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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发光细菌检测法 考察了不同的影响因素对水体中典型的有机污染物五氯酚钠的生物毒性测定结果的影响 结果

表明 五氯酚钠对发光细菌的 ∞≤值随着  值和硬度的增加而增加 五氯酚钠的   ∞≤和   ∞≤基本相符 与水

体中相同浓度的常规有机污染物相比 五氯酚钠表现出更强的毒性 实验中常规有机污染物的存在对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的结

果影响较小 原水毒性检测实验显示一定毒性相对发光率降低    原水水质对测定结果影响程度与去离子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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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氯酚钠是一种在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有机污染

物≈ 水质检测发现≈ 五氯酚钠在天然水体中的

浓度为  ∗  某些自来水中的浓度也达到

 ∗  受五氯酚钠污染的水体对人体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 

近年来 对有机污染物生物毒性的测定开展了

广泛的研究≈ ∗  在污染物生物毒性的检测方法

中 发光细菌法由于灵敏度高 !快速方便 !并能综合

评价生物毒性而被广泛采用≈ ∗  研究人员曾利用

发光细菌法检测了土壤中   2三硝基甲苯的生

物毒性和诱变性≈  也对天然水体中有毒的金属

和非金属物质进行了检测≈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

果 利用发光细菌法测定包括五氯酚钠在内的多种

物质的生物毒性也已有报道≈ 研究表明 有机污

染物在水体中的生物毒性和发光细菌本身的生理特

性都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从而影响毒性测

定的结果 目前 对于影响水体中五氯酚钠对发光细

菌生物毒性的因素研究甚少 本文主要利用发光细

菌法 考察了  !硬度等水质指标和水中其他污染

物等条件对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的影响 为水体中五

氯酚钠生物毒性测定中条件的选择提供理论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仪器与试剂

生物毒性测试仪⁄÷ ≠2 型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 全温振荡器 ±2ƒ 型 所用菌种为

明亮发光杆菌 Π1 πηοσπηορευ µ 中科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细菌培养基成分为 每  含酵母浸

膏 1 !牛肉蛋白胨 1!≤  !° 1

!° 1 !甘油 1 所用其他试剂均为分

析纯 试样用  的 ≤溶液配制 实验原水取自

清华大学近春园北侧池塘22×  

112  菌种的培养

将发光细菌冻干粉用    ≤溶液复

苏 转入  培养基  ε 培养  每隔  

从原培养基中移取约 1转接入新的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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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培养 

113  毒性的测定

将待测化合物配成  个左右浓度等级 各取

1 加入具塞磨口比色管 以 1   ≤

作空白对照 每次实验重复测定 次 将接种后  

的菌液  ∗  用  ∗    ≤溶液稀释

混合 磁力搅拌   后 取 1 加入比色管

中 上下振荡 次 去塞 静置 后用生物毒性

测试仪测定发光强度 

114  计算方法

计算样品的相对发光率 并计算 个平行样的

平均值 相对发光率的计算如方程所示 

相对发光率( ) =
测试管发光量(∂
对照管发光量∂ 

≅  

()

  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并检验五氯酚钠浓度

≤与其平均相对发光率× 之间的相关方程 计

算对应相对发光率减小  的物质浓度∞≤及

相对于  置信度的置信区间 

2  结果与讨论

211   值的影响

由于发光细菌适宜生存的  值为 1 ∗ 1 

本文对  值设计了  个水平 分别是 1 1 

1 1 采用   !≤和  °2°缓

冲体系来调节实验溶液的  值 不同  值下相对

发光率与五氯酚钠浓度的相关方程 !五氯酚钠的

∞≤值及其  置信区间如表 所示 

表 1  不同 πΗ值下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结果# 

×  ×¬ ∏ 

 相关方程 ρ ∞≤值 置信区间

1 Τ   .   . Χ 1 1 1 1

1 Τ   .   .χ 1 1 1 1

1 Τ   .   .χ 1 1 1 1

1 Τ   .   .χ 1 1 1 1

 对应  的置信度

  表 表明 测试样品的  值对五氯酚钠的发

光细菌毒性测试影响显著 所得到的 ∞≤值随着

 的提高而增大 当  值由 1上升到 1时 

五氯酚钠 ∞≤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1倍 即随着

值的上升 五氯酚钠对发光细菌的毒性有所降

低 

由于五氯酚钠是五氯苯酚的钠盐 在水中存在

着五氯苯酚阴离子和五氯苯酚分子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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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平衡常数为 Κ   ΚΚ为五氯苯酚的

电离常数 实验温度 ε 下 Κ 1 ≅   则

可以计算得到  为 1 1 1 1时 溶液中

分子态五氯苯酚和离子态五氯苯酚占总的五氯苯酚

的比例分别为 1  1  1  1  

可以看到  每升高 个单位 分子态五氯苯酚所

占的比例就下降一个数量级 五氯苯酚与离子态的

五氯酚钠相比 五氯苯酚的极性小得多 更容易通过

生物膜而与细菌细胞相接触 所以其毒性强于五氯

苯酚阴离子 故随着  减小 分子态五氯苯酚浓度

增加 造成溶液体系毒性的增强 反之  升高则会

导致毒性的减小 

另外 从实验得到的相对发光率与浓度的相关

方程可以看到 随着  值的升高 直线的斜率呈现

减小趋势 也就是说  值升高会导致毒性对浓度

敏感性的下降 

212  硬度的影响

在考察硬度对毒性测定的影响时 根据实际水

体的情况 将水体分为很软 !软 !硬和很硬四个等级 

稀释用水配方如表 所示 

表 2  稀释用水的配方# 

×   ∏∏

硬度级别 ≤  ≤≤  ≥# ≤
硬度

德国度


很软 1 1 1 1 1 1

软 1 1 1 1 1 1

硬 1 1 1 1 1 1

很硬 1 1 1 1 1 1

  不同硬度下五氯酚钠的 ∞≤值及其  置信

区间如表 所示 由表 可以看出 水质硬度对于五

氯酚钠毒性检测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 随着水质

硬度的增加 五氯酚钠的 ∞≤值呈现上升趋势 相

应的毒性呈减小趋势 当硬度从 1度德国度上

升到 1度时 五氯酚钠的 ∞≤值上升为原来的 

倍 

由于本实验所用的发光细菌为海水细菌 海水

中含有大量的钙镁离子 钙镁离子可能为发光细菌

提供更适宜的生存环境≈ 所以推测适当的硬度更

适合发光细菌的生长 增强其抵抗毒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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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硬度下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结果# 

×  ×¬ ∏ 

硬度级别 相关方程 ρ ∞≤值 置信区间

 Τ   .   .χ 1 1 1 1

 Τ   .   .χ 1 1 1 1

 Τ   .   .χ 1 1 1 1

 Τ   .   .χ 1 1 1 1

 对应  的置信度

213  接触时间的影响

在生物毒性测定中 研究一般采用的接触时间

为  或  为了考察不同接触时间对测定

结果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发光细菌与受试物接触后

发光强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并对  和  

的 ∞≤进行了比较 以  的五氯酚钠溶液为

受测对象 发光强度随接触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所示 

图 1  发光强度随时间变化关系

ƒ  ∏  Ι √∏τ

结果显示 上述反应情况符合一级反应的特征 

用对数方程拟合 得到 Ι发光强度与 τ时间的数

学关系如方程所示 

Ι = 1−1τ   (ρ = 1) ()

  对上式处理得到方程 

δΙ
δτ

= − 1 Ι ()

  根据方程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  时 

反应完成   左右  以后 反应基本完成

  因此 采用   ∞≤来反应测试结果是有

效的 本实验测定结果表明 五氯酚钠   ∞≤

和   ∞≤分别为 1 和 1两

者的结果基本相符 

214  水中其他有机污染物的影响

由于在天然水体中 一般存在着多种有机污染

物 在毒性测定时 水中的其他常见污染物也会对发

光细菌毒性测定的结果产生影响 本文选取了水中

几种常见的有机污染物作为代表性物质 研究它们

存在时对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结果的影响 对一般水

体中有机污染物的定量定性分析表明≈  一般

水体中主要含有酯类 !多环芳烃 !取代芳烃 !烷烃等

有机污染物 经过水厂的处理后 则会生成大量的消

毒副产物 如三氯甲烷 四氯甲烷等 因此 本文选取

邻二氯苯 !萘 !邻苯二甲酸正丁酯⁄°和三氯甲烷

作为水中常见污染物的代表性物质 研究这些物质

对毒性测定结果的影响 为了估计这几种有机污染

物对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的影响程度 首先对这几种

物质单独存在于水中时的毒性进行了测定 结果如

表 所示结果均以 ∞≤表示 实验结果表明 在

所有被测的有机物中 生物毒性的强弱顺序为 五氯

酚钠 萘  ⁄° 邻二氯苯 三氯甲烷 萘与五氯

酚钠毒性相近 推测萘在所选的几种物质中可能对

五氯酚钠毒性测定结果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作用 

表 4  污染物毒性测定结果# 

×  ×¬ ∏

被测物质 毒性  ∞≤值 置信区间

五氯酚钠 1 1 1

⁄° 1 1 1

邻二氯苯 1 1 1

三氯甲烷 1 1 1

萘 1 1 1

 对应  的置信度

  根据对一般水质中各种污染物定量检测的结

果 确定所选物质的浓度之比为邻二氯苯Β 萘Β 三

氯甲烷Β⁄°  ΒΒ1Β 五氯酚钠浓度采用接近

∞≤值的  混合溶液浓度按萘浓度计算设

计 1 1 1 1 1 1 个浓度 同时

测定不含五氯酚钠的相同浓度的混合溶液作为对照

样品 实验均以  氯化钠溶液作为空白对照 结果

如图 所示 

图 2  不同混合浓度下的相对发光率

ƒ1   √∏√∏ ¬∏

图 显示 在  的五氯酚钠的水溶液中 

加入不同量的混合污染物对发光细菌的相对发光率

几乎没有影响 相对发光率在   ∗  范围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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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说明混合物浓度的变化对发光细菌毒性影响不

大 而对不含五氯酚钠的样品测定发现 实验浓度范

围中的混合物对发光细菌几乎没有毒性 可以认为 

在五氯酚钠与其他有机物的混合样中 五氯酚钠是

主要的毒性贡献者 如果在水体中只含有实验涉及

到的有机污染物 浓度也在实验范围以内 则认为可

以利用发光细菌法对混合污染物水样中的五氯酚钠

进行测定 检测限小于 

215  原水水质对毒性测定的影响

本实验所使用的原水于 年 月 日下午

 取于清华大学近春园北侧池塘 对水质进行

分析测定 得到主要水质指标如表 所示 

表 5  原水水样水质指标# 

×  ×∏ 

水质指标 水温 ε  值 硬度德国度 ≤ ⁄ × ≤

水样 1 1 ∗ 1 1 1 1

  实验测定发现 原水水样的相对发光率为

1  说明原水对发光细菌略显毒性 将原水配

制为浓度为   ≤溶液作为空白对照 测定五

氯酚钠的 ∞≤值为 1 在以去离子水为

空白实验时发现 当  为 1 !硬度为 级时 五氯

酚钠的 ∞≤值为 1 当  为 1 !硬度为

时 五氯酚钠的 ∞≤值为 1 本实验水

样  为 1 硬度为 级 以该水为空白对照样对

五氯酚钠毒性的测定结果与以去离子水相当 

值和硬度为空白对照样的测定结果相比 两者相差

不大 

3  结论

 值和硬度明显影响五氯酚钠对发光细菌

的毒性检测  上升导致毒性减小 硬度升高也会

减小五氯酚钠水样的毒性 

五氯酚钠与发光细菌的反应呈现一级反应

特征 五氯酚钠的   ∞≤和   ∞≤基本

相符 可以使用   ∞≤表示毒性测定的结果 

实验范围内 ∞≤值较大的其他有机污染物对五氯

酚钠毒性测定的影响很小 

原水毒性检测实验显示一定毒性相对发光

率约为    以原水为空白对照样对五氯酚钠毒

性的测定结果与以去离子水相当  值和硬度为

空白对照样的测定结果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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