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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盆一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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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酸雨对蕃茄植株抗病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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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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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拟酸雨对蕃茄植株抗病性的影响

泰泰旅
蔺

哭哭
叶 霉 病病 病 毒 病病 备 注注

发发发病率(% ))) 其中: + 什
+++++ 发病率(% ))) 其中: +

++ 干+ +++++

555
。

666 灰灰 4000 4000 2000 5 2000 + 为轻度度

444 。

555 潮潮 6000 6000 2000 2000 ++ 为中度度

333 。

弓弓 土土 8000 20 40 2000 2000 200000

222 。

55555 8 OOO
6

0 2 000000000

黄黄黄 8000 80000000

泥泥泥 6000 60000000

66666000 40 20000000

111110000 60 40



表 4 模拟酸雨对蕃茄植株生长的影响

片片片
灰 潮 土土 黄 泥泥

株株株高(c m ))) 叶片数(株))) 株高 (c m ))) 叶片数(株)))

苗苗苗 期期 花 期期 苗 期期 花 期期 苗 期期 花 期期 苗 期期 花 期期

555
。

666
1
7

。

000
7 7

。

666 7

。

000 6 6

。

444 1
9

。

444
6 6

。

444
7

。

888 3
6

。

444

444

。

555
1
9

.

999 7 9

。

666 7

。

444
6 3

。

000 1 9

。

333
7

1

.

222
7

。

000 3 9

。

666

333

.

555
1

9

。

555 7
0

。

222 ‘
。

888 6
4

。

444 1 8

。

888 7 3

。

666
6

。

666 3 1

。

666

222

。

555
2 0

。

000
7 6

。

888 6

。

666
5

8

。

000 1 8

。

333
7

2

。

888
6

。

888 2 8

。

222

表 s 模拟酸雨对蕃茄产量的影响

袱袱袱
果实鲜重重 烂果重 9 1株株 地上部鲜重重 地上部千重重

ggggg /株株 相对产量( % ))))) g /株株 与对照之比率率 g/株株 与对照之比率率

555 。

666 灰灰 1558
。

lll 1 0 000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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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77 1

.

1 000
6

2

。

222 1

。

0
000

444

。

555 潮潮 13寸3
。

444 8 6

。

222
7

。

999 4 1 444 0

。

9
444

6
2

。

222 0

。

8 000

333

。

555 土土 1027。

666
6 6

。

OOO 1
3

3

。

111 3 5 444 0

。

9 444 4 9

。

888 0

。

8
555

222

。

55555
9 6

2

.

888 6 1

。

88888
3 5 44444 5 3

。

00000

555

。

666 黄黄 947
。

333 1 0 000 2 9

。

777
3 4 444 0

。

6
666 礴5

。

888 O

。

8 999

刁刁
。

555 泥泥 1075
。

555 1 1 3

。

555 1 嘴
。

555 2 2 888 0

。

7 444 4 0

。

666 0

。

7
555

333

。
55555 9 1 4

。

333
9

6

.

555 2 4

。

555
2

5
333 0

。

7
999

3
4

。

444 0

.

7 888

222

。

55555 6 9
3

。

888 夕1
,

222
6 7

。

444 2 7 00000
3

5

。

66666

处理都有一株感染病毒病
,

而黄泥各处理则

无一株染病
.
由于酸雨处理

,

病害严重
,

相应

的烂果增多
.

3
.
模拟酸雨对蕃茄植粉生长的影响

通过苗期
、

花期对蕃茄杆
.
高

、

叶片数的调

查看
,

在两种不同土壤上弄 刁 pH 值的酸雨

处理对蕃茄株高影响没有一之的规律 ; 但就

植株叶片数看
,

p
H 2

.

5
、

3

.

5 处理
,

不论是苗

期或花期均低于对照(表 4)
.

4
.
模拟酸雨对蕃茄产量质量的影响

在供试的两种土壤上
,

不同 pH 值的酸

雨处理对蕃茄的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影 响
,

并且随着酸雨 pH 值降低
,

蕃茄果实及植株地

上部分鲜
、

千重均有递减的趋势 (见表 5)
.
灰

潮土上
,

p
H 2

.

5
、
3

.

5
、

4

.

5 处理的蕃茄果实比对

照(p壬1 5
.
6 )分别减产38

.
2沁

、

3 4

.

0 务和13
.
8多;

植株地上部分干重
,

p
H 2

.

5
、

3

.

5 处理比对照

分别减少 15 务和 20 呢
.
黄泥上

,
p

H 2. 5

、

3. ,

处理的蕃茄果实比对照分别减 产 28
.
8多 和

3
.
5外;植株地上部分干重

,
p

H 2

.

5

、

3

.

5

、

4

.

, 处

理比对照分别减少 22 务
、

24 务 和 n 并
.

从蕃茄果实还原糖
、

维生素 c 和酸度的

分析看(见表 6)
,

随模拟酸雨 pH 值降低
,

蕃

茄果实还原糖含量相应减少
,

灰潮土上
,

p
H

4

.

5

、

3

.

5

、

2. 5 处理分别比对照减少 29
.
1外

、

26

.

7 并 和 31
.
0务;黄泥上

,
p

H 4. 5

、

3. 5

、

2

.

5 处

理分别比对照减少 6. 9并
、

18

.

2 多 和 2斗
.
5 多
.

在黄泥上
,

随酸雨 pH 值降低
,

维生素C 含量

也有减少的趋势
.
两种土壤上的各级酸雨处

理 (灰潮土 pH 2
.
5 除外 )

,

其蕃茄果实的酸度

较对照处理有所增加
,

但酸雨的不同 pH 级

间
,

果实酸度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寻
.

5
.
模拟酸雨对蕃茄土壤酸度及养分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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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模拟酸雨对蕃茄果实品质的影响

一
2 7

灰 潮 土 黄 泥

还原糖
(% )

维生素 C
(m g /10om l

果汁)

酸 度

(% )
还 原糖
( % )

维生素 C

(。 g / 1 o o m l

果汁)

酸 度

(% )

4 。

1
6

2

。

9
5

3

。

0 弓

2
。

8
7

1 3

。

0

1 1

。

5

1 3

。

6

1 3

。

6

0

.

6
6 0

0

。

7 1 2

0

.

7 3 8

O

。

6 2 1

3

。

3 5

3

。

1 2

2

。

7 4

2

。

5
3

1 4

。

7

1 4

。

3

1 4

。

0

1 3

。

4

0

。

5
0 5

O

。

6
2 1

0

。

5 弓6

0
。

6
4 7

表 7 模拟酸雨对蕃茄土壤 pH 值及养分的影响

派派或……
有效氮氮氮 PH 值值 有机质质 全氮氮

(((((pp m ))))))) (% ))) (% 夕夕

111115/555 29/666 22/777 15/555 29 /666 22/777 15/555 29/666 22/777 22/777 22/777 2 2/777

555 。

666 灰灰 128 。

000 1 3 4

。

222 1 2 4

。

888 1 9

。

888
2 5

。

777 2
3

。

999
7

。

444 7

。

444 7

.

333 3

。

0 4
888

0

.

1 7 弓弓 0
。

1 2 000

444

。

555 潮潮 122 。

666 1 3 3

。

000 1 2 9

。

888 2 0

。

000 2 4

。

999
2 2

。

777 7

。

444 7

。

444
7

。

333
3

。

0
1 444 0

。

1
7 333

0

。

1 2 111

333

。

555 土土 126
。

888 1 3
6

。

333 1 2 9

。

III
2 0

.

666
2 4

。

444 2 2

。

777 7

。

444
7

.

444 7

。

222 2

。

8 7
,, 0

。

1
7

666 0

。

1 2 111

222

。

55555 1 3 3

。

000 1 3
6

。

888 1
3

2

。

222 2 0

。

777
2

3

。

555 2 2

。

555
7

。

444
7

.

书书 7
。

222 2

。

9 4 777
0

。

1
7 666 0

。

1 2 222

黄黄黄 109 。

999 9 3

。

666 7 8

。

888 4
.

999 7

。

111 5

。

888 6

。

000 6

。

33333 2

.

2 9
333

0

。

1 4 000 0

。

0
5 000

泥泥泥 112 。

333 9 3

。

666 7 9

。

333
4

。

666
7

。

888
5

。

999
6

。

222 6

。

33333 2

.

2
6

222 0

。

1 3 666 0

。

0 4 999

11111 2 0

。

222
9

8

。

555 7
6

.

333 4

。

999
7

。

555
5

。

999 6

。

000
6

.

33333 2

.

3 0 000 O

。

1 4 222 0

。

0 5 000

11111 1 8

。

999 9 9

。

111 7 9

。

444 咋
,

444 7

。

222 弓
。

888 6

.

000 6

。

33333
2

。

2 7 000 0

。

1 4 222 0

。

0
5 000

就酸雨对蕃茄土壤pH 值的影响看
,

生育

期中两 次测定结果变化不大
,

但是
,

经过 14

次酸雨处理于收获后测定
,

灰潮土的 pH 值
,

由播种前的 7
.
4降至 7

.
2一7

.
3 ,

各酸雨处理之

间比较
,

p
H 2

.

5

、

3

.

5 较对照降低 0
.
1个单位;

黄泥的 pH 值
,

由播种前的 pH 6
.
2 降至 5

.
4一

6
.
1 ,

各酸雨处理之间比较
,

p
H 2

.

5

、

3

.

5 较对照

分别降低 0
.
8 、

0

.

5 个单位
.
从土壤有效氮

、

有

效磷
、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等项分析指标看
,

酸

雨处理对土壤养分影响不大
,

各处理之间没

有 多大差异 (见表 l
、

表 7)
.

三
、

小 结

1
.
模拟酸雨对蕃茄植株的伤害症 状 是

,

叶片上 出现失绿斑点
,

直径 0
.
5一 Zm m 左右

,

颇色由绿白变黄再变褐
,

有的斑点穿孔
.
伤害

程度是
,

p
H 2

.

, > l , > 4
.
, > 5. 6

.
伤害部

位多出现在植株的嫩叶上
.

2
.
随模拟酸雨 pH 值降低

,

蕃茄植株发

病率增高
,

后期烂果增多
.

3
.
模拟酸雨对蕃茄果实产量有比较明显

的影响
,

随酸雨 pH 值降低
,

果实产量递减
.
灰

潮土上
,

p
H 2

.

5

、

3

.

5

、

4. 5 处理分别比对照减

产 38
.
2多

、

3 4

.

0 多和 13
.
8务;黄泥上

,
p

H 2

.

5
、

3. 5 处理分别比对照减产 28
.
8多和 3

.
5 多
.

4
.
模拟酸雨对蕃茄果实品质的影响

,

主

要表现在果实含糖分上
,

随酸雨 pH 值降低
,

果实还原糖含量相应减少
.

5
.
模拟酸雨对蕃茄土壤酸度的影响

,

在

黄泥上
,

p
H 2

.

5

、

3

.

5 处理分别比对照的土壤
pH 值降低 0

.
8 和 。

.
5 个单位;灰潮土上各处

理之间
,

土壤 pH 值变化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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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螟松在稻田鱼体中的积累和排除

楼根林 张中俊 伍 刚 高 劲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杀螟松 (fe
n
王tro th ion ) 又名杀螟硫磷

,

化学名称为 O
,

O
一

二甲基
一
O
一

(
3
一

甲基
一
4 硝基

苯基 ) 硫代磷酸醋
,

是一种高效
、

低残留的

J
‘一

谱性杀虫剂
.
是自六六六停止生产和使用

后
,

国家首批于于划大批量生产或组织重点研

制的十二种农药之一 在养鱼稻 田防治水稻

害虫中
,

稻田应用有效剂量为 25 一 , 。g /亩的

” 多 杀螟松乳剂
,

不仅对水稻螟虫有明显的

防治效果
,

而且对稻田鱼类无杀伤作用
.‘

笔者于 19 86一 19 87 年进行了 钊多 杀螟

松乳剂 (宁波农药厂产品)在鱼体中的残留试

验研究
.

一
、

试 验 设 计

试验分田间喷药和室内投药两部分
.

1
.
田}司喷药试验

(l) 田间试验所用鱼为当地鱼场 孵 化
、

经池塘培育的稻田常养鱼类中健 康 活 泼 的

鲤
、

卿和草鱼的幼鱼
.
体长约 l一 2

.
5 cm ,

每

一类幼鱼在 80 m
,

稻田中投放 200 尾
,

设置重

复三次
.
用药量为有效剂量 37

·

5 9

/ 亩和 50 9 /

山的 50 并 杀螟松乳剂
.
兑水 s0 斤

,

用背负

式喷雾器喷雾
,

喷药时田水深保持 6
.
6c m 左

右
,

定时观察鱼的活动清况及死亡数量
.

(2) 排除功态试脸 按当天施 药 后 2 、

8

、

2 4

、

7 2

、

9 6

,
1 2 0 小时检测稻 田水及幼鱼中

的杀螟松残留量
,

以了解杀螟松在稻田养鱼

们生态环境中鱼体的残留和排涂趋势
.

2
.
室内投药试脸

(l) 残留和分布 试验在水 族 缸 中 迷

行
,

每缸盛清水 50L
,

投人体重约为 弓00 m g 为

幼鱼 20 0 尾
,

并加人农药杀螟松
,

使试液浓度

达 lp pm
、

Z p p m

,

草鱼增没 0
.
05pP m 、

o

.

l p p m

的试液浓度
.
间隙充氧

,

分别加人药液拌匀

后一定间隔期取样检测
,

测定全鱼中杀螟松

含量
,

同时分别测定鱼肉与内眺中的杀螟松

含量
,

以了解杀螟松在鱼体中的浓缩累积和

分布情况
.

(2) 排除和净化措施: 按上述试 验 方

法
,

将被污染鱼体移人清水中
,

每隔一天换水

一次
,

间隙充氧
,

分别于不同间隔期取样检

侧
,

观察杀螟松在鱼体中残留量的变化及其

排除趋势
,

以确定其净化方法
.

二
、

测 定 方 法

1
.
提取

将鱼样经滤纸吸干表面水
,

称取 10一 2。

g 样品
,

捣碎后放人 500 m l具塞三角瓶中
,

加

苯 100 m l静置过夜
,

振荡 1 小时
,

减压抽滤
,

将滤液转入 50 0m l分液漏斗中
,

加人 2并 硫

酸钠水溶液 20 0 m l
,

振荡 1 分钟
,

朴置分层

后
,

将水层转人另一分液漏斗中
,

分别用苯

2D
、

20

、

10
m l 萃取三次

,

弃水层
,

合并有机相
-

苯液
,

转人 K
·

D 浓缩器中
,

在 40 ℃ 水浴中

浓缩至 2一 3m l
,

待纯化
.

2
.
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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