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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

据此经计算得出各个地区样品的分类

结果示于表 , 中
�

表 � 京津地区季节样品分类

科 学
。
� ,

。

县大气颗粒物的污染基本上不受北京和天津

的影响
。

冬春季

采 样 点 样品

数 目

夏秋季

�

� �匕京 天津
样品
数 目

北京 天津

北京

天津

廊坊

塘沽

�

��

� �

��

��冰
�� ��

由表 , 看到
,

无论是夏秋还是冬春
,

北

京
、

廊坊两处均受天津影响
,

甚至北京在夏秋

季节从判别的 �� 个样品中竟有 � 个 样 品 可

能受天津的影响
。

一般来讲夭津受北京影响

较小
。

这些结果与夏秋季节东南风盛行廊坊

与北京均处于天津的下风向有关
�

但是冬春

季节西北风频度较高
,

其影响状况与夏秋季

节截然不同
�

对于塘沽来讲
,

因离天津太近其样品在

所判别的范围内均与天津一致
�

对蓟县样品进行判别
,

用不同的元素作

分母得到不同的结果
,

用不同数 目的样品建

立的判别式也得到不同的结果
,

这说明蓟县

样品与北京和天津的均不一样
,

据此认为蓟

结 论

�
�

北京和天津大气中偏小的颗粒物质主

要来源于煤碳燃烧和汽车燃油
,

天然来源可

能 比人为来源偏低
�

�
�

北京和天津的微小颗粒物污染相互有

影响
,

天津对北京的影响重于北京对天津的

影响 � 同时证明天津与北京均对主导风向上

的廊坊有影响
�

至于处于主导风向以外的蓟

县而言均不受天津和北京的影响
。

致谢
�
本工作承蒙大气室许多同志的帮

助
,

在有机成份的 � � 分析中
,

承蒙陆妙琴同

志的大力协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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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哈尔滨段冰封期制糖废水污染区

微生物调查及水质评价初报

战培荣 卢晏生
�黑龙江流域监测站�

摘耍 通过对松花江哈尔滨段冰封期制搪废水污染区微生物组成的调查
、

数学模式计算
、

污水优势群落生物

休系和有机污染综合评价
,

结果表明
,

污染区真菌大量滋生
, 溶解氧迅速减少

,
水节影 � 印切� �

, 。 切“
。。 � 和

囊轴霉 �� , �� 。 � �� � � 户二�’� 五,

时 形成优势种群 监测江段被严重 污染
�

有关微生物在水质污染评价和水处理方 面的应用研究有过许多报道
�� 司 � 但这些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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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多偏重于氧化塘
,

湖泊等水休
,

而涉及到

江河的资料却很少
�

松花江水系具有区域环

境特征
,

冰封枯水期流量小
,

部分江面被积雪

覆盖
,

自净能力差
�

由于大量制糖有机废水

的排人
,

水质恶化
,

在一定时段内呈现缺氧状

态
,

使大量鱼类窒息死亡
,

对渔业资源危害很

大
�

鉴此进行上述调查和评价
,

在理论和实

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

本文报道了 一� �� 年 �� 月 � � 日和 �� ��

年 � 月 �� 日哈尔滨糖厂排污口上下 游 两次

微生物调查结果
,

并根据获得的资料用 �� � �

�� �� �� �� � 提出的污水优势群落生物体系切和

上海地区水质调查组提出的有机污染综合评

价公式

� � 卷 呼 期

� 一 丛少�
�� ��

� � �
,

� 卜

一
州卜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进行了水质评价
�

一
、

采样点的设� 及工作方法

松花江干流位于黑龙江省境内
,

自三岔

河经肇源
、

哈尔滨
、

通河
、

佳木斯
、

富锦等市县

在同江北侧注人黑龙江
,

流长 �� � 公里
,

冰厚

达 �一 �
�

� 米
,

冰封期长达 � 个月
�

�
�

采样点的设置

根据哈尔滨糖厂排污 口的位置及污水混

合情况
,

共设置了四个采样点
,

三个点在排污

口下游
,

除近排污口一点没有结冰外
,

其余二

点冰厚约 �� 厘米
�

一个对照点在排污口上

游
,

冰厚约 � 米
�

微生物和水质理化分析采

样
,

均在同一采样点进行
�

�
�

工作方法

水样用高压蒸汽灭菌的 � �� 毫升棕色容

量瓶
,

在水面下 �� 厘米处采取
,

放保温箱内
,

立即带回实验室进行各项测定
�

细菌计数采用肉膏蛋白陈琼脂培养基平

板表面涂抹法 � 放线菌计数采用高氏一号合

成培养基平板表面涂抹法 � 真菌计数采用马

丁培养基平板表面涂抹法
,

真菌鉴定根据魏

景超著《真菌鉴定手册》
�

二
、

微生物群落结构特点

各采样点水样
,

带回实验室经培养
,

计数

分离和鉴定
�

主要有真菌
、

放线菌和细菌三大

类
�

真菌水节霉目 �� � � �� � ��� �� �� 中的水

节霉科 ��
� � �� � �� � �  �  

� 和囊轴霉科 �� ��
�

� �� � �  �� � 的部份菌类形成优势种群
�

各点

生物量在 ��
�

� �一 � ��
�

�� 万个 �毫升之间
,

总

平均生物量为 � �� 万个 �毫升
,

其中细菌占总

生物量的 , � 多
,

放线菌 占 �� 并
,

真菌数量

最大 占 �� 多
,

详见表 �
。

表 � 各采样点水中微生物数最 单位 万个 � �� �

放 线 菌

编 号 微生物
总 数

细 菌 ��

占微生物
总数�

占微生物
总数�

对 照

�

�

�

� � �
。

� �

� �
。

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玉
。

�

�
。

�

� � �
。

� �

峥
‘

“�

� ,
。

�,

� �
。

,

�
一

,

总平均 � ��
。

� � � � �
。

�

真 菌
一

竺�
一

矍红
黑 � 蒸
, �

·

‘�

�
� �

·

�

一
宜�翌� �

�
竺圣生一

’� � � “�

由表 � 看出
,
� 个采样点中细菌数量相

差不大
,

在对照点放线菌数量远高于其它各

点
,

第三采样点的真菌数量显著地高于其它

各点
,

排污口处采样点无放线菌分布
�

表 � 还表明排污口上游的对照点
,

细菌

和放线菌数量超过真菌
,

而排污口下游的取

样点
,

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却下降
,

真菌则呈直

线上升趋势
,

第三采样点上升尤为明显
�

另

外
,

在排污口取的样没有放线菌检出
,

我们认

为是此处环境条件对放线菌产生抑制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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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水质主要污染项目洲定结果

�
� ,

�

单位 �� � � �

退�鳄
对照 �排污

口上 � ”

�
�排污

口下 ‘“

�
�排污

� � ’� �

� �排污口 下 � � �

透明度
��� �

水温℃ � � � � � �  � � �
。

�场
一
� �乌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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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山,妇窗二矛

O
勿l

.

…
.1之一�‘J晓」目,.压

n
七户,几,几l

‘.......口..卫胜胜‘口,�,,
1

0飞�窗且,妇几一呢

一

/.1、
、

n

初步看来
,

制糖有机废水利于真菌生长
.

由于真菌数量较多
,

多数抱子具有游动

性
,

耐低温
,

繁殖快
,

不但会消耗水中氧气
,

而

且在缺氧条件下
,

包括上述真菌在内的微生

物
,

厌气分解有机污染物质
,

产生有害气体
,

使水质进一步恶化
,

对鱼类安全越冬危害较

大
,

由此
,

我们对真菌进行了鉴定
,

名录如下 :

浊水节霉 (乙e户to m st“ 5 l a c , e u ,
)

,

华丽

柱囊轴霉 (A
raio ,

P
o r a 户, I c h r 。

)

、

寄生水霉

(s
aP rolego ia P arasitica)

、

水节霉属 (L e
-

p , o o i z u , s p
.

)

、

腐囊轴 霉 属 (S
aproo yces

sp
.
)

、

水霉属 (saP
rolog nia sp

.
)
、

异绵霉属

(汉p
o d a c石ly a sp

.
)
.

由于微生物在分解有机质过程中
,

消耗

水中的溶解氧
,

特别是冰封期
,

大气的复氧过

程中断
,

制糖废水污染江段有机质过多
,

微生

物大量繁殖
,

滋生
,

使耗氧速度加快
,

对鱼类

生存产生威胁
.
此过程可用下列方法进行描

述
。

D O
实. . 一 3 m g八

)
一灸

距离 s 则为:

S ~
,

t

·

V

/

.

D
O

o

. 一 3m g/1、
犷 I n 1 1 —

—
一 I

~ 、 乙
.

/

有机物 + 微生物
-

一 d( L
。

一 L )
月

-

—
~左乙

路t

C q 十 H
,

0

L
~

L
。君一妙

一通

代人第三采样点数据
.
由于 L

,

在不同温度

下变化较大
,

需修正
.
修正后 L 。 为 巧

.
9 毫

克/升
.
反取 。

.
0 5 ,

测得水 流 流速 (V ) 为

0
.
43 米 /秒[4J

,

则每天 33
.
6 公里

.

计算结果
,

第三采样点下游 128 公里处

溶解氧将少于 3 毫克/升低于渔业水质标准
.

此结果与有关资料测定数值基本相符[4J
.
由

此可见
,

溶解氧迅速减少间接的反映 出制塘

废水污染环境中微生物有大量繁殖
,

代谢旺

盛的特点
.

三
、

制糖废水污染区水质评价

制糖厂附近水质情况见表 2
,

我 们采 用

Fj “
rd i

n
gs ta q 提出的污水优势群落生物体系

和上海地区水质调查组提出的有机污染综合

评价公式 A 一
BO D i

B O D o
十 旦旦旦三十

曲

丝里二二丝三_
C O DO N H

, 一

N0

把调a-

L 。

为起始 BO D ; L 为任何时间的 BO D ;乏

为耗氧常数;
,
为反应时间

.

分解耗氧量 y
,

为:

夕
,

一 L
a
( 1 一

e一女‘
) (

l
)

按渔业水质标准溶解氧任何时候不得小

于 3 m g八 计算
,

则允许耗氧量为:

夕
,

~ D O
实, , 一3 m g/l (2 )

由(l )
,

(
2

) 得出产生溶解氧为 3 毫克/升的断

面所需时间为;

D O ;
、 , , ‘ ,

一
、

一
’ ‘

二万丁
-
龙七仃详勺r.D 0 0 一

·

-
,

一
_

l·

F ,er ding staq 根据污水优势群落
,

污水生物系统划分为九个污水生物带
〔
zJ.

查江段污染区发现水节霉 (乙印扭。i
, “ :

c , e , ,
) 和囊轴霉 (A

raio,
P

o r a
沙i
chra) 腐

生菌大量滋生
,

形成优势种群(二者占真菌数

量 62外)
,

水质呈弱酸性 (pH 5. 6一6. 7)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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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此污染区属于 Pj er di ng
otaq 优势群落生

物体系中的丙型多污带
.

2
.
用有机污染综合评价公式进 行 评 价:

A 值小于 。水质良好
,

0 一1水质较好
,

l 一2

一般
,

2 一3 开始污染
,

3 一4 中等污染
,

大于

4 严重污染
.
通过计算

,

对照点 A 值为 0
.
4 ,

水质较好
,

其余三个点A 值均大于 4
,

属于严

重污染级别
.

四
、

小结与讨论

1
.
制糖有机废水污染的环境

,

真菌大量

滋生
,

溶解氧迅速下降
.
调查中发现对照点

细菌
、

放线菌数量高于其它各点
,

而其它各点

真菌数显著高于对照点
.

2
.
用 Fjerdingstag 提出的优势群落 生

物体系评价水质和用有机污染综合评价公式

评价制糖废水污染区水质的结果基 本相 同
,

此污染区均属于严重污染级别
.

3
.
制糖废水污染江河非常严重

,

必须制

止未经处理的制塘废水排放江中
,

加速制搪

10 卷 牛 期

废水的治理
.
同时开展江河对制糖废水净化

能力的研究
,

使制糖废水经过处理后合理的

排入江中
,

以减轻对渔业资源的危害
.

致谢: 本文承张觉民
,

张继武同志提出

修改意见;卢玲
,

于沛芬
,

陈化
,

张冰艳提供部

分水质数据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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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声降噪的经济优化探讨

康 健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系)

摘耍 吸声降噪设计中
,

在装修水平大致相当的前提下
, 能 达到同一降噪标准的方案往注有多种

.
这些方案

的造价不同
, 甚至会相差悬殊

.
因此从经济方面考虑

,

存在着方案的择优问题
.
本文给出应用运筹学方法解决这

一间题的数学模型及相应的计算程序
,

并给出了一个计算实例
.

1
.
问题的提出

吸声降噪是改善大面积广房声环境的有

效方法
.
在吸声降噪的设计中

,

装修水平大

致相同又能达到同一降噪水平的方案往往有

多种
.
因为吸声降噪的最终评价标准 A 声级

或 N C 曲线等均需综合考虑各频带 的 声 学

特性
,

而各吸声材料在各频带上的吸声特性

有所不同
,

故要达到某一标准
,

往往需要不同

面积的几种吸声材料来组合
.
不同的组合方

式便形成多个可行方案
.
这些方案的造价往

往不同
,

甚至会相差悬殊
.
因而从经济方面

考虑
,

存在着方案的择优问题
.
以往这, 择

优过程是由设计者凭经 验大 致估 算 的
,

这

样既不易找到 最 优方 案 又 费 时 间
。

本 文

拟用运筹学方法对这一优化 问 题作一 些探

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