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水样的提取

取首钢焦油车间沥青池的水样 经 尹 砂

芯漏斗过滤纯化后
,

用移液管取
,

加人

约 苯
,

分别用超声和摇荡两种方法提取
,

静置 小时后弃去水层
,

将苯层浓缩至

间 以内的定量体积
,

经  分析
,

结果如

表 所示

器化

影响 提取率的诸因素中
,

最主要

的是溶剂的性质
,

其次是超声强度
,

影响最小

的是超声时间

为了提高超声提取率
,

应将样品连续

提取二次
,

总提取率可达

参 考 文 献

表 二种方法提取水样的比较
溶剂 苯

提提取方祛祛 条 件件 样品号号 提取量量

提提提提提取量量 平均值值

〕〕

超超声提取取 超声处理机 一 型型
。

时时时间 分分
。

摇摇荡提取取 分液漏斗斗 弓弓
。

手手手摇 分钟钟 斗斗

五
、

结 果 和 讨 论

从环境样品中提取
,

采用超声技

术
,

具有较高的提取率 与 目前常用的索氏

提取法
、

真空升华法和摇荡液液萃取法比较
,

它具有两大优点 一是速度快
,

只需六分钟

便可完成
,

减轻了化学工作者处理样品的工

作量 二是操作简便
,

易于普及推广和实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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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毛蜡作为海湾汞污染的指示生物

谭燕翔 苏华青 李秀荣 王同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天津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近年来广泛地利用贻贝
、

牡蜗作为海洋

环境监测的指示生物
.
由于渤海湾大沽口海

潮区间带宽阔
,

海底平坦
,

底质多为软泥和细

沙
,

底栖生物群落为毛蜡
一织纹螺群落

,

优势

种毛蜡 (A rc
‘ 、‘

bc 、na
, 召

) 不仅分布广
,

产量

高
,

并具有活动力小
,

生活史较长等特点
,

因

此我们开展了以毛蜡为主的底栖动物对汞的

富集规律的研究
,

借此探讨利用毛蜡作为海

洋汞污染的指示生物的可能性
.

调查范围和方法

1978 年 7 月中旬和 19 79 年 5 月下旬的



环 境

调查范围在海河口海区
,

共设立 14 个站位
.

分析方法
: 海水

、

底质和生物样品的总

汞含量均用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
海

水在酸性条件下加过硫酸钾
,

在室温下放置

过夜
,

然后用振荡平衡开路抽气法测 定
〔工

,

2]
.

生物和底质样品用五氧化二钒催化消化
,

经

硫酸亚锡还原后
,

生成的汞蒸气籍注射器注

入 59。型测汞仪中测定
〔3J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毛蚜的 永含量与海水
,

底质汞含量

的关 系

海水
、

底质和毛蜡的汞含量列于表 l ,

其

中毛蜡的汞含量是指软体部分的汞含量
,

每

个站位一般取大
、

中
、

小型毛蜡各 5 个
,

分别

测定其汞含量
,

最后取平均值
.

表 1 渤海湾各站位的海水
、

底质和毛蜡体内的含汞最

海 水
汞

(微克/升)

底 质
站位号 求

(毫克/公斤)

毛 蛤
汞

(毫克/公斤)

八已dd�切H

} :

0
.
0 0 9 6

0
.
D 1 2 0

0
.
0 2 6 0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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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9 6

0

.

0 2 2
0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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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

0 0

0

。

0
1

1 2

0

.

0 1 2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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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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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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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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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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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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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0

0

.

0 5 0

0

.

0 3 3

0

.

2 0
3

0

.

0 5
3

0

。

1 2 1

0

.

0
5 6

〔1
。

0 6 4

0

。

0 7 0

0

.

0 2 6

0

.

0 牛7

0
.
0 2 7

0
.
0 18

0
.
0 19

0
。

0 8 2

0

.

0 2 0

0

.

0 1 4

0

.

0 3 6

0

。

0 1 7

0

。

0 2 8

0

。

0 2
3

0

。

0
1 3

0

。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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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为海水中的汞含量(微克/升 );

x:为底质中的汞含量 (微克/克)
.

经 F 值对以上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
,

F
>

F
g

:铅、7
.
56

所以回归是高度显著的
,

即毛蜡体中的汞含

量是随着海水和底泥中的汞含量的变化呈线

性变化
,

从毛蜡体内汞含量的变化可以反映

出环境中永含量变化的水平
.

二
、

毛蚜体 内的永含量与离岸距离的关

系

不同站位的海水
、

底质和毛蜡的汞含量

标于图 1 中
,

可以看出这三种介质中的汞含

量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发生 相 似 的 起 伏 变

化
,

离污染源北塘河 口和海河口较近的站位

(3
、

6

、

9 号 ) 不论是海水
、

底质和毛蜡的汞含

量都呈现较高的数值
,

3 号站的毛蜡和海 水

的汞含量最高
,

分别为 0
.
082 微克/克和 0

.
02 6

微克/升 ;而底泥汞含量的最高值出现在 6 号

站位
,

此站处在防潮坝北边
,

水深仅 3
.
2 米

,

淤

泥较多
,

可能是北塘河 口 的沉积物顺海流沉

积于此
.
在同一纬度的相邻站位中

,

以离岸

近的站汞含量较高
,

例如 3
、

4

、

5 号站的毛蜡

的汞 含量 分 别 为 0
.
08 2 > 0

.
眨 0 > 0

.
0 14 微

克/克 ;6
、

7 号站分别为 0
.
036 > 0

‘

0
17 微克/

克等
.

注: 1. 3 号站位仅采到一个毛蜡样品
.

2 . 17 号站位
,

因拖网拽断未采到毛蜡样品
.

2,,斗;67912仪

::

0
.
0 1丁

0
。

0 1 6

用统计学方法求出毛蜡汞含量 与海 水
、

底质的相关关系
,

得二元线性回归方程
:

夕一 一 0
.
02 12 + 斗

.
4 6 9 x ; 一 0

.
206x2

其中
,

夕为毛蜡软组织中 的汞含 量 (微克/

克 );

图 l 不同站位的海水
、

毛蜡底质的永含量

三
、

汞含量与季节的关 系

我们没有系统地测定过各个季节的毛蜡

汞含量
,

表 2 列出的是 1978 年 9 月初和 1979

年 5 月下旬 11 个站位的毛蜡汞含量
.
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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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季节的毛蜡汞含皿(微克/克湿重)

1978年 9 月
1979 年 5 月

站 号 汞含量范围 平均值士标准差

〔)
.
0 2 {)土 0

.
0 10

0
.
0 2 7土 0

.
0 08

0
.
0 3 5士 0

.
0 11

0
.
0 19 土 0

.
0 0 3

0
.
0 2 2土0

.
0 0 7

0
.
0 2 3 士0

.
0 0 5

0
.
0 1斗士 0

。

0 0 7

0

.

0 1 2 士 0
.
0 04

0
.
0 2 2士 0

.
0 08

0
.
0 17士 0

.
0 0 3

0
.
0 14士 0

.
0 0 4

汞含量范围

0
.OOj一0

.U斗了

0
.
0 2 0一0

.049

0
.022一0

.068

0
.
013 一0

.024

0.0 1弓一0
.
027

0.016一0
.033

0。

0 0 5 一0
。

0
2 3

0

.

0 0 6 一0
.
02 0

0.014一0
。

0 4
8

0

.

0 1 2 一0
.
021

0
.
0〔)9一O

。

0
2 0

0

。

{ )
1
1 一0

.
023

0
.0 16一0

.
022

0 。

0
8 2

O

。

0 1 4 一0
.
026

0
。

0 1 2 一0
.
022

0
。

0 1
0 一0

.
025

0
.
013 一 0

.
027

0
.
010一0

.
019

0
.
0 11一0

.
026

0
.
010一0

.
027

0
.
012一0

.
02斗

平均值士标准差

0 .0 18士 0
.
0 04

0
.
0 19士 0

.
0 0 2

0
.
0 8 2

0
。

0 2
0 士0

。

0 0 4

0

.

0 1 4 士0
.
0 0 3

0
.
0 1 7士 0

.
0 0 4

0
.
0 23 士 0

.
0 0 5

0
.
0 1 3士 0

.
0 0 2

0
.
0 18 士 0

.
0 0 4

0
.
0 17士 0

.
0 06

0
.
0 16士 0

.
0 04

234571213162021

步结果看来
,

初夏和早秋的毛蜡汞含量似无

规律性变化
.
如前所述

,

毛蜡软体部分的汞

含量是随环境中的汞含量变化而相 应 变 化
,

我们只测定五月份的海水和底泥的 汞 含 量
,

而没有掌握九月份的环境数据
,

因此很难推

测不同季节的毛蜡汞含量的变化究竟是环境

因素引起的还是生物体在不同季节中对金属

的摄取能力不同造成的
.
这些问题有待于对

生物体和各种环境因素进行 全 面 系统 的 分

析
,

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

四
、

体重与永含量 的关 系

为了比较不同大小的毛 蜡 吸 收汞 的 能

力
,

我们对每一站位的毛蜡挑选体重范围从

1
.
5一10 克左右 (指软体部分) 的样品分别进

行测定
,

得出毛蜡个体的总含汞量 y (H g 微

克/个体)与体重附(克 )呈幂函数关系
:

Y 一
a
砰 乡

表 3 列出 5 个站位的回归 曲线参数 (
。、

b
)和相关系数尺

、

每个站位的抽样个数为 15
.

乡值可分为两组
:
( l) b 皇 l ,

如 4
,

1 7 号站

位的 b 值分别为 1
.
06

、

1

.

09 接近于 1
,

在这种

情况下毛蜡的个体总含汞量与体重成正比
:

Y 当 al犷

或 y /W 二 。 ,

即单位体重的汞含量 (微克/

克) 与个体大小无关
.

(2) 占> l ,

如 l、 2 、

1 5 号站的情况
,

随体

重增加
,

个体的总含汞量增加较快
,

个体大的

毛蜡其单位体重的汞含量较个体小的略高
.

总之
,

毛蜡个体的总含汞量随体重增长

而增加
,

但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

随地点而异
.

表 3 各站位的回归曲线参数和相关系数

站站位位 叮 值值 b 值值 RRR

lllll 0
。

0
1 3 222 l

。

1 888 0

,

8 333

22222 0

.

0 1 7 222 l

。

2 222 0

。

9
888

44444 0

.

0 1 6 666 1

。

0 666 0

。

8 888

lll 555 0

。

0 8
9

000 1

.

2
333 0

.

9 777

111 777
0

.

0
3 8 555 1

.

0 999 0

。

9
444

小 结

毛蜡对汞的富集能 力强
,

浓 缩 系数 为

1
.
3 x 10, 一3

.
2 x 10 , ,

与其他底栖生物相比

较
,

其浓缩系数波动幅度不大
,

毛蜡软体组织

中的汞含量能随外界环境的汞浓度变化而相

应变化
,

可以反映汞污染的时空变化趋势
,

加

上毛蜡还具有适合作指示生 物 的 种 种 条 件

(B
u一ter 2 9 7 1〔‘,

,

H
a n

g
e r a

l

.

1 9 7 4
)
囚 因而可

以考虑利用毛蜡作为汞污染的指示生物
,

用

作海洋汞污染的生物监测
,

具有一定的实用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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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化聚矾反渗透膜特性的研究

沈 颖 冯宝和 刘忠洲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磺化聚矾反渗透膜 (简称 SPs 膜) 是一

种离子型反渗透膜
.
近年来

,

随着反渗透技

术的迅速发展
,
已有不少报告提到具有优良

性能的离子型反渗透膜
L1一] , 也有一些文献提

出了离子型反渗透膜的溶质脱 除 机 理t4J
,

但

关于 SPS 膜特性研究的文献尚未见到
.
有关

聚讽磺化和制膜研究已有文章阐述口
,

本工

作的 目的是考察 SPS 膜的基本特性 及 其 规

律
,

为使该膜付诸实际应用提供一些必要的

依据
.

仪测定电导值
,

(2 )
H

A
c 用酸碱 滴 定 法 测 定 浓 度

,

H 扔0
3
按文献 [6] 介绍的方法测定浓度

.

(3) 己内酞胺用插人式折光仪测定折光

指数[7J
.

结 果 与 讨 论

On八lln.生‘O曰00

主NE
.\一‘二

实 验

1
.
试剂(略 )

2
.
实验步骤

进行各种溶质试验的步骤是
:
(1) N aC I

对照试验; (2) 用自来水清洗至系统内溶液

电导与自来水电导相同 ; (3) 用 500 毫升待

试溶质的原液清洗 ; (勺 正式试验
.

采用的脱盐池为空腔式 无 导 流 板评 价

池
.
有效膜面积 18c澎

,

高压泵为单柱塞式
,

流量为 40 升/小时
.
除特别说明外

,

操作压

力为 4okg/c m
Z,

N

:

Cl 原液温度 25 ℃
,

浓度约

为 5 ,

0 0 0 即m
,

透水率按通常方法计算
,

脱除

率按原液和透过液的电导 (或浓度
、

折光指

数 )计算
.

3
.
检测方法

(l) 无机盐电解质均用 D D s一 11 型电导

1
.
操作压 力对 SPs 膜性能 的影响

图 1 表明
,

在给定的原液浓度和温度条

件下
,

在实验范围内
,

透水率与压力成正比
,

压力从 lokg/
cm Z 增至 6okg/

em Z 时
,

透水

率几乎增加了 10 倍
.
脱除率

—
压力曲线

中间有一最大值
,

波动范围约 6多
.

产产一一
’

.

/

/

透水率

一 //
尸/

,

7 0 饰

60去
l.0

…
/
/ / }冀

喊

犷而 20 30 40 50
压力 (kg / e二 2 )

丽一30

图 1 压力对 SPS 膜性能的影 响

2
.
原液浓度对 SP S 膜性能的影响

图 2 给出了原液浓度对 SPS 膜性能的影

响
.
由图可知

,

在实验范围内
,

在给定的压力

和温度下
,

透水率和脱除率都随原液浓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