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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

可得直线方程

境 科 学

之间的关系式
,

的 和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实际

浓度的关系

一

兰牲 一 一  

犷

一

了
,

作图如下

四
、

结 语

本文从反应动力学的基本原 理 出发
,

找出了 和 以及气温 丫之间的定量

关系

用建立的公式 一旦旦一一 一

赓瞬

票
二

图 经气象系数换算后
,
沙市市 琴儿

与 粤的回归直线图

即可计算出 的月平均浓度值
,

这说明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烟型污染大气中
,

浓度的水平

与
,

浓度之间的关系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
,

问题复杂
,

本文只是找出起主

要作用的因素
,

因而建立的关系式就不是十

分精确的 由于我站 目前条件较差
,

待装备

浓度连续自动监测仪后
,

则可进一步与

法或碱片法进行对照分析以求 得 更 好

的结果
,

参考文献略

与前面的回归方程比较
,

差别不大
,

也有

一定相关 这进一步说明了
沙市环境监测站全体同志参加大气监测的采样和分
析 , 硫酸盐化速率由张薇

、

冯吉平
、

黄慧英三同志分

析
,

一与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中的残留动态的研究

朱 树 秀 尹 力 上
新疆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

辛硫磷
,

苯基氰基甲醛肠
一。,

。一二乙基硫代磷酸醋 又名倍氰松
、

脂硫磷
,

系硫代磷酸醋类杀虫剂
,

是我国 目前生产取

代六六六的农药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品种 辛

硫磷具有高效
、

低毒
、

广谱
、

速效和低残留等

优点 在有效浓度下对植物安全
,

已广泛用

于防治多种作物害虫 和

等人曾报道辛硫磷在上

壤中残效期较长 , , 因此对于辛硫磷施人土

壤后会否在农田中蓄积
,

再次污染栽培作物
,

已成为 目前普遍关心的问题 本文报道辛硫

磷拌种施人土壤后
,

在春小麦植株中的残留

动态的研究

本文经本院植保所杨海峰副研究员审阅井提出修改
意见 季瑞根及 白灯沙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

谢



环 境 科 学 卷 期

材 料 和 方 法

多
‘

℃
一

辛硫磷乳油的配制
‘
℃

一

辛

硫磷棕色油状液体在中国农科院原子能利用

研究所实验室合成 放射性比强度 微

居里 毫克 化学含量 外 用
‘

℃
一

辛硫磷

份
,

加乙醇 份
,

乳化剂 份
,

混合均匀

配成 多
‘

℃
一

辛硫磷乳油

供试材料
、

施药量和施药方法 试验

在新疆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 究所 网室 内进

行 供试春小麦为新春 号 将 多
‘

℃
一

辛

硫磷和春小麦种子在具塞三角瓶内拌 匀 后
,

立即点播在白瓷盆钵 内
,

并覆盖 一交 表

土 拌药量为每 斤种子
、

 和

斤
,

播种量合 斤 亩 供试土壤为新疆农

科院老满城试验站壤土
,

有机质 多
,

全氮

关
,

全磷 外
,

全钾 多
,

各处理皆设三个重复

放射性样品的采集
、

制样和测量 春

小麦植株茎
、

叶
、

穗
、

根 经彻底洗净
,

并风干

至自然状态 取鲜样 一‘克
,

剪碎
、

加丙酮

苯 溶液
〔, 一

,

土壤 烘干土
,

除

去残根 克
,

面粉 目
、

秩皮各 克
,

加上

述溶液 巧
,

于 具塞三角瓶中浸泡

过夜
,

小时以上 吸取 一 上清

液
,

经自然风干
,

用盖革管进行放射性低本底

测量 测量结果经回收率

士 关
,

标准样校正后
,

换算成每克试样

中
‘

℃
一

辛硫磷的微克数 实验数据取

三个重复的均值 本实验对植物和土壤试样

的最低检知量分别为 和

结 果 和 讨 论

‘

℃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植株地上部 分 的

残留动态 用 外的 多
‘

℃
一

辛硫磷拌种

的春小麦
,

播种后
、 、 、 、

及

天分别取地上部分 茎叶混合 的样品
,

测得
,

℃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植株上的残留 动 态 表

表 表明
,

拌种后
,

沾附在种子表面或撒

落在土壤中的辛硫磷会被春小麦吸收运送到

植株地上部分 播后 天茎叶混合试样中

辛硫 磷 的 残 留 量 为   天降至

到播后 天只有  !∀ ,

趋于
,

即播后一个月在春小麦植株地上茎叶混合

试样中已测不出有辛硫磷残留物 以拌种后

的间隔天数为横坐标
,

以春小麦茎叶混合样

中的辛硫磷残留量为纵坐标 对数坐标 作图

图 图 表明经  多的 多 辛硫磷拌

种 天后
,

辛硫磷在春小麦植株地上部分的

降解呈一阶直线形式
,

是按一级反应进行的

残留经验公式为 一
一
 斑

,

残留半衰

期 天
’
℃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根中的残留 春

小麦经 多 的 务
‘

℃
一

辛硫磷拌 种 处 理

后
,

根部的辛硫磷残留也有一个降解过程 表
、

图
,

播种 天后系一 较 缓慢 降 解 阶

段
,

其残留半衰期为 天 表 数据表明
,

按种子 并的辛硫磷拌种后 天
,

春小麦

根邹有 弓 的辛硫磷残留
,

一个 月后降

至约
,

到播种后 天已降至约
,

天时仅约  ,

三个月时趋于

等 〔 , 报道辛硫磷防治地下害

根 中 式 留

产日侧嘲翻澎

天数

图
‘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植株茎叶和根中的残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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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按种子 。 拌种施人土镶的 ”
一

辛硫磷在春小麦上的残留动态

残留 量 间隔天数
天

茎和叶

根

   嘴

丁丁丁 工〕 月            

〕 弓味味
。

亏
。

斗斗斗斗 斗斗  ! ∀
###

∃ % &&&     

十十十十十十 土土 +++++ 土土 +++
11111了.丁味6666666 2

.
8 1 444 0

.
1 6 00000 0

.
2 7 333 0

.
0 1999

注;

—
表示未侧

.

表 2 春小麦对土壤中
’

℃
一

辛硫麟的转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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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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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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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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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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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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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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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者为未测

.

虫残效期较长
,

可达三个月以上
.
但从本实

验数据看
,

辛硫磷经拌种施人土壤后 68 天
,

春小麦根中的辛硫磷已在 0
.
3p
Pm 水平

,

残

效期可能较短
.

3
.
春小麦对辛硫磷的吸收和转移

.
在灌

浆期 (6/2, 一7/ 14) 分别测定了春小麦根
、

茎

(包括叶鞘)
、

叶片
、

旗叶叶片
、

穗
,

并在收获后

测定面粉及秩皮 (8 0
:
20 外) 中的

‘

℃
一

辛硫磷

残留量 (表 2)
.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化学污染

物质
,

一般分配规律和残留含量顺序为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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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 > 叶> 穗 > 壳> 种子气但春小麦在灌浆期

并不遵循这一分配规律
.
分布在植株地上部

分的辛硫磷只在叶片
,

特别是旗叶叶片中出

现
,

并且旗叶叶片中的残留量比其它叶片中

高(表 2)
.
春小麦根际土壤中的辛硫磷则逐

日减少
.
例如播种后 68 天和 74 天在拌药量

为 0. 3 和 0
.
5务 的春小麦根际土壤中测 得 辛

硫磷残留量分别为 0
.
505 和 2

.
182PP m

,

到拌

后 81 天盒钵土壤中 则 分 别 降 为 0
.
129 和

0. 08 6pPl n . 到春小麦黄熟期
,

( 即播后89 天 )
,

两种施药处理的土壤中皆未测出有辛硫磷残

留物
.
由此分析

,

春小麦的根能从土壤中吸

收辛硫磷
,

并通过茎很快地输送到植株叶片

中
.
不同层次叶片累积的辛硫磷再通过植株

的代谢而降解 〔习 . 辛硫磷是一种光敏性极强

的农药
,

在紫外光照射 下 0
.
5 小 时 即 光 解

40 多 以上
,

1 小时后光解 70 并
,

4 小时后光

解 99 多
, 6 小时后即全部光解

.
即使在自然

散射光下
,

4 小时后也光解 58多 以上
,

8 小

时后 98 多 被光解t6]
.
由此可推断

,

叶面的光

解对春小麦转移土壤中辛硫磷可能会起重要

作用
.
旗叶是植株生物学上最活跃的部分

.

相对光合作用最大
,

在春小麦乳熟期各器官

光合作用的相对能力中
,

占全株 1/3
,

是该时

间春小麦植株代谢的主要场 所
〔7 , ,

在转移土

壤中辛硫磷时
,

其作用也必然会更大些
.
茎

是植株的输导组织
,

仅起输导作用
,

辛硫磷分

子在导管中的停留必然相对较少
.

表 2 中数据也表明
,

灌浆期后
,

辛硫磷在

春小麦根部的残留量一般皆高于根 际土 壤
,

这说明春小麦的根对土壤中辛硫磷有一定的

富集作用
.

表 2 还表明
,

在春小麦黄熟期
,

植株地上

各器官(如茎
、

叶和穗)
、

收获后籽粒磨的面粉

和秩皮及土壤中皆未测出有辛硫磷 残 留物
.

这一事实表明
,

经拌种处理粘附在种子表面

或撒落在土壤中的辛硫磷经过春小麦整个生

育期的吸收转移
,

特别是旗叶叶面的代谢光

解等作用
,

不会造成黄熟期后春小麦地上各

器官
,

收获籽粒磨的面粉
、

秩皮和农田土壤的

污染
.
根中的残留量也很低

,

在拌种施药量

为 0
.
3矛 和 0

.
5多 时

,

残留量分别为 0
.
0“ 和

o
.
28oPP m

.
春小麦对土壤中辛硫磷吸收转移

的这一功能
,

对于转移土壤中辛硫磷污染物
,

防止辛硫磷在土壤中蓄积
,

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
,

保证收获物的食用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初 步 结 论

1.经 0
.
3外的 50 多 辛硫磷拌种施人土壤

中的辛硫磷能被春小麦吸收并输送到植株地

上部分
.
拌种后 11 天茎叶混合试样中的辛

硫磷残留物已低于 0
.
753PP m

,

播后一个月接

近 0
.

2
.
用0. 3沁的 50 多 辛硫磷拌种后 60 天

,

春小麦根中的残留量已降至 1
.
oPP m 左右

.

68 天约 o
.
3p
Pm
.
但痕量残留物要维持到 89

天以后
.
表明辛硫磷在春小麦农田中能残留

约 3 个月
.

3
.
春小麦进人灌浆期后

,

其茎能把根吸

收的辛硫磷迅速地输导到叶片
,

特别是旗叶

叶片中
,

经不同层次叶片的代谢
、

光解
、

蒸腾

等作用不断转移消解
,

不会在春小麦茎
、

穗和

收获籽粒中蓄积
.
到黄熟期时春小麦的农田

土壤
、

植株及籽粒磨的面粉和秩皮中皆未测

出辛硫磷 残 留 物
.
用 0

.
1、 0. 3 及 0. , 务的

50多辛硫磷拌种
,

对春小麦籽粒是安 全的
,

辛硫磷也不会在春小麦农田中蓄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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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污染对鱼类呼吸及心搏率的影响

姜 礼 潘 曹 萃 禾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

无锡)

研究热污染对鱼类呼吸及心搏运动的影

响
,

对于水体污染生物学监测和测定地面水

环境温度标准及渔业用水标准都有一定的意

义
.

近年来
,

由于电力工业迅速发展
,

废热水

污染问题已引起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关注
.
本

文着重介绍水温升高和水中含汞
、

镐
、

铜
、

铅

情况下草鱼
、

链鱼及卿鱼的呼吸
、

心搏影响的

实验研究结果
,

并参考国外有关文献
,

试图为

制定我 国淡水水温标准提供一些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注

实验鱼来 自当地渔场
,

实验鱼品种选用 :

( l) 白链 (I了夕户
。户h , h o

l o i c八,人夕 , 011‘,
·

i

二

)

,

平

均体长 11
.
55仁 m ,

平均体重 14
.
209; (2 ) 草

鱼 (C
, e n o产人ar夕。g o d o o id

e
l l
u :

)

,

平均体长

19
.
socm

,

平均体重 53 20 克 ; ( 3) 螂鱼 (C
a-

;a了s , 。: 。、, a ,
* )

,

平均体长 10
.
scm

,

平均体

重 20
.
0愧
.
实验前先经过驯养七天以上

,

驯

养期内投喂人工颗粒饵料与大麦粉
,

实验时

停食
,

以防饲料影响水质
.

实验容器分别使 用 50 L 与 lo oL 阶 梯

式自流有机玻璃水槽
,

由 W M Z K
一

01 型温度

指示控制仪控制不同的实验水温
,

并备用小

型增氧机
,

补充鱼类正常呼吸所需的溶解氧
.

实验分以下三种方式
.

一
、

把草
、

维
、

卿鱼分别移养于由人工控

温的水槽内
,

每小时温度升高 2℃
,

观察及记

录鱼的呼吸率和活动情况
.

二
、

把草鱼分别移养于配制的不同浓度

的镐
、

汞
、

铜
、

铅离子溶液内
,

观察和记录鱼在

温升中呼吸及活动情况
.

三
、

分别观察和记录鱼类在温度升高过

程中心搏与呼吸率之间关系
.

以上三种实验均采用 Al ok
a
ss D

一
2
02 型

与 M
一
c x D 型超声显像仪

.
前者借助显像

超声
,

于视屏上显示鱼类心搏
、

呼吸活动的实

像 ;后者就是超声心动图仪
,

进行摄影记录心

搏运动次数
,

速度采用每隔 0
.
5 秒

.
然后由人

工观察鱼呼吸率及活体解剖心腔和离体心胜

搏动频率方法相结合
.
每次温升观察实验鱼

6 至 n 次
,

每次用鱼一尾
.

实验用水取自经除氯的 自 来水
,

p
H 值

6
.
7一7

.
弓,

硬度 0
.
7一1

.
55 度

,

总 碱度 0
.
2一

1
.
3 , m g / l

,

氯化物 0
.
7 5一17

.
25m g八

.

实 验 结 果

一
、

增温对鱼类呼吸率的影响

鳃
、

螂
、

草鱼分别在 10 ℃ 至 40 ℃ 温幅梯

度中表明
,

它们的呼吸率与水温的高低有着

密切关系
.
温度上升

,

鱼的呼吸频率加快
.

如记录所示
,

螂鱼在 11 ℃ 时每分钟的呼吸率

为 67 次
,

温升至 35 ℃ 时每分钟呼吸率增至

170 次
,

温升增至 36 ℃ 时呼吸率达到 200 余

次
。

但是
,

温度与鱼类呼吸频率之间并非直

线的关系
.
从本实验结果看

,

鱼类的呼吸率

在各温带内有明显的差异
.
如鲤鱼 在 温 度

20一30 ℃ 范围
,

平均呼吸率为 39
.
3 士 6

.
1一

94
.
1士 2

.
1 次/分

,

游动表现平稳
,

反应正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