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拍内容
,

并自动完成一个测量周期 如此

往复循环地工作 外电路的
“允许读数

”
接

一 的第 输出通道 号灯 即 号

灯亮就读取
一
上的数值

,

保留时间为

秒 , 的
、 、 、

代码输出也可直接接
一斗

、 一 型数字打印机
,

打印指令也由外

电路输出

三 标准曲线
、

未知标准和实际水样 的

分析

表
、

表 是连续自动监侧仪实 测 的部

分数据

四 结论和讨论

通过实际水样的测定和加人回收
,

证

明测试方法和程控流程皆可靠

流程中所用之定量电磁 阀 需 仔细 加

工
,

经验收合格后才能使用 要求不渗漏
,

浮

子闭
、

启灵活
,

体积误差在 沁 左右

所分析之水样必须没有颗粒物
,

否则

必须过滤

仪器长期连续运转达一个月 每天九

小时 性能良好
,

无失控现象 标准曲线基本

重合
,

说明电极和仪器的再现性和稳定性很

佳 氨电极比氟电极略差一些

最低检出量成 微克 毫升

植物叶片中氯
、

硫含量与叶龄

和季节关系的初步分析

郁 梦 德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植物不仅可以美化环境
,

净化大气
,

减少

和防止污染
,

而且也可以用来作为监测环境

污染
、

评价环境质量好坏的有效手段之一植

物受污染后
,

体内的生理指标及化学成分含

量
一

也会随之改变
,

进而会从形态上表现出不

同的受害症状 分析叶片污染质含量借以监

测环境和评选抗污植物等在国内外已有许多

报导 虽然叶片污染质含量是受许多因素影

响
,

但相对来讲
,

植物叶片的污染质含量比空

气中污染质的浓度稳定 植物对环境中各种

污染质都有一定的吸收和积累能力
,

一般是

污染环境中有毒物质浓度愈大
,

则植物叶片

中该物质含量也愈高
,

两者成正相关 在污

染区生长的植物
,

叶片中污染质的含量往往

比非污染区的高几倍到几十倍
,

所以用叶片

分析来判断空气污染的程度及范围或评选优

良的净化树种是较为科学的一种方法 但必

须注意正确地采集叶片分析样品
,

以减少因

采样所带来的误差 影响叶片污染质含量的

因素很多
,

本文主要探讨叶龄与季节变化和

污染质含量之间的关系
,

作为叶片分析样品

采集方法的依据

一
、

分析材料及方法

一 供试植物 的环境及 生 长状 况

供试植物是我们历年试验评选出来的对

氯气和二氧化硫抗性强和较强的五 种 植物

蒲 桃 。
“ , , , , , , 、

夹

竹桃 阶
“ 动’ , 材订

、

黄模 必方 
“ 乙

、

高 榕
“, “ 用‘ 刀矛势

参加工作的有颜其玉
、

孔国辉
、

敖惠修同志



。。 、

印度榕
, 。 ,

受氯气污染的植物采于广州化工厂的六

六六工段 印度榕
、

蒲桃
、

黄谨三个种位于氯

气污染源北 一 米范围内 高山榕
、

夹竹

桃则在污染 源南 米 处  ! 年 月

日
、

月 日两天间隙测定共 次
,

氯气检出

率为 外
,

浓 度 为  一 毫 克 立

方米
,

一次最高浓度为 毫克 立方米

受二氧化硫污染的植物采于广州氮肥厂

硫酸车间附近 高山榕
、

印度榕
、

黄模位于污

染源 二氧化硫排放烟囱 北 米处
,

蒲桃

位于污染源南 米处
,

夹竹桃在污染源西

米车间附近的煤场 根据 年 月

日
、

日及 月 日
、

日四天进行连续

小时的测定
,

二氧化硫检出率达 务 月

日
、

日共测定 次
,

二氧化硫浓度在

一 毫克 立方米
,

占 沁 浓

度 一 毫克 立方米
,

占 并

非污染区的对照样品高山榕
、

印度榕
、

蒲

桃
、

黄模
、

夹竹桃均采于华南植物园内

五种植物都是于 年定植的
,

对氯气

和二氧化硫两种毒气的反应基本相似 其中

高山榕和印度榕为抗性强的树种 高山榕叶

片不易受害
,

受害后呈现褐色斑块
,

在污染

环境中能正常生长 印度榕叶片虽易出现伤

斑
,

但受害后长期不脱落
,

植株生势壮旺
、

枝

叶茂盛 蒲桃
、

夹竹桃和黄谨为抗性较强的

树种 蒲桃叶片不易出现受害症状
,

个别叶

尖焦枯
,

萌发枝叶多 黄谨在严重污染区叶

片出现退绿症状
,

生长受抑制
,

老叶受害后逐

渐脱落
,

但新叶生长迅速而叶型变小 在化

工厂六六六工段北的黄模比其他四个种受害

严重

二 采样时间及方法

在上述三个地点
,

分别于 年
、 、

月和 年 月 代表春
、

夏
、

秋
、

冬四个

季节 同时定株
、

定向采集四种不同叶龄的叶

片 采集后将叶片冲洗干净
,

剪去叶柄
,

放在

鼓风干燥箱于 一 ℃ 烘干
,

磨碎过筛  

目 四种不同叶龄的标准划分如下

嫩叶 刚展开的第 一 片新叶
,

叶型未

定
,

质软
,

呈淡紫红色或嫩绿色

成熟叶 第 一 片叶
,

属枝条上生长最

旺
、

叶型最大的叶片
,

叶色青绿
,

一般没有受

害症状或略有轻微受害

老叶 当年生枝条下部的叶片
,

革质
,

叶

型较成熟叶小
,

叶色暗绿
,

在污染区均有不同

程度的受害症状

脱落叶 枝条基部的叶片
,

革质
,

叶色绿

黄或黄色
,

用手一触即脱落 由于采样时不一

定有这种叶龄的叶片
,

故有些植物某个季节

没有采到 分析结果从略

三 测 定项 目

以氯气污染为主的植物叶片测定氯的总

量
,

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主的植物测定总硫量
,

非污染区的植物则氯和硫的 总 量 两 者 均 测

定 侧定方法采 用燃烧法进行  

二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叶龄和植物叶片中氯
、

硫含量的关

系

植物本身均含有一定量的氯和硫
,

这说

明植物对氯和硫有一定的吸 收和 积 累 的 能

力 在污染环境下
,

氯和硫主要以气体状态

通过气孔进入叶片组织
,

此外也可以溶解盐

状态通过根系被吸收 从表
、

不同季节各

种叶龄叶片含氯
、

硫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
,

各种植物无论在污染区和非污染区都能吸收

一定量的氯和硫 硫虽是植物本身必需的元

素
,

但植物叶片的含硫量均比氯的含量低 在

污染区的同一植物
,

各龄叶片中的氯和硫的

含量因叶龄的增长而增高的规律性 较明 显

对照区的植物则规律性不明显
,

差异也不大

所有污染区的植物各龄叶片氯和硫的含量均

高于对照区
,

且随叶龄增长而增高 除个别

因采样影响外
,

一般嫩叶的含量均低于其它

各龄叶片的含量

另从图
、

也可以看出
,

污染区的植物



表 不同季节各种叶龄的含氮里分析结果

单位 克 公斤

嫩嫩叶叶 成熟叶叶 老叶叶 平均值值 嫩叶叶 成熟叶叶 老叶叶 平均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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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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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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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平均值值
。 。

 !!!
。

5 55555

印印印 春春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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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33

4

.

8 333

………
‘均‘““ 0

。

3
444 0

.

6
8

,,
1 0 77777 1

。

4 000
9

.

4 5555555

高高高 春春 3
.10众*** 2

.
7 444 2

。

1 888 2

。

6 77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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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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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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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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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55

3

.

7
88888 弓

。

0 111 1 0

。

6
444

.

‘, 、9 ,

……}}}
333。 5 000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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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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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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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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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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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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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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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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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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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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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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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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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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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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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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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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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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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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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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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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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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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系三次重复平均值
,

相对误差不> 5%
.

采样时为项叶
,

实际已是成熟叶
.

斗0



表 2
护

不同季节各种叶龄的叶片含硫t 分析结果
*

单位: 克/公斤

\\\

、、

对 照 区区 氮 肥 厂厂

嫩嫩嫩叶叶 成熟叶叶 老叶叶 平均值值 嫩 叶叶 成熟叶叶 老叶叶 平均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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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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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数据系三次重复平均值相对误差不> 5%
.

** 采样时为顶叶
,

实际已是成熟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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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年平均氯和硫的含量随叶龄增长而增高

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

以上 结果 与 国 内 外 报 导 的 研 究 结

果L
Z,3, ‘

,

5]

相一致
,

一般是新陈代谢旺盛的成熟

叶与老叶比刚刚抽出的新叶对氯气和二氧化

硫毒气较敏感
,

其氯和硫的含量较高
,

这说明

叶龄与叶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 ) 季节和植物叶 片中氮
、

硫含量 的关

系

根据表 1、 2 的分析结果来看
,

对照区和

污染区的植物同龄叶片氯和硫的含 量 在 春
、

夏
、

秋
、

冬各个季节的分析数据高低不一
,

植

物叶片中氯和硫含量的季节变化没有明显的

规律性
.
但如以植物生长较快的春夏季和生

长较慢的秋冬季来加以比较(图3
、

4
)

,

则除了

污染区的蒲桃含氯量和夹竹桃的含硫量因采

样影响而使冬季的含量偏高外
,

其余各种植

物(黄模的含硫量例外)各龄叶片混合平均含

氯量和含硫量均显示出春夏季高于秋 冬 季
.

对照区的植物含氯和硫量与季节的关系
、

规

律性较明显
,

除高山榕因采样影响外
,

其余植

物春夏季的不同龄叶片混合平均含氯和含硫

量均高于秋冬季的
.

根据国外资料报导
汇2] ,

植物对污 染质的

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城城城凶凶l以以以以
闷闷 l 目目

(大令\积�崛徒�和

图 3 各个季节的 不同叶龄的叶片混合平均含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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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个季 节的不 同叶龄的叶片混合平均含硫量

敏感性因季节而有变化
,

最敏感的季节是春 数量较少
,

或在某个季节并不存在
,

故不宜作

季和初夏
,

这可能是因为春
、

夏季节植物生长 为叶片分析的对象
.

旺盛
,

生理活动强
,

所以植物体内的污染质含 2
.
春夏季植物枝叶生长迅速

,

生理活动

量较处于缓慢生长或休眠状态的秋
、

冬季为 强
,

对污染质也较敏感
,

所以是叶片分析适宜

高
.
本文分析结果所得规律性与文献报导的 的采样时间

,

在广东的气候条件下
,

以 4一10

基本一致
.

月份之间采集叶片较合适
.

三
、

结 语

1
.
根据分析结果

,

叶片污染质含量的高

低明显地受叶龄因素的影 响
.
因 此 在 进行

叶片分析时
,

采集何种叶龄的叶片是个重要

的问题
.
我们认为最好是采 用 对 污 染质 敏

感
、

生理活动旺盛的成熟叶或老叶或是两者

的等量混合
.
嫩叶和脱落叶对污染质的敏感

性较差
,

其污染质含量也低
,

而且在枝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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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环境管理
、

环境经济
、

环境法学学术交流会在太原市召开
全国环境管理

、

环境经济
、

环境法学学术 实际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特点的环境保护体 制
,

交流会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

中国经济技术研 依靠教育的
、

行政的
、

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
,

以

究会
、

中国现代化管理研究会于一九八O 年二 管理促治理
.

月二十五 日至三月一 日在太原市联合召开
.
来 会议期间

,

成立 了中国环境管理环境经济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

学者和环境保护部门干部 环境法学学会
,

陈西平同志任学会理事长
.
国

等共一百一十五人
,

在会
_
L交流了七十三篇 论 家科委副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
,

文和资料
.
代表们强调指出

,

保护环境
,

维持生 国家建委副主任
、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

态平衡
,

全国上下必须要有一种迫切感 ; 必须 公室主任李超伯到会作了报告
.

在治理污染的同时
,

从管理人手
,

紧密结合生产 (本刊讯)

叭血由.
劝
J
件。血由白由
.
叻沙血由自南么由血由‘由由血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