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氧联苯对环境的污染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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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氯联苯 或  ! ,

简称
’

或  是一组由

一些氯置换联苯分子中的氢原子而成的化合物 其商品名可简化
,

如 美
、

法
、

 西德
、

日本
、

拟 意
、

苏 在美国
,

还使用号码数字命名

各种多氯联苯的名称
,

即头两个数字代表分子的类型
,

如 表示氯代联苯
、

或 表示氯代

联苯与氯代三联苯的混合物
、

表示氯代三联苯 后两个数字为氯的百分含量 因此
,

 
,

即表明是一种含 多氯的氯代联苯

多氯联苯是一组稳定的有机物质
,

稳定程度随氯原子的增加而提高
,

例如当多氯联苯分子

中含有 个以上氯原子时
,

则在常温下不能燃烧或氧化 而且
,

它还随含氯原子的多少
,

可能

为液状
、

水怡液或树脂状 它能耐酸
、

耐碱
、

耐腐蚀
、

难溶于水
,

而易溶于脂肪和烃类溶剂中 基

于多氯联苯的稳定性
、

绝缘性
、

不燃性及耐热性
,

而广泛应用于工业上
,

例翅用作变压器
、

电容

器等电器设备的绝缘油和热载体
,

用作塑料及橡胶的软化剂
,

以及作为油漆
、

油墨
、

无碳纸等的

添加剂

多氯联苯对环境的污染

可随同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进人江河
、

湖泊中 在重污染的水体中
,

的浓度可

以大大超过它的溶解度好几倍
,

一般高达 毫微克 升
,

中等污染的河流可为 毫微克 升
,

在非污染的河流中可少于 毫微克 升 更为严重的是多氯联苯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

其污染

来源主要是由于人类任意倾倒废弃的多氯联苯制品及肆意排放含多氯联苯的废水与废渣而造

成

主席先生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经济和技术都比较落后
,

环境保护工作还缺乏经验

当前
,

我国人民正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

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
、

工业
、

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我们要为消除污染
、

保护环境
,

作不懈的努力 我

们愿意向各国学习一切好经验

中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
,

与各国代表一起
,

共同努力
,

使这次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谢谢主席先生



多氯联苯在海水中的分布
,

一般是沿岸水域较高
,

远洋中较低
,

而且各海区的浓度差别极

大
,

见表

表 海水中的 浮游生物中的 湿重

海 区 浓度 微克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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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浮游生物中发现有  表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鱼或其它水

生物的摄食
,

而使 进人到食物链或食物网中 据报导
,

浮游生物中的  含量
,

与浮游生

物在海中的位置有关
,

即海表层所采集的浮游生物
,

其 含量通常较深层的浮游生物为低

而浮游生物种群的组成对 含量的影响则较小 在浮游生物中
,

与总 的比率是

相当高的 通常大于 。 ,

而海鱼
、

海鸟的比率则较小 通常低于
,

这种差异的机理至今是不

清楚的
,

但是由此可以说明
,

进人水生食物链中
,

浮游生物是一个重要环节

多氯联苯在其它海生动物体内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

而且在脂肪较多的组织中
,

其含量更

高
,

因而在肝脏内含量特高
,

见表

表 海生动物体内的 湿重

海 区 动物名称
浓度

微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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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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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 乃一

太 平 洋 比 目鱼肉

在食物链中有积累作用
,

这是与其有极高的稳定度和它们在脂肪中的高溶解度有关
,

但其积累的程度不一定按食物链的食性层次而增长
。 等人的资料 表 作了有力的论



证
,

他们曾于同一夭在  。

湾和 湾捕集同种的生物 或具有相似食性层次的生物
,

通过各种生物体内  残留量的比较
,

发现生物体内 的含量与食性层次的高低并无密切

的正相关关系
,

即表中的两种食肉鱼
,

沙海缚和大西洋刀鱼
,

按理应有最高的残留量
,

然而具有

最高残留量的却是捕食浮游生物的  但是亦有人指出飞鱼虽然主要以浮游生物为词

料
,

但其体内 的含量却很低

 可在制造与加工过程中污染大气
,

或者由于工业或城市废物的焚化使大气遭受污染
夕

亦可能由于被污染的土壤或含有 的污泥在干燥过程中挥发而进人大气中 土壤中亦可

发现  
,

尤其是在靠近生产电元件的工厂土壤中可高至 毫克 公斤 一般农业土壤中含

量低于 毫克 公斤

关于 在环境中转移的问题
,

到目前为止
,

知道有限
,

但是有资料表明  在生态系

统内的转移是与 一致的

二
、

多氛联苯的危害

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多氯联苯对海洋浮游生物 特别是浮游植物 的影响是引人注目的
,

因为后者是海洋生物

的主要能量来源 根据 一 年间大西洋生物体内 的调查
,

表明浮游生物的最高浓

度可达百万分之数百的量级
,

这种水平对海洋生物是有影响的
,

因为有人 在 毫 微 克 升

 的条件下
,

就发现可以引起混合藻类的种属组成产生变化
,

并能影响藻类对营养物质的摄

取 因此
,

目前浮游生物中的 水平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对甲壳类动物如红虾  ! ∀
#∃∀% &! &∀ ∋ ( 是比较敏感的

,

幼虾在 0
.
1毫克/升的浓度

中
,

4 8 小时内全部死亡
,

然而在 0
.
01 毫克/升条件下

,

则不引起死亡
.
浓度在 2. 4一4. 3 ppb 范

围时
,

1 夕一53 天内能杀死成虾
.
最近有报告认为接触 PCB 的红虾

,

在肝胰核中可出现各种大

小的锥形晶体
.
PC B 对牡蝠 (cr

oss ost re
o Vi rg ini ca ) 也是有影响的

,

有人发现 0
.
1毫克/升可以

完全抑制牡砺壳的生长
,

0

.

01 毫克/升能抑制 41 外
,

0

.

00
1 毫克/升则仅能抑制 19 外

.
有人还

观察牡砺在接触 5
.
0 pPb 的 A ro clo

r 12, 4六个月时
,

发现结缔组织有白细胞的异常湿润
,

消化

管远端上皮细胞发生萎缩及管腔扩大等变化
.

PCB 对鱼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
浓度为 , p p b 的水会使针鱼和石首鱼体内 PC B 含量超过

loopp m
,

并使近 50一60 多 的鱼死亡
.
有人还观察到一种河 口鱼 (Spot )

,

接触 5
.
oppb 两周 (或

更长的时间 )
,

其肝组织可出现脂肪性变化
.

2
.
对禽类的毒害

PC B 对禽类的毒害是比较严重的
。

一般说来 PC B 的毒性是随其氯的百分含量的增多而加

强
,

而且大都较 D D T 与 D D E 的毒性为低
.
有人曾以野鸭

、

野鸡
、

北美鹑及 日本鹑测定几种

A roelors (1234一1264) 的 LC
、
值
.
结果表明 日本鹑最不敏感

,
L C

。
为 2185一s000ppm : 北美

鹑最敏感
,

其 LC
、 值为 745一3oooppm

.

有人尽400和 80oPpm 的 A roelor 1254 饲养小鸡四星期
,

分别出现 50 % 和 90% 的死亡

率
.
亦有人用 4o0PP m 的 A ro clo

r 126 0 饲养小鸡八星期
,

仅有 15 外 的死亡率
.
另外还有报告

,

在用 A roelor 12 48 ,

1 0

、

5 0

、

1 0 0 和 15oppm 的饲料喂养小鸡时
,

发现在 34天后
,

含量为 , 0 p p m

的小鸡有 50 外 的死亡率
.
由此可见

,
P

cB 对禽类的毒性不是随其剂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强
,

A ro d or 对小鸡的作用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
,

这可能与 A ro dor 不同的剂型
、

不同的鸡种有关
。



有人还把 PC B 注人鸡卵内
,

发现小鸡不能孵出
.
现知 PC

B 与 D D T 均能激活肝中的多

功能氧化酶
,

使性刺素的消耗增加
,

这可能改变人与其它动物的正常生理与生殖功能
.
同其它

氯化烃化合物一样
,

它们也影响鸟类的繁殖
,

这是因为破坏了钙的代谢
,

生产薄壳卵
,

使鸟不

能孵化
.

3
.
时哺乳动物的毒害

PC B 对乳哺动物 L D 50 值测定的资料是比较少见的
,

但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
,

其急性毒性

比 D D T 约低数倍
.
有报导家兔的 LD

、
值为 8一11 克/公斤

,

小白鼠为 2 克/公斤
,

大白鼠为

4一11
.
3克/公斤

.
有人以 lo 0PP m 含量的 Ar oc lor 12 42 或 12 , 4 喂养大白鼠 15 个月未发现有

死亡
,

但是在 1000ppm 时
,

在 53 天内则全部死亡
.

PC
B 对几种动物所引起的病理变化如表 , 所示

.
有人在用 PC B 试验的麒鼠和猴子的肝

表 5 几种动物的病理变化

一一次 口服剂量 : 69毫毫 豚鼠鼠
克克(42% C I))) 猪猪

大大大白鼠鼠
兔兔兔兔

每每 日用量: 300 毫克
,,

大白鼠鼠
666 天(65% C I)))))

每每 日用量: 50 毫克
,,

大白鼠鼠
666 个月(65% C I)))))

用用含25
、
5 0 及100p p

, nnn 大白鼠鼠
的的饲料喂养 15 天(21 一一一
666 8% C I)))))

肝

小叶中有小脂 肪 滴
,

有轻度到 中度的中心萎
缩

,

少数动物有局部坏

基本正常 无明显变化

其它可见变化

肾上 腺
、

脾和胰腺无
明显变化

死
l } {

细胞肿胀
,

可见透明
颗粒

,

多数动物在几天
内死亡

肿大(增重33 % )
,

胞浆
内可见许 多透明小 体

,

在实验中有几个动物死
亡

肝重随P C B 含氯量的.
厂下23洲2526加如几1-l增加而增

时增重量
在 50pp :1、

A r o e
l 2 增重10 %

2增重 12 %
4增重14 %
8增重25 %

A roc1Or 1254 ID 毫
克/公斤剂量组增重

对重量无影响 对重量无影响

中
,

观察到组织的增生和透明变性
.
有人还将含有 300PP m PC B 的食物投于小恒河猴三个月

,

短时间后就见到脱毛
、

座疮
、

浮肿
、

胃粘膜增厚和类似开始癌变的现象
.

PC B 对肝微粒体酶有诱导作用
,

因为含氯较高的联苯化合物是效力最强的诱导剂
.
一定

量的 PCB 使大鼠的戊巴比妥睡眠时间缩短
,

其程度随化合物氯化程度及在脂肪组织内的贮存

量的增加而增加
.

PC B 每天剂量为 10 毫克/公斤体重
,

对怀孕家兔的生殖系统不产生影响
.
然而对怀孕 1一

28 天的家兔
,

给 A ro clor 12 54 每夭为 12
,

5 毫克/公斤体重以上的剂量时
,

会导致流产增加
,

母

体死亡和死产
.
大鼠对 PC B 不太敏感

,

甚至当剂量到每天 100 毫克/公升体重时尚未引起死

胎和畸胎
.

有报导 PC B 可使淋巴组织萎缩
,

引起免疫抑制作用
.
当以含有 Cl oP he n A 60 或 Ar ocl or

1 260 50 毫克/公斤剂量的饲料喂养的豚鼠
,

给予破伤风毒素后
,

发现抗毒素效价和抗毒素产生

细胞的数量与对照相比都较低
,

从而导致免疫球蛋白的明显减少
.
同样

,

含 50 毫克/公斤的膳



食水平
,

可使免疫动物的结核菌素的皮肤反应降低
.
另外

,

还有人发现
,

摄取含有 K
one ch lo

r
40 0

饲料的大鼠的肺炎
、

肺与颅内脓肿的发病率增加
,

其原因是由于大鼠对感染的抵抗力降低所

致
.

4
.
对人的危害

进人人体的 PC B 主要蓄积在脂肪组织及各种脏器中
.
鱼是人食入 PCB 的主要来源

,

所以

渔民体内的 PC B 残留量往往较高
.
虽然 目前人体内检出的多氯联苯残留量还不致对居民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影响
,

但长期少量的蓄积在人体组织器官中对健康有无影响
,

是否有致

癌
、

致畸
、

致突变的可能性
,

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

PC B 受害者的临床表现为皮疹及色素沉着
、

浮肿
、

无力及呕吐等
,

病人脂肪中的 PC B 含量

为 13
·

1 一75
.
spp m

.
据报导

,

P C B 还可以通过胎盘进人胎儿体内使其中毒
.
此外

,

P c B 也可通

过母乳进人婴儿体内
.

综上所述
,

P C B 的毒性既与其氯的百分含量有关
,

也与动物摄入剂量的多少有关
.
但是最

近有报告指出
,

P c B 的毒性与 Pc B 制品中混人多氯二苯映喃 (Pc D F )的含量及其制造过程的

关系极大
.
国外报导了三种 PC B 制品

,

它们都含有约 60 界 的氯
,

在化学组成上类似
,

但是分

别在德国
、

法国和美国生产
.
这三种制品对小鸡的毒性有很大的不同

,

法国和德国制品比美国

的 A roc lo r 12 60 毒得多
.
因此

,

有人根据这个报告提出
,

已往 PCB 的毒性测定结果应当进行重

新估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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