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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叉根生长点

频率均比对照组高
,

以后各组分裂频

率随浓度增加不断下降 下降变化无疑是真

正的抑制效应 但在 , 处 出现的分裂高

峰就不能认为全是刺激作用造成的 据有关

研究表明
,

正常小麦根尖细胞在生长发育期

间一昼夜内有两个分裂高峰
,

一般发生在早

上 点及夜间两点
,

这种变化称为 昼夜 节

律 在物理 如 电离辐射 和化学因素的作用

下
,

这种节律会发生变化
〔 因而 处理

组出现的分裂高峰可能是固定材料时正好是

科 学 卷 期

该处理组细胞分离高峰出现期 我们固定材

料是下午 一
,

有关不同浓度的 沪十

溶液对细胞昼夜节律的影响
,

我们将做进一

步研究

各处理组均难发现 染 色 体 畸 变
,

说 明

产 溶液即使高浓度时只会影 响冬 小 麦 生

长
,

不会引起遗传性变异

对高浓度的 沪十 溶液的危害确

有解毒作用
,

但它在本实验内只有以 。 ,

状态加进培养液时才能表现出来
,

以 考

形态加进时反会出现协 同作用 而 加 剧

的危害 因此
, , 含量较高的土 壤 比

含量高的土壤用的 沪十 废水的浓度

可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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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西省不同自然环境的人发含硒量

探讨大骨节病与硒的关系

李继云 陈代中 任尚学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大骨节病是一种导致人体骨关节 畸 形
,

而病因至今不明的疾病 由于发病的地区性

十 分明显
,

因而多数研究者认为其病因是环

境中的某些因素所造成
,

并称之为
“
地方病

”

我们近四年内对陕西省病区与非病区环境中

的硒及人发中的硒进行了研究
,

认为该病的

病因可能与 自然环境中的硒低有关 本文是

发硒及其他七种元素的研究结果一

一
、

研 究 方
,

法

在陕西省不同自然类型区共 选择 个

病点及 个非病点
,

例儿童
,

测定发硒

含量 此外
,

还选择其中发病严重的渭北高

原 个病点及关中平原 非病点共 , 例

儿童发样
,

除硒外测定了硫
、

钙
、

镁
、

锰 铁
、

铜
、

锌的含量 采样地点均为县或市的农

村
,

人们食用的是 自产粮食和 当地饮水
,

人体

摄人体内的硒及各种元素主要受当地岩石组

成
、

土壤
、

饮水及植物 粮
、

菜等 的影响
,

故发

中的硒及其他元素含量可以反映 当地环境中

这些元素的水平

采样对象是 , 一 岁男性儿童
,

仅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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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同龄女性儿童
,

每一地点采样 例左右
,

病点尽可能选择具有大骨节病临床症状的患

病儿童 男发取 自头枕部
,

女发取自发端
,

样

品均剪取 一 厘米 样品处理方法为 用

一 ℃ 的 多洗衣粉液浸泡 分钟
,

先 以

自来水洗净
,

再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过的蒸

馏水洗三至四次
,

于 ℃ 烘干备用

发硒是将样品经硫酸和高氯酸的混合酸

消化后
,

用
“

荧光分光光度法
”测定 发钙

、

镁
、

铜
、

锌
、

锰
、

铁是先将样品在 ℃ 干灰化
,

再

用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测定 发硫是将样

品用硝酸和高氯酸的混合酸消化
,

然后用
“

比

浊法
”

测定

二
、

分析研究结果

通过上述工作
,

取得以下几方面的结果

病点和非病点两组儿童发硒含皿比较

从表 看出
,

病点 例人发含硒平均

值为
,

非病点
、

例人发含硒平均 值

为
,

非病点为病点 倍
,

差异极显

著 此外
,

再从两组儿童发硒

含量的频率分布加以比较
,

病点发硒含量在

即 以下的有 人
,

占病点测定总人数

务
,

非病点在 以上的有 人
,

占非

病点测定总人数 务
,

由此看出

是病点和非病点儿童发硒含量的分界线 如

果把两组儿童发硒含量的交叉范围除去
,

则

病点多数儿童发硒含量集中于 即 以下
,

非病点则多数集中于 以上

不同自然类型区的病点和非病点儿童

发硒含

陕西省南北长 余公里
,

大致分为八

个不同的自然类型区 见表
,

病点分布在

陕北的毛乌素沙带的泥炭沼泽区
、

陕北黄土

高原南部梁如丘陵沟壑区
、

陕西中部渭北高

原的黄土残源以及陕南秦巴 山 区 的 少 数地

点 非病点则分布在陕北毛乌素沙带西南缘

的盐渍化草滩盆地
,

陕北北部筛梁丘陵沟壑

区
,

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
,

南部的汉中盆地以

及秦巴山区的多数地区 尽管以上八个类型

区的地形
、

地貌
、

气候
、

土壤
、

植被及农作物种

类
,

即整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
,

但不

论在哪一类型区中
,

凡是病点的发硒含量均

表 病点和非病点儿童发硒含里比较

含硒级差 频 率 分 布

病点人数 非病点人数

乃研盯绍玲

门内、八“了,

,‘,内‘
‘几,

口,

以下

一

一

一

一 斗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斗 一

以上

总计人数

发硒平 均值

表 不同自然类型区的病点

和非病点的儿童发硒含 比较

地理

位置

病点发硒 非病点发硒

类型区 平均值
人数

,

二应鱼之
类型区 平均值 人数

点数久

士 斗

毛乌素
沙带

盐碱滩地

士

素李沼互

脚醋蹦腿

陕北
南部

粱如 士

丘陵沟
壑区

北部奔梁

丘陵沟
壑 区

士  

陕西
中部

渭北
高原

士 关中平原 士

秦巴

山区
士 秦巴山区 斗 土

陕南

汉中盆地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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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非病点
卜

病点与非病点儿童发中的硒与其他矿

质元素含血
‘

对渭北高原 个重病点的 例 与关

中平原 个非病点的 例儿章发 样测 定

结果看出
,

在硒
、

硫
、

钙
、

镁
、

锰
、

铁
、

铜
、

锌八种

元素中
,

病点与非病点比较
,

以硒的差异最

大
,

病点发硒平均值仅为非病点 外
,

差异

极显著 硫的差异为病点略低于

非病点
、

差异显著 钙的差异为

病点高于非病点
,

差异显著 镁
、

锰
、

铁为病点稍高于非病点 铜
、

锌的差异不

显著 如与国外一般正常人发中各元素含量

比较
,

唯硒远低于一般人发食量范围
·

其他元

素则均在一般人发含量范围以内 卜 

三
、

结 语

关于大骨节病的环境病因
,

以往曾有人

提出与水
、

土
、

粮中的硫
、

镁
、

铜
、

锰等元素缺

卷 期

乏有关
,

我们也曾怀疑过是硫
、

锰等元素缺

乏
,

并作过一些分析研究 但是根据本文研究

结果
,

病点和非病点儿童发中含量差异最显

著的元素是硒
,

其次是钙
,

这与我们大量分析

证明了的陕西省病区外环境 水
、

土
、

粮 中的

高钙低硒是一致的 无论是以病点与非病点

儿童发中的八种元素含量相比
,

或与国外的

正常人发含量相比
,

仅硒这一元素远低于正

常人发中的含量
,

其他元素均接近或在正常

人发含量范围以内
【
闭 由于发硒可以反映

人体的硒
,

故大骨节病患病儿童体内的硒属

低水平 据国外研究
,
食物缺硒会使动物的

骨骼肌萎缩和坏死病变
,

并可导致人体多种

疾病
〔一

 我国甘肃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等单

位近年来进行了口 服亚硒酸钠预防大骨节病

的试验获得明显效果
〔” 因此

,

我们认为
,

环

境影响到人体的硒低有可能是大骨节病的致

病因素

表 病点与非病点以及国外一般人发中八种矿质元紊含盆比较

资资二⋯⋯
一

渭北高原病区区 关中平原非病区区 病区 非病区区 国外一般人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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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发中多元素同位素源激发 x 射线分析

陈志样 汪学朋 徐耀良 夏蕊娟 史紫漩 吴建平
书

(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人的头发是一种排泄金属废物 的 器 官
,

它取样方便
,

对人体没有损伤
,

容易保存和传

递
,

元素浓度高
,

便于分析
.
七十年代以来被

看成为一种理想的
“

活体检查材料
”

和环境污

染指示器
.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在 19 76 年提

出了利用核技术对世界各国居民头发中微量

元素含量进行普查的建议
,

以期建立头发中

微量元素含量的基线水平
,

作为环境调查的

参考资料
.
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赖阿伯欣

(y
.
s‘ R y

a

b

u
k h i

n

) 正在从 20 多个国家的实

验室收集 40 多个元素的分析数据
,

努力建立

各国居民头发中微量元素浓度的数据库
.

本文应用放射性同位素源激发能量色散

X 射线分析技术测定了上海居 民 头 发 中 10

个元素的浓度
.

峰下梯形本底而求得
.

所用谱仪包括
:100 毫居 翻Pu 环状源

,

不

锈钢屏蔽体
,

硅(铿)探测器和配套的高压电

源
,

脉冲放大器
,

谱线展宽器以及核数据处理

系统
.
硅(铿)探测器面积为 30 平方毫米

,

灵敏

层厚度 3 毫米
,

披窗厚 25 微米
,

对能量为 5. 9

千 电子伏的x 射线的分辨率(Fw H M )为 17 5

电子伏
.

、

仪 器 标 定

叩佳
样品

9
、

毫米时可以得到最

平面与放射源距离为

激发效率
,

且样品平

一一得

汉验由实

表 1 又
、

爪
,
和 D L 测定值

元 素 p L (尸幻
(30m in

.

tzo八勺了自了qon曰n曰00一
、

方 法 和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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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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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l)定‘我们采用内标法进行定量分析
〔习.

分析公式如下
:

‘2Od
二

窗L争工脚/魂j

,
二

一丛匕二生
N 厂 勺

x ,

式中 N
二 、

N

,

分别是待测元素
x 和内标元素

y 特征 X 射线强度
.
小

,

为元素
二
相对于内

标 y 的相对灵敏度因子
, , ,

为加人的 内标

量
, 用

工

为待测元素的浓度
.
其中 N

二 、

N

,

是

对特征 X 射线全峰面积进行积分
,

然后扣除

* 高忠成 、

陈红妹
、

邱雪菲参加了样品处理工作
,

于薇
参加了样品制靶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