 图 是 日

时 毫巴 图
,

可见 线出现于华东及

中南地区
,

甚至延伸到华北
、

东北 这次强

大的副高压活动持续到月底
,

这是造成 市
,

高浓度的原因 由于副高压影响
,

大气

稳定
,

地面风速减小
,

如 市 日 云

米 秒
,

日降到 米 秒
,

日为 米 秒
,

日为 米 秒

我们分别计算了 年 月和 年

月 市高浓度期间的混合层高度
、

混合层

平均风速 亚
、

通风系数 及 米高空风速

瓦,
,

用国外制订的大气污染潜势预报的气象

准则进行验证
,

结果发现基本上满足下列准

则闭 , ” 。米  云,
米 秒

林,
米 秒 斗 风,  米 秒

这表明在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下
,

国外的潜

势预报准则基本上可以满足 当然这只是我

们个例分析的结果 由于各地浓度资料不在

同一 日期
,

因而我们还不能在几个地方同时

进行这种分析 又由于浓度资料每季度只有

几天
,

因而也无法对上述准则作充分性检验

科 举 卷 期

这些准则在我国是否具普遍适用性
,

还需要

在充分浓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工作

喊气二卜

令犷一

一、

扮从听衬
图 年 月 日 时 毫巴高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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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示踪研究水稻对饰的

吸收和分配规律

邝 炎华 邓 志 群
华南农学院生物物理研究室

柿是一种钢灰色金属
,

属稀土族元素 肺

在自然界中以磷酸盐的形式和其他稀有金属

共存于独居石中 饰广泛用于冶金
、

钢铁
、

纺

织
、

染料
、

化学工业
、

玻璃陶瓷
、

电子等工业上
,

它的使用量愈来愈大 在开采
、

冶炼稀土及

饰矿时
,

有可能使大量的含饰废水污染外界

环境

据报道山柿的生物效应不明 它能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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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

核蛋 白形成络合物而干扰细胞代谢
,

蓄积

在软组织中
,

可能抑制酶而影响造血 , 为

。 克 公斤 小鼠 水 中含有可溶性柿化合

物时
,

对鱼类和其它水生物有毒性作用 该

毒性物质可累积于这些水生物的骨骼中 柿

呈饰的氯化物形式 对鱼类一天的致死浓度

为 毫克 升闭

为了探索含饰废水在农作物以及农业环

境中的分布和积累规律
,

我们应用放射性同

位素饰进行示踪
,

研究了柿在水稻上的吸收

运转和积累规律

材抖与方法

采用盆栽试验
,

每盆装土 公斤 土壤

为红壤性水稻土
,

每盆插植四苗
,

重复三盆
、

栽植于玻璃 网室中 水稻品种为珍珠矮
牡 一石肖酸饰溶液的制备
一
二氧化柿粉末 川 由中国科学

院原子能研究所提供 比强为 , 毫居里

毫克
,

用 将它溶解于容量瓶中 配

制成 。 关川 一
硝酸柿溶液

‘呼, 十

一
‘ ,

‘牡 一硝酸柿溶液的施用以及 样本 的

采制方法

 盆栽浇根 吸取 川 一
硝酸柿溶 液

毫升 相当于 微居里
,

施于水私根

际 再用玻璃棒搅拌均匀 以后按水稻的生

育期取样
,

将样本剪碎放在茂福高温电炉中

灰化成千灰分
,

用分析天平称重
,

每样本称重

毫克
,

置于有机玻璃底座上
,

重复两次
,

最后测量其放射性强度

涂布叶片
,

用玻棒酿
’杠 一

硝酸饰溶

液 毫升 相当于 微居里
,

涂布于稻

株叶片上 采样和制样方法同 匕

浸种 将 水稻干 种 子 直 接 浸 于

多
’嘴, 一

硝酸饰溶液中
,

分别浸种
、 、

小时
,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

放在培养皿甲发

芽 在三叶期观察其在
、 、

小时对柿元素

的吸收速率 然后将浸种 小时的试样 取

出
,

移栽于盆内
,

测定水稻三叶期
、

分孽期
、

幼

穗分化期对饰元素的吸收速率

试样采用英国  型百万 进

位 自动定标器
,

峭 薄云母窗盖革计数

管进行放射性测量

结果及讨论

一
、

根系吸收

据报道
,

稀土族元素如饰
、

错
、

妆等不是

植物生理上的必需元素
,

但是水稻能通过其

根系从土壤中吸收和积累它们

表 水稻不同生育期各器官对柿的吸收与分配

续带巨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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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葵期根部施

从表
、

中可看出
,

稻株可通过其根系

吸收积累一定量的饰
,

且可经过一定时间
,

通

过输导组织运送至茎
、

叶
、

穗器官中去

二
、

叶片吸收

从表 可看出
,

稻株可通过叶片吸收铺
,

且可通过输导组织运送至其余的根
、

茎
、

穗器

官中并进行再分配

三
、

柿在水稻植株各器官的吸收及分配

稻株可通过其根系从土壤中吸收一定量

的柿 从表
、 、 、

明显地看出
,

柿在整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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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水稻不同生育期各器官对饰的吸收与分配

卷 期

、、

玩舀一一丈竖组组
根根 茎茎 叶叶 穗穗

日日期期

生生育期期 抽穗穗 灌浆浆 黄熟熟 抽穗穗 灌浆浆 黄熟熟 抽穗穗 灌奖奖 黄熟熟 抽穗穗 灌浆浆 黄熟熟
扬扬扬花花 乳熟熟熟 扬花花 乳熟熟熟 扬花花 乳熟熟熟 扬花花 乳熟熟熟

放放射性 强度度   

计数 毫克灰分 秒

抽穗扬花期根部施
‘

表 水稻不同生育期各器官对柿的吸收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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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羹期根外涂布叶片

.

水貂的分配是地下部分比地上部分积累要多

得多
.
稻株吸收饰后主要积累于根部

,

其次为

茎
、

叶
,

在谷粒中累积最少
.
如在分莫期根部

施{}丁饰和在抽穗扬花期根部施用饰时根系积

累分别占全株的 79
.
74 并及 86.2 3 多;在茎部

累积分别为 13
.
43 外 及 7“ 外;在叶 部 累 积

分别为 5
.
42 关及 5

.
79 务;在谷粒最少

,

累识量

仅为 l
,

”多 及 0. 31 务
.
其累积大小 次 序 表

现为
:
根系> 茎

、

叶> 谷粒
.
这与一些文献

所报导
,

饰主要积聚在根系
,

植物籽粒中的含

量极少是一致的[3J
,

t’1
.

四
、

不同生育期水稻对柿的吸收和分配

规律

稻株通过其根系或叶片 吸 收 和 累 积 柿

量
,

随着生育期的延长而不断增加
.
从表 5

及图 3 明显看出
,

稻株由分肇期经孕穗期
,

抽

穗扬花期
,

对土壤中饰的吸收达到最高量
.
抽

穗扬花期以后
,

特别是黄熟期
,

虽然稻株还能

表 4 水稻植株在不同处理下饰在各器官中的分配

诀
、 项目

全株各器官灰
分总重(克)

放射性强度
(计数/ 100 毫克
灰分/1 o。秒)

全株各器官放
射性总强度
(计数/100 秒)

占全株的 %

\
2760 3312 0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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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8 5
.
斗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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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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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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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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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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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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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5

抽穗扬花期根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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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生育期水稻对饰的吸收和分配
*

谕咫
~
地上部放射性强度
(计 数/ 100 毫克
灰分/ 100 秒)

地下部放身士性强度
(计数/ 100 毫克
灰分/1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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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1 日)

3 1 12 8

黄熟期

(11 月 s 日)
3 2 8多斗

卜.,...卫.r.l
ee
l

几

1

.

1

卜leseses

esee

ll

l

l

势O。l\多七

* 土壤中先施后栽种
.

、�月月门
…
一

厂

之
尹厂

冷方拭不尸认万夕尸下丫�刀化之根一
尹厂丫介/夕/

厂

扮
�/汀介
�丫/尹
丫
//
l甲

尹

少找

‘
卜

民�怜卜卜
卜卜厂�片�盯卜以卜卜卜卜卜认卜比匕卜f

} 比七刁 茎
。二 ,

_

1 长二多」 只军岑夕 二兰 穗
。} 比了J F乡沂万月

-
l二圣土」一

~
‘二二2 一

一
图 1

‘
4l C

e

在水稻黄熟期时各器官的分配

(分孽期根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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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生育期水稻地上部对柿的吸收及分配

缓
’

漫
.

五
、

萌发水稻种子对饰元素的吸收及分

配

从表 6 中可看 出
,

谷粒经硝酸钟溶液浸

种后而萌发
.
在三叶期

,

谷粒
、

根系及叶子对

柿的吸收
,

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特

朴。工。蠢卞

叶 _

翩 燕

图 2
’引C e 在水稻黄熟期时各器官的分配

(分孽期涂布叶片)

吸收土壤中一定量的饰
,

但其吸收速度极其

表 6
’‘’

C
e 一硝酸柿溶液浸种不同时间对 “ ’

C
e

的吸收及分配

孟孟一
~
一丈竖塑塑

谷 粒粒 根 系系 叶 子子

生生育期期 三叶期期 三叶期期 三叶期期

(((口期))) (9
·

1 9

))) (

9

.

1 9

))) (

9

.

1
9

)))

浸浸种时}司司 4 小时时 8 /J
、
计寸寸 11 小时时 4 小时时 8 小时时 11 小时时 4 小时时 8 小 时时 11小时时

放放射性强度度 497000 683666 90 9888 54000 176222 2斗6 111 13 333 1 1 111 3 5 888

(((计数/10 0 毫克干重/100 秒)))))))))))))))))))))

别是谷粒
,

以浸种 n 小时处理的为最高
,

相

当于根系的四倍
,

叶子的 25 倍
.
说明谷粒在

浸种萌发大量吸收水分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

钟元素
.

谷粒经硝酸铺溶液浸种
,

柿也可以从谷

粒中运转至根芽及子叶中去
,

但数量很少
.
特

别是浸种 11 小时后移栽观察的
,

除谷粒及根

部吸收较多外
,

其余器官在分孽期
、

幼穗分化

期吸收
、

累积饰量极少 (见表 7)
.

尽管柿能被水稻根系及叶片吸收但在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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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书,

C 一硝酸柿溶液浸种后各生育期各器官对
’, ’

C
.

的吸收及分配

2 卷 l 期

磕磕犷~ ~ 矍赞赞
谷 粒粒 根根 茎茎 叶叶

日日期期 9
.
1999 9

.
2777 10

.
2111 9

.
1999 9

.
2777 10

.
2 111 9

.
1999 9

.
2777 10 2 111 9 1999 9

.
2777 10

.
2111

生生育期期 三叶期期分萦期期 幼穗穗 三叶期期期 幼穗穗 三叶期期 分羹期期 幼穗穗 三叶期期期 幼德德
分分分分分化化化化化化化 分化化化化 分化化化化化化化 分化化分分分分分分分桑期期期期期期期 分焚期期期

___、 .
‘

放射性强度度 9098888888 2斗6 111 3 0 10000000 53 TTTTT 3 5 888 2 2 33333

(((计数/ IOU 毫克干重/100 秒)))))))))))))))))))))))))))

放放射性强度度度 359 80000000 巧 6夕000 9 8 5 66666 3 3 555 1 13
___

(((计数/10 0 毫克干重/l 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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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地上部和地下部分之间的分布有明显的差

别
.
各个器官间的吸收运转具有共同的规律

,

即主要积聚在营养器官中
,

特别是根系
,

而在

穗花器官
、

谷粒中则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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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水中的有毒 金属 及其无

E 化工厂周围植物含汞量的研究
*

邓瑞文 刘杏芳 高 峰 靳王酩
(甘肃省环境保护监测站)

本文是以 E 化工厂为对象
,

研究空气和

土壤汞污染在不同植物与植物不 同部位中的

积累
,

说明植物体内汞积累与空气和土壤含

汞量的关系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样品的采集

植物和土壤样品的采集是以 E 工厂电解

车间为中心
,

按照不同方向和距离共设十个

采样点
,

其中九个在 E 化工厂周围
,

另外选择

一个空气(0
.
200 微克汞/立方米)

,

水(未检出

汞)和土壤 (0
.
04 5毫克汞/公斤)基本未受污

染的西果园作为对照点
.

二
、

样品的预处理

将采集到的植物样品用水洗净
,

放在室

内通风处晾千
,

再在 65 ℃ 下烘半小时
,

然后

粉碎备用
.
土壤样品去掉砂石杂物

,

将大块

的土压碎
.
混合均匀备用

,

取样分析同时测

定土壤含水量
.

三
、

样品的分析

分析步骤主 要参 考 Iskandar (z夕72 )
‘“ 、

A
n

de
r s o n

(
1 9 7 7

)

〔‘,
和李秦等方法

「, 一, ,
但 稍有

更改
.

(一) 植物样品的测定: 准确称取 0
.
5一

l克粉碎好的样品
,

加人五氧化二钒
,

硝酸
-

硫酸
,

在 70 ℃ 水浴上消化
,

待消化液透明后
,

加人高锰酸钾和过硫酸钾
,

再消化一小时
,

冷

却后用硫酸径胺
,

还原剩余的高锰酸钾
,

在

* 本文承兰州大学吕忠恕教授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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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