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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弹对工业氟污染区山羊有关

血清酶及免疫机能的影响

陈 友 发 王 俊 东
包头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 西 农 业 大 学

摘要 为了探讨 硒弹对山羊工业氟中毒的预防效果
,

把 只 一 月龄的本地 山羊 , 分成一个对照组和三个

补硒组 , 在氟重污染牧场上放牧 个月 同时
,

对一些血清酶及免疫功能 进行了测定 补硒组与对照组相比 ,

一

及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升高
, 而

·

 
、

骨源性  
、

降低 最后讨论了硒预防山羊氟

中毒的机理及硒 弹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硒弹 工业氟中毒二山羊 酶活性二免疫功能

由于包钢向环境 中排放大量氟化物
,

致

使大面积牧场严重污染 与草原钢城兴起前

相比
,

许多地区由原来六畜兴旺的畜牧业变

成单一的山羊养殖业 即使这样
,

羊受到氟

的影响
,

产绒率下降 呢
,

流产率高达 多
,

在青草期
,

膘情也只能达到八成左右 生命

周期显著缩短
,

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在氟

污染源彻底根治之前
,

如何采取一些辅助措

施
·

,

使进人消化道的氟减少吸收
,

或促进进人

体的氟排 出
,

或通过改善机体的整体抗病能

力来缓解氟的毒性作用 对于氟污染区的畜

牧业同样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年
,

笔者应用亚硒酸钠注射 预 防

工业氟污染区山羊氟中毒取得较 满 意 的 效

果 『 但注射法难以大面实施 本次采用长

效硒弹一次性投人瘤 胃
,

并与注射亚硒酸钠

作了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
,

硒弹一次性投人

同样可获得满意的效果
,

现将有关血清酶与

免疫机能的研究报道如下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点的选择

试验地点设在距包钢 叭 处的杨树沟

村 本地区 一 月龄山羊骨氟平均 含 量

为 千骨重
,

至 岁羊骨氟平均

含量为 千骨重 岁龄羊牙齿氟

变率为 多 牧草水溶氟青草期为 士

,

枯草期为 , 士 ,

月均

值为 士 折合全氟含量可高

达  ! ,

可见为氟重污染区

试验动物与时间

 年 月从本地若干 群 羊 中 购 得

只 一 月龄羊
,

骨氟为  ! ∀ ∀ 干骨

重
,

将上述羊随机分为 组
,

一组对照 二组

亚硒酸钠针剂组 三组复合型硒弹组 四组单

质型硒弹组 于试验开始
,

三
、

四组每只羊投

一丸硒弹
,

二组每 天注射一次 务 亚硒

酸钠 四组混为一群放牧
,

时间从  

年 月至  年 月

硒弹的制作

将 弓务 硒粉
,

务 铁粉或 务 硒粉
,

关

锌粉
,

多 铁粉混匀冲压成 必

的铁丸
,

每丸
,

烧结而成

测定指标

定期测定嗜中性 粒 细 胞 碱 性 磷 酸 酶

活性
,

方法为 法 切 血清碱

性磷酸酶  及同功酶活性
,

方法分别

为磷酸苯二钠法与热灭活法 血清谷草转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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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 活性
,

方法为赖氏法
,

以上两项

测定方法 见上海生化所主编 《医学临床生化

检验》  年版 谷胧甘肤 过 氧 化 物 酶
一

活性
,

方法为底物测定法叽
一

淋

巴细胞转化率
,

方法为组织培养法  样品中

硒含量测定
,

方法为荧光法 青草期体重增长

率

二
、

结 果

整体状况

通过 个 月的试验
,

投硒弹羊整体状况

好于对照组
,

与针剂组相比没有差异 青草

期硒组比对照组多增重

血清酶活性

于第二个枯草期 投硒弹 个月 对血

清 及同功酶
、

及试验结束时对
一

活性作了测定
,

结果见表

嗜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 活

性动态变化

四次测定结果投硒组均显著
、

极显著低

于对照组
,

但两个硒弹组与亚硒酸钠针剂组

间无显著差异 结果见表

各组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结果

三次测定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
,

投硒组均

高于对照组
,

结果见表

山羊经投硒 个月后各组织
、

器官含

表
、

同功酶
、 、 一

活性

项项目目 组别别 只数数 分十 才才

   对 照照 土 弓弓

金 氏单位 投 硒硒
。 。

同功酶酶 对 照照  ! 土
。

投 硒硒
。

呜

对 照照 士
。

赖氏单位 投 硒硒
。

一

对 照照 士
。

投 硒硒  士

显著性差异
, 非常显著性差异

, 极显著性差异

表 活性单位 积分 动态变化

时间 分项 对照组 针剂组 单质型硒弹组

无

年 月
一 士

士

弓 水

叶
一

 ! 未

。
。 。

, 年 月 土

翌一‘
·

‘ , ’“

土

公

 
 

!!!

∀∀∀
 

∀ # ∃∀ % % %%%

∀∀∀ &
。

7 十2
。

222

888

.

7 7 6
7

* * ***

1 9 8 8 年 10 月 135
.1土7

.9
t 值 4

.2940***

l , 88 年 12 月

牙十SE

t 值

158
.
9士6

.0
117 。

9 十 20
。

9

l

。

9 5 6 5
*

1
0 3

。

0
一卜 2 4

.
0

2
。

8 6 2
0
*

{

卜鬓狱…子:一

}8· 2 2 3 。* * 举

.
显著性差异

,

** 非常显著性差异
,

**
*
极显著性羞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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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水平

从表 4 结果可看出
,

投硒后
,

引起肌肉
、

肝
、

肾
、

心
、

血
、

毛中硒含量增高
.
其中主要食

用部分提高 2 倍
,

肝提高 0
.
16 倍

,

肌肉提高 3

倍
,

从临床上观察没有发现不良反应
.

表3 T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肠)

时时间间 分项项 对照组组 器器 复合型硒弹组组 单质型硒弹组组
针针针针针剂组组组组

111 , 8 8 年 3 月月 交士 SEEE 18 .19士1
.
6 444 27

。

0
3

+
3

.

0
999

3 1

。

5
2

+
2

.

4
111

3 0

.

5 1
+

1

。

9 999

IIIII 值值值 2
.
395*** 4

.283**** 4.50 2****

lll, 8 8 年 7 月月 牙+ S EEE 8
.
3 8土 0

.
3000 18

.68士 2
.
6 222 16

.6 7士 1
.
3555 16.84 + 2

.0000

ttttt 值值值 4 .028**** 5
.133**** 3

.96 5* ***

111988 年 10 月月 云+ S EEE 1 2
.
8 3 + 1

.
6 111 2 5

.
5 0士 1

.4555 18.63士 1
.4555 19.4 2+ 3

。

7
000

ttttt 值值值 5 .784**** 2 .648*** 1 。

7
7 222

* 显著性差异
,

** 非常显著性差异
.

表 4

羔羊状况

…
齿龄

硒在健康羊
、

缺硒羊
〔, , 、

氟中毒羊
、

投硒羊组织及器官中含量 (PP m )

器 官 组 织

骨骼肌 全血

健康羊

缺硒羊

氟中毒羊

投硒羊

0 。

0 0
3

0

。

0 0 8

0

。

0
0 4

0

。

0 0 2

0

。

0 8
6

0

。

1 9 6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2

0

。

0 0 7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1

0

。

0 0 2

0

。

0 0 3

0

。

0 0
9

0

.

0
0 4 4

0

.

0 0
5 3

0

.

0 1 6 8

0

、

0 4 6 2

0

.

0 0 5

0

.

0 0 4

0

。

0
0

1

0

。

0
0

2

0

。

2 1 1

0

。

3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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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资料表 明
,

硒 可 提 高 G sH 一
p
:

的 活

性[s,
6] ,

本研究在投硒弹一年半 后
,

投 硒 羊

G S H 一

Px 活性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
硒弹组与

针剂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证实硒弹的长效

作用
. G o T 是许多组织细胞内的一种酶

,

主

要存在于心肌
、

肝脏细胞中
,

如果这些组织受

到损伤
,

血清 G O T 相应升高
.
所以 G O T 是

反映心
、

肝损伤的临床生化指标之一 许多

报道指出
,

氟中毒动物能引起心肌
、

肝脏等软

组织的损伤即
, .

本试验结果表明投硒组动

物血清 G O T 显著低于对照组
,

充分证实投

硒通过提高 G SH 一
p
x

活性
,

较好地保证了细

胞膜的完整性
.

已知氟中毒可使 A K P 活性升高
,

人工投

氟实验也表明 A K P 活性随投氟剂量增加而

升高图
.
本试验多次测定 N A P 及枯草期测

定 A K P 及 A K P 同功酶活性结果可以看出
,

投硒羊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
.
血清 A K P 主

要由来自骨
、

肝
、

胎盘等组织的 A K P 同功酶

组成
,

用热灭活性可大体区分血清 A K P 的来

源
.
胎盘 A K P 最耐热

,

肝脏次之
、

骨 A K P 最

不耐热
,

灭活率在 80 % 以上
.
试验中对血清

A K P 灭活 (56 ℃15 m in) 结果指出
,

对照组灭

活率为 89 并
,

而投硒组灭活率为 81 多
,

差异

显著
.
说明虽然两组 A K P 的成份主要来自

骨骼
,

但程度不同
,

投硒组的比率显著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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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

证明硒有稳定骨质代谢的作用
.

缺洒地区动物补硒可增强机体的免疫机

能
,

而氟中毒动物免疫机能可明显降低
,

本试

验三次测定 T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结果表 明投

硒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从而证实硒同样可

增强氟中毒动物的免疫机能
,

且处于高氟的

枯草期 T
一

淋巴细胞转化率要高于低氟 的 青

草期
.
这对于高氟地区动物提高机体整体抗

病力是极为有益的
.

工业氟污染对家畜的危害波及面广
,

危

害严重
,

仅在包头地区就涉及十几万只山羊
.

以目前市场价格每只羊 l知 元计
,

如果氟变
,

按长年效益累计
,

可损失“ 元
.
在牧业生产

中
,

一种有效的预防药物要考虑 2 种因素
,

一

是成本
,

二是使用方便
.
硒作为微量元素添

加剂 (生长素) 在养殖业中被广泛采用
.
本

研究根据硒对氟中毒山羊预防效果
,

参考国

外畜牧业缺硒地区补充微量元素的方法
,

研

制 出的硒弹
,

每丸成本仅 0
.
6 元

,

投入后可长

期维持体内浓度(见表 4) 便于在牧业生产中

使用
.
在氟污染源还不能彻底根治之前

,

采

用硒弹这种药物防治的方法可挽回部分牧业

损失
,

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

12 卷 l 期

四
、

小 结

硒弹可使氟中毒山羊 G S H 一

Px 活性
、

淋

巴细胞转化率升高
,

降低 A K P 、

G O T 活性
,

由此保护机体各组织细胞膜的完整性
,

稳定

骨质代谢
,

增强机体免疫力
,

从整体上提高动

物的抗氟能力
.
可作为预防氟中毒药物应用

于牧业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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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浮选法回收废液中稀土的实验研究

翟 秀 静 乐 秀 毓
(东 北 工 业 学 院)

抽要 依据沉淀浮选法的基本原理
,

提出了从废酸中回收 R E 20 3 的方法
.
用 N 气 5 0 ; 作沉淀剂

,
与 R Ea 十 形

成溶解度小 的 R E Z(5 0
。

)

3 ·

x

N az S O

。 ·

y
H

2

0 复盐; 用月桂胺作捕收剂浮选回收
,

R E
Z

O
:

的回收率达 妞% 以

上 用 (N H 口
250 。

作沉淀剂分离废酸中的 C aZ十 , 去除率达 ”%
, 从而使浓度为 Zm ol /L 的 H CI 废酸能循

环使用
.

关锐词 稀土 ;沉淀浮选;捕收剂 :废水处理
.

浮选技术应用于废水处理已有二十多年

的历史
.
它不但操作简便

,

设备简单
,

而且处

理量大
、

效果好
,

到目前为止
,

工业废水中已

有几十种金属离子得到处理ti,
刀.

但是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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