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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

旋流 十对喷
”给水比

“

旋流
” 给水净化效

果略高 见表 在采用
“

旋流 十 对喷
” 给

水时
,

应配备疏通喷孔的装置
,

以防污水中尘

粒堵塞喷孔

三
、

结 语

必

倒
图 工业试验用的密闭型平面旋流文氏管

水净化烟气
,

因此不但减少了清水供给量
,

更

重要是相应的减少了污水处理量
,

这点可由

南京钢铁厂第二炼钢车间原烟气净化系统和

试验系统进行对比的表 看出

多夕在阻损和水气比基 本 相 同 的 条 件

试验结果和生产实践都证明密闭型平面

旋流文氏管比 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敞开型溢

流文氏管具有以下优点

净化效果高

适用于使用含尘污水
,

不易积尘
,

安

装简便
,

维修工作量少

由于使用合尘污水净化烟气
,

所以

能较大幅度地降低炼钢水耗和减少污水处理

量
,

从而能减轻原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负荷
,

改

善水质
,

并能缩小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规模

一个拥有三吹二工作的 吨氧气顶吹转炉

车间
,

若采用密闭型平面旋流文氏管就能用

第二级文氏管排出的含尘污水净化烟气
,

每

年则可少处理污水 万吨

分
厂

广,

声

参考义献咯 ,

有机氯农药
“ 孟 盆 二 , ,

、 、 、 在小麦上

安全使用标准的研究

瞿爱权
‘

韩步兴 郑德荣 刘之洛
〔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环保城

年我们进行了六六六在小麦籽粒中

消失动态的盆栽试验
,

及不同施药时期
、

施药

量
、

施药次数与麦粒中六六六残留量的关系

的田间试验
,

并对北京市各城区市售面粉做

了抽查
,

为制定有机氯农药六六六在小麦上

安全使用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一
、

试 验 方 法

一夕盆栽试验

供试作物为冬小麦京作
,

药剂为北京

瞿爱权现已调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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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农药厂产 关 六六六粉剂 分别在距小

麦收获期
、 、 、 、 、 、

天前和当

天进行处理 共 个处理 按每亩 , 斤施

药 将药剂装人纱布袋中
,

均匀抖撒在小麦

植株上 各个处理之间均有隔离
,

每处理三

个重复
。

二 田间试验

供试作物为冬小麦农大 试验基地

为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试验站
,

药剂来源同

盆栽 试验设计见表
,

共 个处理
,

每处

表
“
六六六” 不同施药最

、

施药时期
、

施药次数
、

对小麦籽粒残留盆影响的田间设计

处 施药、 施药时期

嘛笃康
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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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小畦 亩
,

随机排列 施药方法同

盆栽
,

月 日收获

二
、

样品处理和测定

一 样品采集和处理

盆栽部分 每处理三个重复
,

采数量
、

大

小相同的穗子混匀

田间部分 每处理六小畦按每畦随机采

穗
,

共 穗
,

混匀

按常规将穗子晒千
,

脱壳混匀
,

取 克

粉碎 全部收集的为全粉 面粉与献皮分开

的为纯鼓皮与八五粉 各样品均装人玻璃广

口瓶中保存
,

待测

‘二 残留量测定

用气相色谱 外标法 进行测定 条件如

下

检定器 电子捕 获检 定 器 固定 液

呢 一
一

干 多 一
担体

一 目 柱 温 始℃ 检测器温

川℃ 载气流速 毫升 分

在上述操作条件下
,

最小检知量 产六六

六为 一 克 六六六四种异构体回收

率超过

三
、

试验结果和讨论

一 六六六在小麦籽粒中消失动态

表 六六六在小麦籽粒中消失动态

施施药 日期期 生 育 期期 施药离收割割 六六六异构体含量 六六六 总含量量 消 失 率率

的的的的间隔天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
优优优优优优 户户 丫丫 占占占占

对对 照照 未 施 药药药
。

斗    
。

月 日日 始 穗穗       〔〕

月 日日 扬 花花  
。

月 日日 灌 浆浆  
。

月 日日 灌 浆浆

月 日日 乳 熟熟
。 。

月 日日 黄 热热
。 。

〔〕
‘

月 仁 黄 熟熟

月 日日 完 熟熟 当天天
。

 
。

 



卷 期

从表 可看出

离收割 天施药的小麦籽粒 中六 六

六四种异构体含量已很低
,

与未施药的对照

含量相一致 离收割 天以后施药的各处

理中含量均高于对照
,

总含量可高出对照 一

倍之多 这说明施药 天后小麦植株上

六六六的累积与分解基本上相平衡
,

而施药

天以后的小麦植株
,

其籽粒中六六六的累

积大于分解

在扬花期至灌浆期施药
,

小麦籽粒中

六六六的含量随着生育期的延续而显著地增

加
,

以灌浆期达到最高峰
,

这点与田间试验趋

势是一致的 见表

六六六进人作物体
,

大致有两种途径
,

一

是直接喷粉于作物上
,

另一是通过土壤
、

水的

媒介而被吸收〔
 

当然
,

这些途径与施药的方

法
、

杀虫剂的剂型等均密切相关
.
在小麦抽

穗后施药
,

其中有落人土壤被根系吸收的部

分
,

附着在茎叶上通过表皮向组织内部渗透

的部分
,

以及以气态从气孔侵人的部分
,

这三

部分均随着穗形成时所需的营养物一起运转

至穗部[1J 田
.
当然

,

进人植物的药剂其中一部

分也因植物的呼吸或酶的作用进行代谢和氧

化分解L门
,

但累积大于分解
,

这点以灌浆中期

施药
,

其籽粒中六六六含量最高可证明
,

其

原因是在该生育期物质向穗部运转 最 旺 盛
,

因而六六六也最易向籽粒输送和累积
.

3
.
灌浆期后撒施六六六粉剂

,

籽粒 中六

六六含量与离收割的间隔天数呈负相关
,

即

间隔天数越少
,

残留量越大
.
这一阶段

,

小麦

已近成熟
,

生长日趋停止
,

吸收运转物质的功

能也日趋微弱
,

以至消失
.
因此

,

通过植物的

生理功能来累积药剂的可能性就越 来 越 少
.

相反
,

撒落在麦壳上的六六六除了机械损失

与化学分解外
,

表面沾染的药量随着离收割

的间隔天数的缩短而增加
,

因此
,

经麦壳向籽

粒渗透的量也随之增加
.

基于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在研究抽穗后

六六六在籽粒中的消失动态
,

应从两方面考

虑
,

一是外界因素
,

如风吹雨淋时的迁移
、

紫

外线光分解旧 等
,

即主要以损失
、

分解为主
.

另一是作物的生理活动
,

如吸收
、

渗透
、

运转
、

累积等旧
,

即主要以吸收 累积为主
.
此外

,

还

有土壤性质等因素的影响[3:
.
掌握了影响六

六六在籽粒中消长动态的各因素
,

就可科学

地进行施药
.
我们认为

,

小麦抽穗后籽粒上

六六六的消长动态
,

可以扬花期为分界线
.
按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建议的原粮允许

残留标准 0
.
5 毫克/公斤衡量

,

在扬花期以前

施药
,

均未超过标准
.

斗
.
籽粒中残留的六六六各异构体比率与

原药中的组成比率有很大的不同
.
夕一六六六

与 ”六六六 (洲
了
) 的比率

,

在始穗
、

扬花期

均为 1
.
3 ,

灌浆期平均 0
.
85

,

而原药中比率仅

0. 4; 而 a一六六六与 产六六六 (a/ 了
) 的比率

一般比原药中的降低了
,

始穗期
、

扬花期
、

灌

浆期分别为 2
.
8 、

4

.

1 和 3
.
7 ,

而在原药中则是

4. 8
.
这可能是由于户六六六在水中溶解度

较其他三种异构体高
,

易被作物吸收并不易

被分解所致
.
各异构体的毒性大小是户六六

六> a一六六六> 丫一六六六
,

特别是 户六六六

在体内难以分解与排泄
,

毒性约为 1 一六六六

的 5一25 倍[4]
.

(二) 六六六不同施药量
、

施药次数
、

施

药期对小麦籽粒残留量的影响

田间试验结果见表 3
.

1
.
小麦在相同施药期和施药次数下

,

施

药量与小麦籽粒中的残留量成正相关
.
这在

灌浆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

也与盆栽试验结果

一致
.
在其他各处理中

,

小麦籽粒六六六残

留量 , 斤/亩的比 3 斤/亩的仅高 1
.
1一 1

.
4倍
.

但在灌浆期施药的却高 3 倍
,

即施药量若每

亩增加 1斤
,

籽粒中的残留量则加大 1
.
5 倍

.

因而在生产 中
,

尤其是在灌浆期不能随意加

大施药量
.
在制定安全使用标准时

,

除了间

隔期外
,

必须有一个施药量的规定
.

2
.
小麦籽粒中六六六残留量随着施药次

数的增加而增加
,

但并无简单的加和性
.
如



环 境 科 学

表 3 不同施药t
、

施药次数
、

施药时期与小麦籽粒中残留量的关系

卷 l 期

行表 4 三次施药后
,

籽粒各部分中六六六残留盘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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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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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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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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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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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处理 3
、

5

、

6 中二次施药比一次施药增加

34
.
8 拓

,

三次比二次增加 20
.
2多

,

比一次增加

51
.
4务
.
因此

,

在生产中不应盲目增加施药

次数
,

次数越多
,

污染也越大
.

在三次施药的处理 中
,

分析了献皮
、

八五

面粉与全粉的六六六含量
.
结果表明

,

六六

六单位含量的顺序是献皮 > 全粉 > 八五面

粉
.
其中八五面粉超过 0. 3PP m

,

全粉超 过

0
·

s p p m

(
见表 4)

.

3
.
在施药量

、

施药次数相同的条件下
,

掌

握施药期是较重要的一环
,

一般随着离收割

的间隔天数的缩短
,

籽粒中六六六的残留量

显著增加
,

可高达数倍
.
尤在灌浆期

,

如施药

量 5 斤/亩一次施
,

六六六残留量比齐穗期一

次施高 8 倍
,

甚至比孕穗
、

齐穗期各施一次

(共施二次)还高 3
.
5 倍

.
说明除了施药的间

隔天数外
,

掌握作物的生育期是很重要的
.

(三) 商品调查

为了了解由于生产中各种灵活多样的施

药措施而综合造成最后由粮店出售
、

为人们

所食用的面粉中六六六的残留情况
,

我们分

析了北京各城区四个粮店出售的面 粉 样 品
.

结果表明
,

四个样品中均有六六六检出
,

但

面粉规格属 于 八 五 粉 的 总 残 留 量 均 低 于

o
.
3PP m

.
彰化粮店出售的全麦粉 (俗称黑面)

六六六残留量则超过 0
.
3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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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小麦在同一施药量和施药次数的条件

下
,

按不同施药期撒施六六六粉剂
,

籽粒中六

六六总含量以灌浆中期为最高
,

因此
,

在灌浆

期不宜施药
.
除灌浆期以外

,

其他各生育期

籽粒中六六六残留量与施药离收割的间隔夭

数呈负相关
.
据拟议的原粮允许残留量标准

0
.
5即m 衡量

,

按 5 斤/亩施药量
,

一次施药
,

必

须在灌浆期以前
.
以扬花期作为安全间隔期

.

2
.
小麦籽粒中六六六总残留量

,

除灌浆

期以外
,

一般与施药次数和施药量成正相关
.

按 0. SPP m 的残留量标准衡 量
,

每亩施 l务

六六六粉剂 3一 5市斤
,

于齐穗期以前可施两

次
.

3
.
小麦籽粒中

’

尽一六六六比 原 药 中户六

六六的比率增高
,

而户六六六对人体的毒性

较大
.

4
.
包括灌浆期在内的小麦三次施用六六

六粉剂后
,

籽粒中六六六单位含量的顺序是

献皮 > 小麦全粉 > 八五加工粉
.
此时小麦全

粉中残留量已超过 0
.
5即m

,

加工粉中已超过

0
.
3PPm

.

5
.
北京市各城区抽查市售面粉的四个点

中均有六六六检出
,

其中八五粉六六六含量

均 未 超 过 0. 3 pp m
,

全 粉 中 含 量 已 超 过

0
.
3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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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S
一l 型袖珍式空气采样仪的研制

及其现场应用
‘

陈 寿 椿 唐 春 元

(上海市 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为了正确反映生产环境中有害物的浓度

与工人实际吸人毒物量的关系
,

特别在制订

空气毒物的允许浓度时
,

需要考虑到毒物的

剂量与机体的效应关系
,

这就要求有比较理

想的个人空气采样仪
.
最近国外对现场岗位

工人的个人空气采样已进行 了不少研究
Ll
一

我们结合当前国内实际情况
,

在上海县宏伟

仪表厂的协作下
,

研制了 PG s一I 型袖珍式空

气采样仪
,

并进行了现场采样
,

获得了较为满

意的结果
.

这种袖珍式采样仪具有体积小
、

重量轻
、

空气流量稳而准
、

携带方便等优点
,

它既适用

于各种环境的呼吸带的个人空气采样
,

更方

便于工厂内外的大气采样
,

是 目前国内第一

台通用的空气采样仪
.

一
、

P G s
一I 型袖珍式

空气采样仪的研制

(一) 仪器结构
1
.
外形 9

.
8 cm x 4

.
7enl 欠 l斗

.
6 em

,

重

* 凌瑞珍 、

邹美英
、

于肇德
、

吴维群等同志参加 了部分

工作
.

本采样仪已于 19 8。年 12 月通过技术鉴定
,

并正式

供应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