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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出率

元元 素素 生物样品品 氧等离子体灰化后后 ℃ 高温灰化后后

鼠 血 清清 魂 士 斗

鼠鼠鼠 肝肝 呼 斗

野野野 葱葱

人人人 发发 斗 士

鼠 血 清清 月 斗 士

鼠鼠鼠 肝肝 斗 士

野野野 葱葱 月

人人人 发发 士

鼠 血 清清

鼠鼠鼠 肝肝

野野野 葱葱

人人人 发发 斗 斗

鼠 血 清清 月 士 斗

鼠鼠鼠 肝肝 土

野野野 葱葱

人人人 发发 斗 斗

日日 鼠 血 清清 士

鼠鼠鼠 肝肝

野野野 葱葱

人人人 发发 士

注 括号内为样品数
。

硅酸盐的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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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大气降水中
逸一 生一 石生

、 , 、 、残留量及其时空变化规律

赵玉环
、

王玉文
、

白 鸽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对化学农药的残留问

题进行了研究
,

特别是食品
、

水源
、

粮食
、

蔬

菜
、

水果
、

蛋
、

肉等
.
但对于降水中有机氯残

留量报道甚少
.
在国外

,

六十年代英美曾测

定了部分地区降水六六六残留量[l,
幻 ,

日本也

对降水六六六进行过测定
.
我国天津 师 院

,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

江苏大丰县也曾对一些

地区的降水六六六
、
D D T 进行过监测

.
王阶

标等人在 19夕8一1979 年做了唐山市降雪六

六六残留量的研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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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1一1 , 8 3 年降水中六六六残留盆监测结果 (单位: p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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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肠黝耀

图

1
.
钢厂 2

.
化肥厂

采样点示意图

3
.
地理所 4

.
车辆厂居民区 5.

经济作物所 6
,

气象站 7
.
建委 8

.
丽阳 9

.
苏邱

为了探讨石家庄市区大气降水六六六含

量及变化规律
,

1 9 8 1 一1983 年
,

我们对石家

庄市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进行了监测和时空

分布规律的研究
.

一
、

选点及样品采集

石家庄市降水采样点的布局
,

考虑到自

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等因素
,

在市区
、

郊区 238

平方公里(不包括矿区 46 平方公里)的不同

功能区布点 9 个
,

其中市区 7个
,

东郊 巧 公

里
,

南郊 10 公里布 2 个对照点 (图 l)
.

采样工具为铝盆
,

放置在距地面 1 米高

的盆架上
,

将接好的雨水倒人棕色玻璃瓶中
,

待检
。

三年中
,

共采集降水样品 307 个
。

二
、

结果讨论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检 出率 为 100 并
,

每年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变化情况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

1 9 8 1

、

1 9 8 2 和 1983 年降水

六六六检出最高值分别为 8
.
44 ppb

、

22

.

g p p b

、

9

.

2 1 p 户
.
各年降水中六六六残留总量平均值

分别为 4
.
54ppb、 4

.

7 8 p p b

、

l

.

7 8 p p b

.

1 9 8 1年
,

1 9 8 2 年是 1983 年降水六六六残留量平均值

的 2
,

6 倍
.
石家庄市六六六销售量

,
1 9 8 2 年

是 1983 年的 1
.
7倍

.
我国从 19 83 年 4 月有

机氯农药停止生产以来
,

大气降水中六六六

残留量比 19 81 年
、

1 9 8 2 年明显减少(见表

2)
.
就过去三年有机氯农药在农业上喷施的

情况看
,

如按 50 界 左右的六六六农药进人大

气计算
,

石家庄市上空的大气中六六六农药

飘尘 198 1 年将是 74
.
5 吨

,
1 9 8 2 年为 106

.
5

吨
,

1 9 8 3 年为 62
,

1 吨
.
这些污染物的一部

份又随着重力及降水的淋洗
,

逐渐返回地面
,

汇人江
、

河
、

湖
、

海
, ,

最后被生物富集
,

危害人

们的健康
.
日本馆稳等人指出〔4] : 气溶胶态

物质含有重金属
,

农药等有害物质
.
半径约

10 微米以上的大粒子因为沉降速度人
,

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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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 年

环 境 科 学

石家庄市六六六销售盆 (单位 :

蕊
一

沁
1981年

吨)

1982 年 198 3

~J一 ,

L

.

~

压~

/ 、/ 、 / 、 —
百;

一
~
卜
~

一
下丁一一{一一一元下—卜一一

.
压不万一

发生源附近降落
.
半径为 0

.
1微米以上的粒

子多附着于吸湿性物质上
,

容易随降水而从

大气中消除
.
另外

,

半径约 0
.
1微米以下的

微粒不易被降水消除
,

可以在很大区域扩散
,

污染环境
,

危害人民
.

大气中有机氯农药的淋洗
,

净化
,

受降水

量的影响
.
石家庄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6 6

毫米
,

1 9 8 1 年降水量为 380
.
9 毫米

,
1 9 8 3 年

降水量为 468 毫米
,

都低于年降水量平均值
,

1 9 8 2 年降水量 64 0
.
9 毫米

,

高于年平均降水

量
.
而降水多集中在 7、 8 两个月

,

如 19 82

年 7一8 月降水量为 442
.
3 毫米

,

约占全年降

水量的 70多
.
各月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图

形呈峰状
,

7 月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值最高
,

而其它各 月则由 7 月向两侧 依 次 呈递 减 状

态
. 1983 年降水量少于多年平均值

,

农药六

六六销售量也比 19 82 年减少 41
.
6多

,

农业

上喷施六六六农药减少了
,

大气降水中六六

六残留量浓度也相应降低
,

如 19 81 年
、

1 9 8 2

年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平 均值 分 别 为 4. 54

p户
、

4

.

7 8 p 户
,

而 1983 年降水中六六六残留

量平均值仅为 1
.
78 ppb.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除受农业 施 药 量
,

降水量影响外
,

也受风向
、

风速和建筑物的影

响
。

图 2 为石家庄市各观测点 (由东向西排

列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变化曲线
. 1982 年

7 月 27 日一次降水
,

风向为北转东南
,

风速

1
.
3 米/秒

.
由图可见

,

石家庄市东郊莫城县

丽阳到市区西部边缘相距约 25 公里
,

其间各

观测点降水六六六残留量变化趋势为东部钢

厂 22 .9 p沁
,

为最高值
,

受市区建筑物阻挡
,

风速减弱
,

使各观测点降水六六六含量由东

向西平缓递减
,

到市区西部的气象站
,

降水六

六六残留量仅为 6
.
0 ppb ,

东西两观测点六六

六农药残留值相差近 3
.
5 倍
.

经作 气
挤物 象

所 站

居区民车辆厂丽
’

俐
’

一 化 ~
.
地-

用 厂 肥 理
厂 所

采样点

,浏1|习凹J|(}L笔己喇扭帐长收长关滋

图 2 1982 年 7 月 27 日各观测点降水

中六六六残留量

‘. . .
N

风向北转东南

作物所经济居民区车辆厂苏 地
邱 理

称

建
委

采样点

气 俐 化

象 「 肥
站 J-

g住d�训娜浓衣衣水嗒邀

图 3 1982 年 7 月 23 日各观测点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

图 3 为石家庄市各观测点 (由南向北排

列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变化曲线
。

1 9 8 2 年

7 月 23 日一次降水
,

风向为北转东南
,

风速

1
.
1米 /秒

,

石家庄市南郊苏邱观测点
,

距市区

10 公里左右
,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为 n
.
9

ppb ,

是各观测点中的最高值
.
由于风向原

因
,

苏邱观测点含农药六六六的大气飘尘不

能直入市区
,

而从市区南缘向西吹过
,

因此各

降水观测点的六六六残留量曲线变化较小
。

图 4 表明
,

大气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随

降水逐渐减少
。

钢厂 7 月 27 日降水中六六

六残留量高达 22 .g PP b
,

到 8 月 12 日经过六

次降水淋洗后
,

12 日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仅

为 3
.
26 p户

,

比第一次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减

少了 85
.
8多

,

大气得到明显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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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30 30 31-1
(上午)(下午 )

日期 (月
、

日)

气象站

2
,上、产

8.日7
。

2 7 2 9
3 0 3 1

日期 (月
、

1 2 2 3 (晨) 13 (夜)

图 4 钢厂
、

气象站数次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的变化

六六六残留量出现一个不易洗脱的基值
,

钢

厂为 3
.
26 ppb

,

气象站为 3
.
24 ppb

,

该基值可

能与馆稳等人提出的半径小于 0
.
1 微米的微

粒有关 〔们 ,

它将在大气中维持较长的时间
,

不

易被降水淋洗下来
,

并在大气中扩散
.

综上所述
,

初步结论为
: 1
.
降水中六六

六残留量受农业喷施农药量
、

降水量
、

降水次

数
、

风向和风速的明显影响; 2
.
降水中六六

六残留量郊区一般高于市区 ; 3
.
大气中六六

六残留量经数次降水淋洗后
,

有一个难于净

化的基值
,

半径小于 0
.
1微米的微粒

,

在很大

区域中扩散; 4
.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 100 并

的被检出
,

又汇集于江
、

河
、

湖
、

海
,

逐渐被生

物富集
,

因此对水体生态环境将产生污染和

危害
。

(么泞喇扭省长长长关盘�且乃训翩锁长长衣盆关

IJIJ.二
2

r.L一.‘

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与降水量和降水次

数有关
,

如气象站 7 月 27 日降水中六六六残

留量为 6. 0 ppb ,

经过 9 次降水淋洗后
,

到 8

月13日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减至 3
.
24 ppb

,

比

第一次降水中六六六残留量减少了 46 外
,

气

象站 9 次降水中六六六残留 量 曲线 平 缓 下

降
,

图形趋于平直
.

从图 4 得知
,

经过数次降水淋洗大气中

[多1
[ 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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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对棉油中六六六蒸发作用的实验观察

周 敬 思
(湖北省襄樊市卫生防疫站)

高温烹调对棉油中六六六残留量有一定

的降解作用山
。

进一步探讨引起这种降解作

用的原因
,

对于合理利用加热烹调方法
,

减少

食油中六六六的残留量有实际意义
。

一
、

实 验 方 法

(一) 油样来源

六六六污染了的市售棉油
.

(二) 实验设计

试验在实验室进行
。

方法均为自己设计

的
。

1

.

全密封加热试验
:
取 25 毫升优质移

液吸管
,

在距胖肚两端 3一4 厘米处拆断
.
在

酒精喷灯上灼烧密封一端
,

自然冷却后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