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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蚤生物检测系统对新农药速灭杀丁

的毒性评价
‘

修瑞琴 高世荣 许永香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晰

速灭杀丁
,

肠

产
,

又叫杀灭菊醋
、

戎酸氰醚醋
、

氰戎菊醋
、

一  商品名叫来福灵 化学名称 为

氮基
一 一
苯氧基苯 基

一 一 斗一氯苯基
一 一

甲基

丁酸醒 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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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灭杀丁是一种高效
、

低毒
、

广谱
、

耐光

热的新杀虫剂 可以防治棉花
、

柑桔
、

蔬菜等

作物的棉蚜
、

棉铃虫
、

菜青虫等 它具有触杀

和胃毒作用 击倒快
、

残效期长
,

在作物内残

留少
,

有拒产卵
、

杀卵
、

杀蛹作用 是我国新

引进的拟除虫菊醋类农药 在一些有机氯农

药禁用后
,

速灭杀丁和澳氰菊醋一样是七十

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新农药 速灭杀丁原液

对大 鼠经 口半数致死剂量 值为

制剂 对 大 鼠急 性 口 服
。 为 一

 其急性中毒症状为兴奋乱跳
、

共

济失调
,

舞蹈与抽搐等

大型水蚤 口 , ,  
是

自然水体中水生食物链的一环
,

鱼的重要饵

料
,

是一个优秀的实验生物 , 刀 大型水蚤生

物测试系统已经被用在环境污染评价上
,

美

国 已经将大型水蚤毒性试验纳人国家标准法

中仁 , 国际标准组织 制定了大型水蚤

运动受抑制试验的标准法 ,

并在各国推广试

用 大型水蚤生物测试系统成了对毒

物公认的快速
、

敏感
、

廉价的生物测试法
‘, ,

为开拓大型水蚤生物测试法在管理农药保护

环境方面的应用途径
,

本室用大型水蚤做为

实验生物对新农药速灭杀丁的毒性进行了研

究
。

目前还很少有这方面的报道

一
、

材料和方法

实验用大型水蚤是本室 自 年 以 来

分离培养的单克隆纯品系
。 ,

按国际标准

组织的规定
,

对此生物株用大型水蚤敏感度

测定方法进行了测定试验
,

其敏感度完全符

合 要求 实验用出生 内的幼蚤
,

水

温恒定在 ℃ 土  ℃
,

实验的
、

溶解

氧都在最适范围内 实验用稀释水为 标

准水

实验用速灭杀丁购自北京永定门生产资

料商店
,

为 杯 的乳剂
,

按有效成分配制成

含速灭杀丁 压 的原液
,

用 稀释

水以 的倍数连续稀释为各实验浓度 设

对照组
,

并进行重复试验
,

实验最终按 法

测定半数运动受抑制浓度
,

以实验水蚤

的心脏停止跳动做为最终死亡指标
,

测定半

数致死浓度 爪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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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哺乳动物中毒后兴奋乱跳
,

共剂失调
,

舞

蹈抽搐等现象一致
,

由表 看出
,

速灭杀丁在 时使全部

实验水蚤死亡的最低浓 度 为
,

为
,

为 在 时

不引起实验水蚤死亡的最高浓度为
,

为 拌 ,

为 拌

经过统计处理后所得到的半数致死浓度

值 为 范围为 一
,

为 拼 一 产 ,

为 产 一 那 本结果明

表 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生存的影响

浓度 死亡蚤的百分数 实验水
蚤数目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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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和讨论

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运动的影响

速灭杀丁能够抑制大型水蚤的运动 表

随着速灭杀丁浓度的增加
,

实验水蚤运动

受抑制的百分率在增加 的速灭杀丁

在 斗 内能使全部水蚤失去自由游泳能力而

沉底不动 那 在 时使全部实验水蚤

运动受抑制 那 的速灭杀丁在 时使

全部水蚤失去运动能力 经过统计处理结果

表明
,

使半数实验生物失去运动能力 的浓 度
,。

值
, 斗 为 严 一 那 ,

斗 为 拌 一 产 ,

为

 科g
/
L ( 0

.
0 1一0

.
016, ‘g

/
L
)

.

能够保持

实验水蚤正常运动的最高浓度
,

在 24h 时是

0
.
0 1拌g

/
L

,
4 8 h 及 96 h 时都为 0

.
000 1户g

/ L
-

2
.
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生存的景响

表 1 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运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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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实验平均结果

* 四次实验平均结果

速灭杀丁中毒的实验幼水蚤
,

首先是运

动兴奋
,

不停地剧烈窜动
,

然后沉底原地兴奋

性震动
,

渐渐失去了动的能力
.
但是其心脏

仍然在跳动
,

而心率却逐渐减慢
,

由正常心率

(280 次/m i
n
) 减为 80 次/m

, n ,

最后停止跳

动而死亡
.
死亡的水蚤体膨胀

,

有的体色变

红
.
速灭杀丁使实验水蚤运动兴奋的这一现

显看出速灭 杀 丁 48 h 的 L C
, 。

与 24 h L C
,。间

浓度距离很大
. 24h L C , 。

浓度是 48h L c * 浓

度的万倍以上
,

这表明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

的毒性大小与作用时间的长短关系很大
,

说

明毒物的后作用很大
.

据报道
,

速灭杀丁对虹鳍鱼的半数忍受

限 48h T L
m
为 7
.
3拼g

/
L

,

也 有 人 报 道 48h

T L 。 为 4. 6p pm (缚鱼 )
.
本实验结果表明速

灭杀丁对大型 水 蚤 的 48h L C 50 为 0
.
133 拼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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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说明大型水蚤对农药速灭杀丁的敏感性

比鱼大
.
由此可见

,

大型水蚤生物测试系统

是检验农药毒性的有效方法
.

综上所述
,

速灭杀丁对水生生物的毒性

很大
,

在应用中应 当严格控制
,

加强管理
,

防

止环境污染
,

确保人体健康
.

三
、

小结

新拟菊醋类农药速灭杀丁对水生生物有

较强的毒性
,

通过大型水蚤生物检测系统测

定结果其半数水蚤运动受抑制浓 度 Ec
, 值

,

2 4 h 为 2
.
5产g

/
L ( 范围 1

.
8一3

.
2产g

/
L
)

,
4 8 h 为

0
.
0 49产g h ( 0

.
0 3 2一0

.
1产g

/ L )
,

9 6 h 为 0
.
0 12 8拌g

/

L ( 0
.
0 1一0

.
016产g

/ L )

.
速灭杀丁对大型水蚤

的半数致死浓度 L C
, 。

值
,

2 4 h 为 25
.
8 8m g/L

(18一32m g/L )
,

4 8 h 为 0
.
13 3产g / L ( 0

.
1一0

.
18

产g / L )
,

9 6 h 为 0
.
0 17产g / L ( 0

.
0 1一0

.
022产g /

L )

。

9 6 h 内使全部实验水蚤死亡的最低浓度

科 学
.
”
.

是 3
.
2拌g

/ L
,

使全部水蚤存活的最高浓度是

0
.
000 1产g

/
L
.

大型水蚤生物测试系统是评价农药环境

污染的快速
、

敏感的方法
,

应当给以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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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船房河水一底泥系统硝化作用模拟研究

孔 云 虹

(昆明工学院环境工程系)

盛 玲 玲
(云南大 学微生物所)

船房河位于昆明市西南
,

是排放市区污

水的主要河流之一 为了获得一些硝化作用

规律
,

并对研究方法进行探讨
,

我们选定了对

硝化作用有影响的四个 因素
,

通氧
、

温度
、

p
H

和按离子浓度
,

以船房河为样点
,

实验室模拟

研究了水
一

土系统的硝化作用
。

样点水质情

况见表 1
.

一
、

材料和方法

1
.
样品预处理 在实验室中将 10 Oml 稀

泥和 200 ml 水装人 50 0ml 三角瓶中
.
置 35 ℃

温度下振荡(通氧 )
,

直到样品中测不出氨态

氮为止
.
接着将装样三角瓶用高纯氮冲洗后

密封
,

于 35 ℃温度下静置
,

直到测不出水中的

硝态氮为止
.
此时已分别消除本底氨态氮和

硝态氮对实验可能产生的影响
.
把所有三角

瓶中的样品混合
,

用电动搅拌器搅动 6 小时
,

使样品均匀
,

然后用离心机处理 (3000 转/

分) 5 分钟
,

分离上层水和底泥
,

备用
。

表 1 样点水质情况(198 , 年 4月20 日)

一
…竺1兰…兰…竖冲华值
}

。“p pm ,
}

”3 m

}

2“ sm g“
}

。
’

0 ’m g ‘,

}

。“ , m g ‘,

p H } 温度

夕
.
2 (水)

6
·

7
( 底泥)

20℃(水 )
22℃(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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