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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除率较低
,

仅 �� 多 左右
�

这可能是细菌

固定后
,

由于环境改变
,

代谢活动也跟着改

变
�

而后清除率逐渐升高
,

高达 �� 务
,

这可

能是因为细菌适应了新的环境
�

随后又逐渐

降低
,

这时清除率的降低是与细菌存活数逐

渐减少有关
�

如何延长固定化细菌的存留时

科 学 � 卷 � 期

间和增加其稳定性有待今后探讨
�

山 东滩坊合成 洗涤剂厂 曹孝全同志提供

菌种
,

本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徐长 霞同志 协

助工作
,

特此致谢
�

二硝基重氮酚对淡水鱼类的毒性试验

曲年受 林 影 车平川 王天样 崔可铎
�山东省烟台地区环境保护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二硝基重氮酚 �� � � �� 对海洋动物 的

毒性效应
,

我们已做过研究
�

为了确定 � � � �

对生物的安全浓度
,

为制定排放标准提供科

学依据
,

我们对淡水鱼类做了毒性试验
�

为
、

死亡时间和数量
�

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

取

平均值
,

在半对数纸上用直线内擂法求出� �
、

斗�
、

� � 小时的 � � � 值
,

以 � 小时
‘

� � � 值

乘以经验系数 �
�

� 计算生物安全浓度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用药为二硝基重 氮酚 ���
� ��� � � �� � �

�

��� �� � ��
,

简称为 � � � �
�

先 配 成 �� � �  �

的母液
,

放置 �� 小时后再配成不同浓度的试

验用液
�

试验用鱼为休长 �一�
�
� 的白鳞鱼 和 草

鱼
,

先在实验室驯养使其生活正常
,

再选择

大小均匀行动活泼健康的个体 进 行 毒 性 试

验
�

试验用水为地下井水
,

验证实验采用曝

气除氯的自来水
�

试验前测定井水和自来水

的溶解氧
、
� �

、

氯度
、

碱度
、

硬度
、

耗氧量等

化学项目
,

试验用液的溶解氧在 � 毫克 � 升以

上
�

试验容器为 � � � � 毫升的搪瓷 缸和 � � � �

毫升的玻璃培养缸
�

试验浓度是在进行三次预实验后
,

确定

最高和最低的浓度界限
,

再按 �
�

�的对数间距

配成试验浓度
�

每个浓度放鱼 �� 尾
,

�� 小

时换液一次
,

定时观察记录鱼的形态变化
,

行

结 果 和 讨 论

试验结果如表 �
�

表 �
、

� 表明
,

白鳞在 ��
�

��� � 中能正常

生活
, � �

�

��脾 � � 小时即发生死亡
,

� � 小时

出现身体变形
,

烂尾
、

掉鳍的现象
,

��
·

� �,� �

�� 小时死亡 �� 务
�

表 � 表明
,

草鱼的死亡率随致毒时间的

延长而有规律的增加
�

��
�

� �� � � 小时尚能

正常生活
,

��
�

� �� � � � 小时死亡达 �� 务
�

试验中发现
,

鱼类死亡前的行为发生异

常
,

首先浮头
,

游泳时快时慢
,

忽上忽下
,

逐渐

游动急促
,

死亡前急剧跳跃
,

死亡后体表粘液

增多
,

与贺锡勤所分的四个阶段类似
�

� � � � 对白鲤鱼和草鱼的致死浓度如表

� ,

两种鱼对 � � � � 的反应基本上 是 一 样

的
�

白鳝鱼 � 小时的安全浓度为 � �
�

� � �
�

�

� �
�

����
�

草鱼 � 小时的安全 浓 度 为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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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结鱼的毒性试验结果 �� � � � 年 夕月�一�� 日�

试验鱼存活数
浓度 �� � � � 试验鱼尾数 备 注

� � 小时 � � 小时 �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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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表有腐烂现象�� �

一条鱼体变形
,

烂尾

一条鱼体变形
,

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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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理化指标
�
碱度 � 毫克 �升

一 ,

硬度 �
·

�� 度 � 德国度 �
, � � �

�

�
,

耗氧量 。
�

�� 毫克 �升
,

水温 �� 一 �� ℃
,

溶解氧 � 毫

克�升

表 � 白结鱼的毒性试验结果 � �� 夕� 年 � 月 �� 一�� 日 �

试验鱼存活数
浓度 � � � � � 试验鱼尾数 备 注

� � 小时 �� 小时 �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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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休变形

鱼体变形

鱼体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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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理化指标
�
碱度 � � � 毫克 �升

,

硬度 �
、

� 度 �德国度 �
, � � �

�

�
,

耗氧量 �
�

�� 毫克 �升
,

水温 �� ℃
,

溶解氧 �一 �
�

�

毫克 �升

表 � 草鱼的毒性试验结果 � � � � � 年 � 月 �一� 日 �

浓浓度 � � �
〕, 。��� 试验鱼尾数数 试验鱼存活数数 备 注注

������� � 小时时 � � 小时时 � � 小时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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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理化指标
: 碱度 l

·

34
毫克/升

,

硬度 7
.
18 度 (德国度)

,
p H 7

,

0

,

氯化物 28
·

42
毫克/升

,

水温 21
.
5℃

,

溶解氧

6
.
5 毫克/升

从鱼类中毒后形态变化看
,

进一步证明

D D N P 是一种慢性腐蚀性毒物
,

与我们以前

的实验结论是一致的
.

上海水产研究所报道 (197 5)重金属对 白

维鱼 % 小时的 T L m 值
: H g 为 0

.
14 3 毫克/

升
,

c
u 为 0

.
158 毫克/升

,

Zn
为 2

.
0毫克/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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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所做的 D D N P 比较
,

D D N P 的毒性是

很小的
,

约比 H g 小 25 , 倍
,

比 eu 小 167 倍
,

比 Z n 小 13 倍
.

表 4 白鱿鱼和草鱼各致毒时间的 T L。值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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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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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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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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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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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污染物质的排放标准
,

需要许多科

研资料综合考虑而确定
,

再到实践中去验证

其合理性
,

经过修改后公布实施
.
根据文献

和科研结果 (见表 5) 可以探讨 D D N P 的排

放标准
,

水生动物的胚胎和幼虫对 D D N P 的

毒性反应是比较敏感的
,

而成体却有较大的

表 5 类似 DD NP 药物的各种有害浓度

科 学 2 卷 3 期

忍受性
,

其排放标准的范围可 定为 0
.
1一2

.
0

毫克/升
.
但考虑到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

以及二硝基重氮酚的毒性
,

其排放标准可初

步定为 0
.
, 一1

.
0 毫克/升

.
苏联地面水 有 害

物质最高允许浓度二硝基苯 为 0
.
5 毫 克/升

,

二硝基蔡为 l 毫克/升
,

二硝基氯苯为 0
.
5 毫

克/升
.
这与我们定的二硝基重氮酚的排 放

标准基本相同
,

而比我国工业废水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硝基苯类为 5毫克/升要求高些
,

这应该是适宜的
.

药药物物 浓 度度

苦苦味酸酸 对猫的致死量 0
,

5 毫克/升升

补补补 孟
ha , 砰* 当 1一17

.
5 毫毫对对对人的急性中毒

‘

鉴几杯笔笔
月月月

了 、 日 “

码协 甲邓 克/升升

可可可杀死几种菌 0
.
04%%%

三三硝基甲苯苯 对水生生物有毒 2
.
spp mmm

二二硝基重氮酚酚 抑 制贻 贝的胚胎发育 4
.
巧Pp mmm

影影影响成体贻贝分泌足丝 5
.
opPl nnn

使使使幼参的身体萎缩
,

刺钝 7
.
spp mmm

白白白鳞鱼 96 小时的安全浓度 3
.
3p pmmm

草草草鱼 % 小时的安全浓度 2
.
sp pmmm

小 结

1.白鲤鱼和草鱼对 D D N P 的毒性反 应

基本相同
,

白鳞鱼 % 小时的安全浓度为 3
.
3

ppm
,

草鱼为 2
.
sppm

.

2
·

D D
N

P 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性毒物
,

其

毒性较 H g
、

c
u

、

zn
小
.

3
.
D D N P 废水的区域性排放标准确定为

0
.
5一 1

.
0毫克/升是适宜的

,

与苏联同类物质

的要求相同
,

较我国硝基苯类的排放标准要

求高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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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灌区镐土石灰改良盆栽后效和扩大试验效果
*

陈 涛 吴燕玉 孔庆新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

张士灌区镐土改良和防治水稻镐污染的

研究
,

1 9 7 8一 19夕9 年小型试验结果
,

已在

1980 年第 , 期《环境科学》刊登
.
在此基础上

,

1 9 8 。年在严重和中度镐污染区进 行 了 大 面

积推广性试验
,

并进行了石灰改良清灌盆栽

后效考察
.
试验表明

,

石灰改良后效
,

使水

* 本所技 术室原子吸收光谱组同志协助分 析糙米中
砷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