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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排污沟不同距离上的水质生物毒性

学

表 污水用洁净水稀释后的 发光度

采水样地点

江苏吴江县化工厂排污 口

距排污 口 巧 米

距排污 口 米 津杭运河人 口前

津杭运河

相对发光度
采样地点 稀释倍数 相对发光度

石一
。

一
立目上‘江苏铜山县金属

工业污水

表 水样
,

发光度与水样中毒物的关系 】 。

—
弓

盆,

甘旧二勺人

采样地点
丁 相对
发光度

原子吸收光谱侧
定的主要毒物

南京某电镀厂

排污口

南京某矿泉水 一 米处

南京某矿泉水 一 米处

南京玄武湖水

苏州某化工厂排污口

。

苏州某电镀厂排污口

南京某电镀厂排污口

南京白下区某厂排污 口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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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
,

因而可用生物发光计测定水质总休

生物毒性 实测污染水样结果表明
,

发光

度随离开排污口 的距离增长而增高
, ,

菌发

光度变化是水样中毒物 包括酸度 综合影响

的结果 随着污水被稀释
,

叭 发光度相应增

局
。

在经过大量不同污染程 度 的水 样 实测

后
,

可望按水质的 相对发光度范围试行水

质优劣的分级

布,‘、 ,一六,‘几八
‘胜且, 月盆‘上,

注 为试纸法测定
,

蒸馏水 为 斗

度增高
,

样品发光度逐步升高 表
。

四
、

结 束 语

毛 发光度与多种有毒污染物浓 度 呈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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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藻 富集
、

六 六 六 的研 究

蒋 亨光 陈 兴 吴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农药是一类重要的环境污染物
,

特别是

有机氯农药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

引起世界环

境工作者很大关注 藻类是水生食物链中最

初的生产者
,

与农药在水中的迁移转化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 国外 年代就进行这方

面的研究
一们 国内最近几年在利用藻类处

理废水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 ,

但是关于

藻类和农药的相互作用
,

尤其是藻类富集农

药的研究还报道不多
〔

本文主要报道在每

日添加农药的条件下栅藻对
、

六六六

以下称 的富集结果
,

并对其机制作

初步探讨
、

材料与方法

一 藻种 栅藻  
, 汤二 由中国医



。
斗 环 境

学科学院劳卫所提供

二 培养基 味 克

克 克
·

毫克 毫克
,

毫克 自来

水 毫升

三 培养条件 培养容器 为 直 径

毫米
、

高 毫米的玻璃缸
,

每缸装培养基

毫升 接人藻种后
,

在 ℃ 恒温条件下

培养
,

以 支 瓦 日光灯连续光照
,

光照强

度约为 勒克司 本试验设有两个重复

当培养缸内的藻细胞达到一定浓度时 用国

产 型分光光度计于 毫微米波长下比

浊
,

光密度为
,

缸内藻湿重为 克
,

加

人适量农药 为
‘一 ,

为

卜
,

均为色谱纯
,

先用乙醇配成 务溶

液
,

使藻液中
、

浓度均为

每隔 斗小时取样一次
,

每次取藻液 毫升
,

取样后加适量自来水于缸中
,

使缸内藻液量

仍为 毫升
,

接着添加农药
,

加药量均与

第一次相同 至第 天停止追加农药 将取

出的藻液离心 转 分 分钟
,

然

后分别检测水与藻体内
、

的含

量

四 分析方法

水中
、

的提取与纯化 用

重蒸石油醚萃取
,

以浓硫酸磺化
,

经 多 硫酸

钠水溶液洗涤后
,

再用无水硫酸钠脱水
,

然后

浓缩待测

藻体内
、

的提取与纯化

用 高氯酸及冰醋酸的等体积混 和 液 消

化 小时
,

温度为 ℃
,

然后再按方 法 萃

取纯化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北京分析仪器厂

产的 型气相色谱仪
,

氖抗源电子捕获检

测器 玻璃柱长 米
,

内径 毫米
,

充填

外
、

多
一

 !∀

#∃%∃&∃

∋ (

) ( ∗ + , &
−
载气用高纯氮气 (99

.
99 多)

,

流

速为 50 一 60 毫升/分
.
柱温 19 0℃

,

检测室

温度为 230 ℃
.
用外标法按峰面积定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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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分析

栅藻富集 D D T 、

B H C 的实验结果见表

1 ,

水中农药残留量说明
,

栅藻能从水中摄取

D D T 、

B H e

.

加农药后经 24 小时
,

水中 D D T

浓度为 o
.
lpp m

,

是起初浓度的

加农药的情况下
,

6 天中水内

六
,

在逐 日添

D D T 最高残

留浓度仅为 0
.
35 即m

,

停止追加农药后水中

DD T 含量下降趋势明显
,

第 8
、

9 天测定值

仅为 55ppb
.
然而栅藻对 BH c 的吸附能力较

弱
,

加农药 24 小时后
,

水中 BH c 浓度为起

始浓度的 68 沁
.
据报道 卜BH c 从液面挥

发及附着在玻璃容器壁上的约占 3外
【, , ,

因此

栅藻对 BH c 的吸附量不足 30 多
.
在同样

条件下
,

水中残留 BH c 比 D D T 高得多
.
逐

日追加农药后
,

水中 BH C 含量增加趋势明

显
,

最高浓度超过 ZpPm
,

停止加药后第三天

水中残留的 BH C 浓度仍高达 1
.
SP pm

.

裹1 水中农药残留t 及燕体内农药浓度

经经过天数数 藻 体 内内 水 中中

DDDDD D TTT B H CCC D D T /// D D TTT B H CCC
(((((脚/g))) (邵/g))) BH CCC (拌g /m l))) (摊/m l)))

lllll 月2 7舟舟 39 777 1 0
。

7 666 0

。

1 000 0

。

6 888

22222 8 2 2 666 6 6 111 1 2

。

4 444 0

。

1 999 1

。

2 666

33333 1 2 9 6 333 9 7 888 1 3

。

2 555 0

。

3 555 1

。

5 999

44444 2 3 1 5 777 1 8 8 666 1 2

。

2 777 0

。

2 444 l

。

9 444

55555 2 6 7 8 000 1 5 6 888 1 7

。

0 888 0

。

1 444 2

。

1 666

66666 2 8 5 0 000 1 6 0 666 1 7

。

7 444 0

。

2 777 2

。

2 777

77777
2 6 8 2 111 1 2 6 888 2 1

。

1 555 0

。

0 5 555 2

。

0 999

88888888888 0

。

0 5 888 1

。

9 555

9999999999999 1

。

4 999

平平均均均均 】耳
。

9 5555555

藻体内 D D T 浓度 (相对于藻干重 ) 表

明
,

栅藻富集 D D T 的能力很强
,

加农药 24 小

时后
,

藻体内 D D T 浓度高达 4274p
Pm
.
在

逐 日添加农药的条件下
,

栅藻对农药的富集

量也逐日增加
,

第 6 天藻体内 D D T 浓度高

达 285o opp m
,

可见栅藻富集 D D T 的潜力

很大
.
此外栅藻富集 D D T

、

B H C 能力有明

显的差异
,

藻体内 D D T 、

B H c 浓度相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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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1 倍
,

平均相差 巧 倍左右
.
这与水中残

留 BH c 浓度高于 D D T 的结果相一致
.

三
、

讨论

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
“ ,;J

,

藻类能吸 附
、

富集水中的农药
,

但能降解农药的藻类有限
,

降解的能力也不强
.
一部分藻体 自然死亡后

沉至底泥
,

在适宜的条件下
,

所含的农药被微

生物降解
,

而相当数量积累在藻体内的农药

通过食物链中低位生物转移到高位生物体内

(如鱼类 )
,

从而给人类造成潜在的威胁
,

因此

人们应该合理使用农药
.

单细胞藻繁殖快
,

能迅速地从水中摄取

物质并加以浓缩
.
可利用藻类的这种特性为

人类服务
.
日本正在进行用小球藻浓缩回收

海水中铀的研究
[10J ,

同样可用栅藻回收废水

中的某些贵重金属
,

还可用于氧化塘及其他

方式废水处理的生化工程中
,

以净化污水
,

改

善环境
.

水中残留 D D T 小于 BH C 、

而藻体内

的 D D T 多于 BH c 的原因可能与它们的脂

溶性差异有关
. D D T 的亲脂性大于 BH C

.

藻类之所以能富集农药
,

主要是因为细胞内

科 学

含有类脂质
,

,

反之则少
.
脂溶性大的物质必然被富集得

至于富集量与藻细胞膜的透
,

农药本身的结构的关系尚待研究
。

国外一些学者曾报道氏3,’
J,
梅链藻

、

多性

藻等能降解 D D T ,

降解量为 1一7
.
, 务
.
杜氏

我

们在藻液的萃取物中均未检测出 D D T
、

B H c

的降解产物
,

这说明栅藻只能从水中摄取
、

浓

缩 D D T 和 BH C ,

而不能将它们降解
、

代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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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氮肥地下流失率的初步研究
*

朱 济 成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公司)

本实验通过对北方栽培作物和不栽培作

物共十个试验盆定期浇灌含有各种氮肥的蒸

馏水
,

测定各种氮肥在土壤中形成硝酸盐随

水流失的数量比例
。

这个实验对于研究氮肥

的地下流失率
、

合理施用氮肥以及防治氮肥

对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

在 10 个底部有小孔的盆内填人 20 公斤

清灌区土壤 (系单一砂卵砾石层浅层地下水

源开采区轻粉土质砂质粘土)
,

土壤表面积为

0
.
0 8平方米

,

土层厚度为 20 厘米
,

盆底铺有

铜丝网
、

滤纸及数厘米厚的细粒白色石英砂

作为过滤层
.
分别在五个盆里栽种油菜

、

韭

菜
、

西红柿
、

茄子和柿子椒
,

另五个盆内不
一

、

实验材料和方法

(一) 实验材料 *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李庆诚

、

衡卫青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