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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中的镍背景值

邓 勃 秦建侯 李 楠
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工系

重金属元素是环境污染物的 重 要一类
,

它们进入农业环境引起土壤污染
,

再由作物

吸收进人食物链
,

危害人的健康 因此
,

测定

粮食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对农作物 的布 局
,

防治地方病
,

保护人民健康都有重要意义 对

粮食作物中的镍背景值有过报道
 ,

但北京

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中镍背景值尚未见公开报

道 木文研究了北京地区小麦
、

水稻和玉米

中的镍背景值

一
、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粮食作物样品采 自未受污染农业土壤上

生长的作物 五点梅花形混合取样
,

籽粒风

干
,

风干后及时脱粒
,

水稻脱壳
,

小麦和工米

不去皮 用石磨碾碎
,

过 尼龙筛
,

均匀

混合备用

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

在北京市不同区

县和不同类型农业土壤上生长的粮食作物区

都分布有适量的采样点 样点分布图见图

共采集粮食作物样品 个
,

其中小麦

个
,

水稻 朽 个
,

玉米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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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镍的测定

称取粮食样品 克
,

置于  ! 锥形瓶

中
,

盖上小漏斗
,

浸泡过夜
,

然后在电沙浴上

于约 ℃ 消化 小时
,

消化完后定容于

容器中 在表 所列条件下用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测定镍  全部测定在  一 型塞

曼原子吸收分光光度度计上进行
,

采用浓度

直读方式 测定波长为 犯 纳米 进样

量 拜

表 测定条件

通带宽
,

川
, 、

灯电流 , ,。

干燥温度
,
℃

干燥时间 ,

灰化温度
, ℃

灰化时间 ,

原子化温度
,

℃

原子化时间
,

载 气流量
,
川

。

为保证测定准确度
,

每批样品分析都带

控制样品 采用 准则控制两个平行样

品测定的精密度 回收率为 一 务
,

相

对标准偏差最大为 界

测定的数据输入
一 型计 算机

,

用

自编的数理统计综合电算 程 序 进 行 统 计处

理  异常值用格鲁
一

布斯准则剔除 对于样

品数
,

采用夏皮罗
一

威尔克法
、

偏度

峰度法和柯尔莫哥洛夫法 进 行 分 布 类 型检

验 对 , ,

采用尹检验法
、

偏度峰度法和

柯尔莫洛夫法进行分布类型检验 根据所属

分布类型给出相应的平均值
、

标准差
、

变异系

数
、

全距范围
、

多 置信区间等

三
、

北京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中的

镍背景值

表 列 出了北京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中的

镍含量 表 和 分别列 出了生长在不同土

类和不同流域土壤上主要粮食作物中的镍含

量

表 北京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中镍含量
,

兰 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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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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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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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术

分布类型

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偏态分布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中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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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类生长的小麦
、

玉米的镍含量 川一一表一一一

土 类 作 物 丫品数 分布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全 距范围

 褐土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偏 态分布

偏态分布

。

。

。

。

。

一
。

。

一
。

 置信区间

。

弓 一  

。

一  

。

潮土
对数 正态分布

正 态分 而了

。

。

趁

。

一
。

。

 一
。

。

一

。

一
。

四
、

结果讨论

用 检验法检验各作物中镍含量的差

异性表明
【‘ ,

水稻中镍含量显著地高于小麦

中的镍含量
,

后者又高于玉米中的镍含量 这

同陕西省作物中镍含量的情况相似  就不

同土类而言
,

潮土上生长的小麦
,

其镍含量显

著地高于在同一土类玉米中的镍含量

而同在褐土上生长的小麦和玉米中的

镍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就不同流域而言
,

生

长在询河
、

拒马河
、

温榆河流域土壤上的小麦

和玉米中的镍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

而生长在

永定河和潮白河流域土壤 上的小麦中的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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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流域生长的粮食样中的镍含量

流流 域域 作 物物 样品数数 分布类型型 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变异系数数 全距范围围 弓 置信区间间

水水定河河 小麦麦 正态分布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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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一
‘ 。

先先

玉玉玉米米 对数正态分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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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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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

水水水稻稻 正态分布布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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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潮潮白河河 小 麦麦 对数正态分布布
。 。 。 。

一
。 。

一
。

玉玉玉米米 正态分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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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明显高于玉米中的镍含量 (a ~ 0
.
0幻
.

2
.
对小麦

,

生长在褐土和潮土上的
,

其镍

含 量没有显著性差异;生长在不同流域的
,

其

镍含量高低顺序是
:
永定河> 潮 白河、询河

> 拒马河、温榆河
.

3
.
统计检验表明

,

生长在褐土上的玉米

比生长在潮土上的镍含量高
,

但生长在不同

流域土壤上的玉米
,

其镍含量虽有差别
,

但这

种差异在统计上则是不显著的 (。 一 0.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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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干流底栖动物调查及水质生物学评价

杨 昌 迷
(自贡市环境科研监测所)

底栖动物大部分终生生活在水体里
,

水

体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它们群落结构的改
,

如种类的增减或更替
、

个体数量的变动
.
利用这些变化

,

可以监测水体
,

评价水

本文 报 道 了 1983 年 11 月和 1984 年 4

月沱江底栖动物的种群结构及其 变 动 情况
,

并根据调查获得的生态学资料应 用 B eck 生

物指数
、

经作者修正的 T re nt 生物指 数和

shan n
on
多样性指数对沱江干流水 质 进行生

变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