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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

它反映了坑口气温层结的影响
。

此方

程的复相关系数
,

达 到 。

的显著性水平
。

此方程表明平均风速偏离最佳降尘风速

越大
、

坑口 稳定
“

锅盖
”

层越强
,

则采场内的粉

尘污染越严重
。

六
、

结 论

深凹露天矿的复环流结构是主要的风

流结构形式
,

其特点是存在着明显的直流区

和复环流区
,

背风坡存在着明显的下沉气流
,

随着采深的下降将发生二次回流运动
。

坑口 一 气层存在着稳定
“

锅

科 学
。 。

盖
”

层
,

且逆温出现的频率较高
。

通过该矿逆

温特征和生消机制探讨发现
,

硫化矿体的导

热性能对
“

冷湖
”

具有抑制作用
。

采场平均粉尘浓度的日变化除冬季呈

双峰型外
,

其余各季呈单峰型
。

粉尘浓度的

空间分布主要受复环流结构的影响
,

回流区

的粉尘浓度比直流区高一倍多
。

粉尘浓度与气象因子的多元回归方程

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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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犊体内铜对相
、

镐毒性协同作用的拮抗

曾 志 明
江西农业大学牧医系

自  年以夹
,

江西农业大学在樊璞教

授的主持下对某地区耕牛的钥中毒进行了研

究 随着研究的深人
,

发现污染区中毒的

耕牛除具有典型的钥中毒症状外
,

还具有慢

性辐中毒的组织学病变切 为了进一步弄清

锡
、

铂在引起耕牛中毒上的关系
,

我们设计了

本试验
,

试图以低镐对水牛钥中毒影响以及

铜对水牛体内铝
、

镐毒性的作用等研究方面

做些工作
,

为耕牛铂中毒的防治和环境保护

提供理论依据
,

以保证人类健康和尽量减少

经济损失

一
、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的分组及饲养管理

从无病区选择临床健康
,

年龄 一 岁

的水牛公犊 头 经实验前四周的检查
,

证

明无异常后
,

根据实验目的进行分组处理
,

每

组水牛犊两头

对照组 喂 日常饲料

锡组 按体重加 喂 镐
·

以
·

折算

钥组 按体重加喂钥
·

以
、 ‘ , ,

·
〕

折算

相镐 组 按 体 重 加喂 铂
·

,

锅
·

铜铂锅组 每天 按 每 公 斤 体

重加喂铂
、

镐
、

铜 以
。

·

折算

各组牛隔离舍饲养 日常饲料由 青 草
、

稻草和红薯藤等组成 这些饲料以及生长这

些饲料的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均属正常 见表

实验期间
,

饮水和饲料充分供给
,

任实验

本文系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是在樊璞教授指导

下完成 实验得到花象柏老师及微量元素研究室全

休老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
,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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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壤
、

饲料 千重 的微量元素含量 单位

二三三二……三二二…二二…二…三三阵三二

—
一二竺一

一

兰兰兰 竺兰犷土巴兰竺圳二岁竺兰竺
, 。 。 。 。 二 。 , , 。 稻草 夕

、

红薯藤
之, , 、,

】
。

“ 目 二土二 」“ 目 ,
屏 、 目多 恺兰 , 力尹 、 ‘ ‘ · , 护 少 ‘

—一
————

一
二兰竺理兰二 一一退 一 一竺

一 一 一

土兰
一

一兰兰一一兰兰一
目 , 。 二

, 目 , 。 。 稍草
‘ 。 月‘ 。 。 , 。

’,

门
‘ 夕 曰 二 儿 〕 “ 口 名 月 ‘节大 已八 刃 了 、 苦 一

少 广 井 了。 夕 , 吃 , 了‘

目 导、 少

“ ,

牛自由食用 整个实验历时 大 不包活

实验前检查

检测方法及项 目

临床检查 每天定时观察记录实验

牛的精神状态
,

被毛
、

皮肤色泽
,

食欲以及粪

尿排泄状况 除特殊异常外
,

每周对实验牛

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测量体温
、

心跳
、

呼吸
、

反色
、

暖气及胃肠蠕动音等指标

血尿常规及生化检查 实验牛每隔

天采血
、

采尿一次
,

进行下列项 目的检查

 
、 、 、 、

血清钙 法
、

血清无机磷 硫酸亚铁法
、

血清碱性磷酸酶

微量快速法
、

血清转氨酶
、

 赖氏法
、

血清铜蓝蛋白 盐酸对苯二

胺法
、

血清肌醉 碱性苦味酸法
、

血清尿素

氮 二乙酞
一

肪法 尿液 值
、

尿蛋白
、

酮

体
、

潜血
、

糖
、

尿钙 法
、

尿磷 亚硫

酸铁法
、

尿肌醉 半饱和苦味酸法

 尸体剖检及组织病理学观察 在实

验过程中中毒死亡或实验结束时颈静脉放血

致死的牛均及时进行尸体剖检
,

观察并记录

体内各脏器的病理变化 采取心
、

肝
、

脾
、

肺
、

肾
、

脑
、

辜丸等组织各一小块
,

用 务 福尔马

林固定
,

供病理组织学检查 同时
,

取上述脏

器及皮肤等组织各 一巧
,

分别装人洁净

的塑料袋
,

置干燥箱开口烘烤
,

供微量元素测

定

微量元素测定 将采集的饲料
、

血

尿和组织等样品恒重
、

消化
,

再用
一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得铜
、

锌
、

镐的含

量
,

用
一

型示波极谱仪测得锢的含量

二
、

结果与讨论

临床表现

各组牛整个实验期间体温和饮食欲无明

显变化 除对照牛无可见临床症状外
,

铝组
、

福组和铂锡组牛都表现有渐进性消瘦
,

眼结

膜苍白

镐组 喂药后 天
,

皮肤开始 轻 度 变

红
,

主要是脸部
、

颈部
、

臀部的皮肤明显

铂组 喂药后
,

实验牛出现断续腹泻
,

粪

便糊状呈黑色
,

喂药 天眼眶周围 出 现 白

毛

钥镐组 实验牛持续腹泻
,

粪便先呈糊

状
,

后变为稀粥样
,

黑色 喂药 天
,

脸部
、

颈部
、

腹下
、

四肢内侧
、

臀部等部位皮肤开始

变红
,

全身被毛枯黄
,

间以散在白毛

铜钥镐组 轻度消瘦
,

有一头牛间或腹

泻
。

本实验喂给犊牛的锡量与记载的牛的中

毒剂量 体重 相差甚远  ,

表明

了水牛犊对福的极端敏感性 喂镐的牛皮肤

有发红现象
,

除江西农大报道过外
〔 ,

未见其

它报道
,

钥镐混合饲喂的牛腹泻比铝组牛严

重
,

皮肤发红出现的时间比镐组牛早
,

且范围

更广泛 表明了锢锡在引起水牛犊中毒上的

协同 铜铝锡组牛出现轻度症状
,

说明这一

剂量的铜对铂镐协同引起的水牛犊中毒只有

部分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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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常规 和生化检查

血液学检查 其结果列于表

铂组
、

镐组和铂镐组的牛都有程度不同

的贫血
,

和记载的家畜铝中毒
、

镐中毒资料一

致  铝镐组牛红细胞数 。 匀 和血

红蛋白 还明显低于铝组和镐组

牛
,

而铜铝镐组牛不出现贫血
,

从血液学方面

说明了铝镐毒性的协同和铜对这种协同的拮

表 血液学检查结果

嗡嗡
、

项““ 中性粒细胞胞 淋巴细胞胞 贫血血

火 丫

组组
。

 !!! ∀ 亏 土
。 。

士  !!! ∀  # ∃士 6
.
322222

1111 组组 5
.8395土 1

.028999 8 .04 , O土1
.084666 6 .9900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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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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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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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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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组牛的血液生化指标

结果 C a

(m g % )

P

(m g肠)
A K P G P T G O I

(金 氏单位)I (卡门单位)l (卡门 单位)
铜蓝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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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尿液常规及生化检查结果

寨寨性性
PH值值 蛋白白 酮休休 潜血血 糖糖 C a (m g % ))) p (m g% ))) 肌醉 (m g % 〕〕

111组组 8 .10土 0
.177777777777 0 .0442土0

,

0 2 0 888 1

。

1
3 1

7 斗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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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4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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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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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 0 .0440士 0

.026000 0 .9 1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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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2 88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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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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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8888888 OOO 0 .0696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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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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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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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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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999 0 .927 , 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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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士3

.
2111

VVV 组组 8 .12十 0
.
1‘)))))

OOOOOOO
0
.
0 7 1 , 士0

‘

0 7 4 444 0

.

9 5 5 9 士0
.622333 3 。

2 〔}十2
。

6 333

注; 表内
“
一

”

表示 阴性 ;
“
十

”

表示都为阳性 ;
“

田
”表示只有一头牛阳性

。



抗
.
从表 2 可见

,

各组牛白细胞分类计数的

变化不明显
,

与 U n de
rw oo d 记载的给兔喂

锡 160ppm 引起中性白细胞增多症 不 符
〔
几

福组牛白细胞数明显低于对照牛 (P< 0
.
01)

,

其原因待查
.

(2) 血液生化指标变化 见表 3.

在整个实验期间
,

实验牛的血清钙
、

谷丙

转氨酶 (G PT )
、

碱性磷酸酶 (A K P )
、

尿素

氮和肌醉等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P >

。
.
0 5 )

,

和记载的有关资料一致
L3].
但是

,

有人

认为暴露锡的人群 A K P 活性增加
〔
气而 Ba

-

rtik 提出镐能抑制 A K P[ 气 我们用镐喂牛所

得 A K P 的结果和 C on si
n 用猪实验的结果

一致[7]
.
从表 3 可知

,

镐组
、

相组和钥镐组牛

血清无机磷显著低于对照牛
,

与国内外学者

实验的结果相同
〔,

·

7]
.

在实验过程中
,

铂镐组

牛 G O T 值比其它任何组都要高得多 (P <

。
.
0 1 ) ;铝组牛 (P < 0

.
05 ) 和镐组

、

镐铝组牛

(p < 0
.
01) 的血清铜蓝蛋 白显著地低于对照

牛
,

而且铂镐组牛的血清铜蓝蛋白又明显比

辐组和铝组牛低 (p < 0
.
05 )
.
这些结果显示

了铝镐对犊牛毒性的协同作用
.
铜铝镐组牛

的血液生化指标与对照牛无明显差异 (P >

0. 05 )
,

说明铜能拮抗铂福协同引起犊牛所测

血液生化指标改变的毒性作用
.

(3) 尿液常规及生 化 检 查 结 果 见 表

4 。

许多资料认为长期暴露于镐的人和动物

会出现蛋白尿和糖尿[8]
.
本实验各组牛尿蛋

白都为阴性
,

可能是由于喂药的剂量太小
、

时

间太短所致;铂镐组牛尿糖阳性
,

可能与铝和

福在对肾功能损害和干扰糖代谢上相互协同

有关
.
从表 、还可见

,

相镐组牛尿钙含量显

著高于对照牛 (p < 0
.
05)

,

而其它组牛尿钙

含量和对照牛无显著差异 (P > 0
.
05 )

,

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
,

钥和镐能协同引起水牛犊尿

钙的排泄增多
,

而铜对这种协同具有一定的

拮抗作用
.
临近实验结束时

,

相组有一头牛

出现尿糖阳性
,

铜铝福组牛有一头牛出现尿

科 学 , 卷 3 期

酮体阳性
,

其原因待查
.

3
.
病理剖检及组织学检查

(1) 病理剖检 除对照牛外
,

其它各组

牛都肉眼可见程度不同的病变
.
铜钥福组牛

病变很轻
,

心肌颜色稍淡
,

心冠脂肪有变为胶

冻样的趋势
,

其中一头牛真胃有瓜子大小的

溃疡面
.
其它组的牛都可见到腹腔积有淡黄

色液体
,

数量不一;全身脂肪呈胶冻样; 心肌

变薄
、

变软
,

颜色变淡 ; 血液稀薄
,

凝固不 良;

图 1 铂组: 肝小叶体积缩小
, 中夹静脉间距

缩短
,

呈集中现象 (3
·

3 只勺

图 2 相镐组: 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

坏死
,

脱落
,

肾小管管腔有丝状蛋 白 (3
·

3 苏 4 0)

图 3 钥镐组: 寒丸水肿
, 曲精细管管腔内有丝

状蛋白
,

精原上皮细胞层次减少 (3
·

3 荞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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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各组牛病理组织学变化

攫攫
~
决

”” 锡组 (11))) 相组 ( ILI))) 相锦组 ( IV ))) 自然病例例 铜铂锡组 ( V )))

项项 目 一~ 火达达达达达达达

共共共 肝肝 肝小叶休积缩小 , 中央静脉间距缩短
,

皇集中现象
.
肝细胞普遍早颗颗 v 组实验牛脏器器

有有有 脏脏 变性
,

有的表现为水泡变性
,

细胞内呈蜂巢状
,

肝窦消失
,

有的中 央静脉脉 的组织学病变相对对
的的的的 及肝窦充血血 较轻

、

主要表现为:::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肝细胞颗 粒变 性 ,,

要要要 肾肾 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

有的趋于坏死
,

大多数肾小管管腔内见有丝状状 肝充血 ; 肾小管上上
病病病 脏脏 蛋白物

.
有的上皮细胞脱落

,

在细胞与基膜之间形成空隙
,

有的仅残留留 皮细胞颗 粒 变性 ,,

变变变变 基膜
.
肾小球 毛细 血管

、

弓状区血管及间质内小血管均有不同程度充充 肾小球血 管 充 血;;;

血血血血
...

脾小梁见 有 增 粗 ;;;

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淋巴小结生发 中心心

辜辜辜辜 间质增宽
,

曲精细管上 皮细胞与基膜脱离
,

形成空隙
.
间质细胞数量量 扩大

,

淋巴细胞排排
丸丸丸丸 减少

,

曲精细管管怜内有丝状蛋 白
,

精原上 皮细胞层次减少
,

大多数仅仅 列疏松; 少量肺泡泡
有有有有 2一 3 层

,

有的甚至完全不见精原上皮细胞
...

扩张: 辜丸轻度水水

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肿:肝
、

肾仍可见有有

心心心心 心肌横纹不清
,

肌浆变性
,

间质有局部淋巴细胞浸润
,

有的纤维排 列列 轻度的锡 中毒所引引
脏脏脏脏 疏松

...
起 的 特殊 血 管损损

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
...

肺肺肺肺 肺泡扩张 , 肺泡壁变薄
,

若干肺泡腔合并形成大腔
.
间质充血

,

有 的的的
脏脏脏脏 呈局灶性肺气肺与肺萎陷的 景象

.....

脾脾脾脾 脾小梁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粗
,

I v 组更为明显
,

脾内有许多含铁血黄黄黄
脏脏脏脏 素沉着

,

有的淋巴小结可见生发中心扩大
.....

特特特特 肝脏小叶间动脉脉 肝脏有 局灶性淋淋 除 具有镐组和铝铝 基本上和铂组牛牛牛
殊殊殊殊 血管及肾脏小动脉脉 巴细胞增生 , 汇管管 组的各种 病 变 外 ,, 病变一致

.....

病病病病 血管壁明 显增 厚
,,

区 淋巴 组 织 亦 见见 且较 11、 1 1 1 组严严严严
变变变变 管腔变形

,

有的呈呈 增生
...

重
,

特别是肝和肾肾肾肾
星星星星形

,

辜丸病变较较较 的小 动脉皿管病变变变变
铂铂铂铂组严重

.
肾小囊囊囊 和翠丸病变均很严严严严

(((((((管)内见有深伊红红红 重
.......

着着着着染
,

大小不等的的的的的的
透透透透明蛋白物

...........

表 6 血液
、

尿液 c u 、 z ”
、

M

o 、

c d 含量 (单位: ppm )

~~~
结 果

\

组别别 I 组组 11 组组 111 组组 IV 组组 V 组组
--- - -

一 \\\\\\\\\\\\\
项项 目

一
~,
气气气气气气气血血血 C uuu 0.7795 + 0

.
万6 2 555 0

.
6 6 7 0 + 0

.
4 19 111 0

.
8 2 6 9 + 0

.
43 7 777 0 7 7 5 0 + 0

.
43 2 999 0

.
8 3 2 8士 0

.425444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ZZZZZ nnn 6 。

4 3
+

2

。

斗222 5
.
9 6 + 2

.
3 777 5

·

8 5 土2
.7333 6 .50+ 3

.1000 6.2 0+ 1
.4000

MMMMM ooo 0 .0777士 0
.0 57222 0 .0857士0

.0多2 777 0
.
2 57 4士0

.
143333 0 .32 47士0

.296111 O ·

2 0 6 8 土0
.302111

}}}}}}}{ 0
.0909 + 。

.
0 3 2 ::: 0

.
10 7 0 + 0

.
0 牛0 999 0

.
0 8 7 7 + 0

.
0 29 999 0

.
10 2 6士 0

.03 8000 0.0934 士0
.03 4111

尿尿尿 Z nnn 0 .呼54 3 + 0
.
1 9 7 000 0

.
月2 4 8 + O

。

2 4 斗444 0
.
4 3 2 0士 0

.17礴888 0
.
4 9 6 0士 0

.2 88555 0 ·

4 峥2 7 士0
·

2 呼5 999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MMMMM ooo 0 。

2 2 9 子+ 0
.
1 8 9 333 0

.
2 4 7 6土 O

,

2 7 3 222 0

.

5 0 8 0 十0
.
3 4 5 333 0

.
5 7 5 2土 0

.
嘴13 555 O

·

4
6

9 8 土 0
.27召222

CCCCC ddd 0
·

0 1 6 0 土 O
·

。13 9 --- 0
.
0 1 9 1 + 0

.
0 17 888 O

,

0 1 5 9 士0
.006999 0 .0188土0

.008444 0 ·

0 2 0
8 士0

·

0 2 0 111

肝脏痕血
,

颜色变深 ;脾脏变薄
,

呈灰 白色
,

脾

小梁明显可见 ; 真胃粘膜水肿
,

有大小不同
、

形状各异的溃疡面
.
所有这些病变以铝镐组

最为严重
.
福中毒动物真胃溃疡已有文献记

载〔6] ,

但锢中毒动物的真胃溃疡
,

未见报道
,

原因待查
.

(2) 病理组织学变化 除对照牛外
,

其

它各组牛的肝
、

肾
、

心
、

肺
、

脾
、

翠丸等组织都

有程度不同的病理组织学 变 化
.
详 见 表 5

和图 1
一
6
.

4

.

血
、

尿及动物肝肾的微量元素水平

(l) 血液和尿液中微量元素含量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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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实验牛肝
、

肾微盆元素水平 (单位: 叩m /干质)

, 卷 〕 期

III 组组 11 组组 111 组组 IV 组组

肝肝肝 C uuu 21 .77+ 2
.6333 3 4 ., 乡士17

.1999 23.23土 7
.
气444 4 5

.
4 3 士 2

.8222 弓7 9
.
5 9士 15‘

.
9 888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
Z nnn 123

.02土 90
·

9 777
8
7

.

7 3 土14
.
6999 82.60士 44

.7777 99
,

0 0 土 15
.2000 96 .72士9

.4000

MMMMM ooo 0
.
6665 土0

.22 1000 0
.
4666土0

.
043222 2

.9 862士 1
.373000 3

.
, 0 6 4 土 1

.404777 ;
.
58 10士3

.
8弓8 777

CCCCC ddd 0
.
8 5 8 3 士0

.3 , 2 000 5
.
5 9 9 1土1

.301666 0
.
9434 士0

.137333 8
.
9952士 2

.023222 5
.
3335 士 1

.244222

肾肾肾 C uuu 5.36士1
.2222 3 1

.33士 38
.
0111 20 .06土 3

.4666 63
.
96士 2

.8‘‘ 2 0
·

8 6 士 立5
.
乡777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ZZZZZ nnn 47
.73 + 19

.9333 143 .2 1土26
.
8999 34

.91土 10
.0333 69

.
56士17

.2444 51 。

6 6 十 9 7444

MMMMM 000 0 .5299士 0
.187333 0 .8738士 0

.455666 2
.8388士 0

.127111 9 .2665+ 1
.101555 3 。

1 7 8
3

+
0

.

() 1 [
222

CCCCC ddd
3

.

4 4 , 9土 2
.444555 8

。

7 1 2 0 土3
.
3 98999 1 .7979土 l

。

5
0

7
111 1 1

.

2
6

2 6 士 2
.411333 8

.806 5土6
,

0 5
8 777

6

。

从表 6 可见
: 铂组

、

铝镐组和铜铝镐组

的牛血钥和尿铝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牛 (产 <

0. 0 1 )
,

其中铝福组又高于铝组 (产< 0. 0
.
1)

图 6 铝锡组: 肝脏小叶间血管壁增厚
,

管腔变形

(3
.
3火4 0 )

图 4 锡组; 脾内含铁血黄素沉着 (3
·

3 又 40)

‘.
........leseseseses

图 , 铂组: 肝脏局灶性淋巴细胞增生 (3
.
3又4 0)

初步表明
,

镐能使犊牛的血铝和尿铝含量增

高
.
喂锡和喂铝镐的牛血镐明显比对照牛高

(P < 0. 05)
.
本实验侧得尿铜含量极低

,

有

的为不可测量
,

未能列人表 6
.
喂有铝的牛血

铜水平不变
,

而血清铜蓝蛋白下降
,

其原因可

能是当铝进人体内后
,

能与体内铜形成铜
一

祖

复合物或铜
一

铝
一

硫复合物[9]
,

使铜能被吸收

和转运但不能被铜蓝蛋白利用
.
据报道

,

锯

中毒动物血铜不一定发生明显变化
[10] ,

和本

实验结果一致
.

(2 ) 动物肝
、

肾的微量元素 含 量 结 果

列于表 7.

各组实验牛的肾铜含量都比对 照 牛 高
,

和福中毒与铝中毒有关资料相符
【3] . 喂钥的

牛肝铜也升高
,

可能是由于摄入的铂和肝铜

结合形成复合物
,

肝铜发生滞留
,

使铜不能

利用‘9] . 本实验单独喂铝或单独喂镐的牛肝
、

肾铝或福的蓄积增高的结果与记载的锢中毒

或福中毒的资料相同
L‘.1 0) ,

而且喂锡的牛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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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在水牛犊体内具有毒性协 同作用
,

使动物中

毒加重
.
铝

、

锡组牛的症状与污染区的自然

病例基本相同
.

4
.
以与铂

、

镐组牛相同剂量的铂
、

镐和每

天每公斤体重 3
.
6 m g 的铜混合饲喂犊牛

,

能

使所测的血
、

尿常规和生化指标基本保持正

常 ;但在病理剖检
、

组织学病变以及血
、

尿
、

组

织微量元素含量等方面却都有异常
,

表明了

这一剂量的铜不能完全拮抗钥镐协同引起的

对水牛犊的毒性作用
.
但提示我们可以通过

在污染区使用铜剂对农田和草料的处理
,

来

减少福
、

铂对人类和家畜的危害
。

, .JI几J
, .
J1
.
J,里

2
�‘�
4

r.Lr.LrL卜.L

, .J
I
J, .JIJ叮6

,‘
8

r
.
Lt.rL
.
Lr
.
L

辐高于肝镐的结果也与 Bart ik 提出的 慢 性

福中毒时
,

肾镐水平高于肝的理论相一致‘61 ,

主要是由于肾脏能通过直接吸收镐和迅速吸

收从肝脏慢慢释放出来的镐
一

硫蛋白两 条 途

径而蓄积更高水平的镐[l0J
.
从表 7 可见

,

铝

锡组牛肝
、

肾福
、

铝的蓄积显著高于福组和铂

组牛
,

表明了相
、

镐能促进镐
、

钥在肝
、

肾中的

蓄积
.
另外

,

铜钥镐组牛肝
、

肾镐
、

钥含量比

对照牛高
,

但比钥镐组牛低
,

在某种程度上说

朋: 铜对钥镐协同引起的肝
、

肾铂镐蓄积只

有
‘

部分拮抗作用
.

三
、

小结

1
.
以日常饲料喂养水牛犊

,

不引起异常
.

当每天每公斤体重加喂镐 0
.
2m g 或/和钥 1

.
2

m g 时
,

动物表现明显的锡中毒或/和铝中毒

临床症状
、

病理组织学
,

血
、

尿常规和生化以

及组织微量元素等方面的变化
,

表明了水牛

犊锡
、

铝的敏感性
.

2
.
喂镐能引起水牛犊伴有局部皮肤发红

为特征的临床症状 ; 而喂钥的牛则表现以腹

泻为主的临床症状
.
在病理组织学方面

,

锢

中毒牛以肝脏局灶性淋巴细胞增生 为 特征;

福 中毒牛以肝脏小叶间动脉和肾脏小动脉血

管壁明显增厚
,

管腔变形(严重者呈星形 )为

特征
.

3
.
在临床症状上

,

某些血
、

尿常规和生化

指标的改变
,

病理解剖检查和组织学变化以

及血
、

尿
、

组织微量元素的含量方面
,

钥与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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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嫩了以饮了 以冲人又之入沪双冻声冰屯产双之叙产敬认六之怂 广双琵沪双怂六嫩
、
沪田冻户翻备沪双德产双公六似 、户欲洛J峪双、六艘护.怂了眼挽六然

、

人弓豁八溯
、
沪双冻 J嗽比八姗甲以之栽产救比Z 留燎产幽洛月州

、
洲幽水子份悦

、
沪目比沪盆拓月暇护吸怒月跳

·

环境信息
·

美国水质显著改善
,

问题依然不少

美国环保局 局长 Le o Tho m as 说 ,

过去 巧 年

中
,

美国水质显著改善
,

但持久性问题依然是有毒污

染物
、

地下水污染
、

非点源污染以及湿地丧失
。

在去

年 n 月 10 日公布的
《
全国水质报告书—

1986年
度向国会的报告

》

中
, T

ho

,
n as 指出

,

在减少点源污

染的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
;‘已有充分的资料为证,’o

然而
,

他观奈到
,

22 个州的 5, 。o 英里河道
、

16 个州

的 362000 英亩湖泊
、

以及 6 个州的190 平方英里河

口 ,

仍然受到有毒物质的影响
。

此外
, “
非点源污染

可能成为地表水用量减少的 日益重要的原因”。

他

估计
,

报告中所评价的水体
,
约 25 % 不符合州一级

的使用规定
。

陈定 茂摘译 自 石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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