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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素分别由阿克库勒湖
、

 
、 ·

 

降低到
、 、

 以内
,

由 户

降低到
,

只有
、 、

看不出河

水的自净影响
,

含量无明显变化

布尔津河水中
、 、 、 、

等

元素的含量
,

受高山冰川区冰
、

雪中相应元素

的控制 见表
,

它们的平均含量与冰
、

雪中

浓度接近
,

这说明布尔津河水主要受到高山

冰川融水的补给

从友谊峰分水岭的高山冰川区一直到干

旱
、

半千旱地带的琼库勒
、

布尔津县
,

大气降

水中的
、 、 、 、 、 、 、 、

、

等元素浓度均有明显增高
,

这似乎与

大气降水量的多少有关 阿尔泰山低山地带

年降水量只有 一 毫米
,

到了分水岭高

山冰川区
,

年降水量多达 毫米以上 水

的稀释作用造成了高山冰川区的大气降水中

微量元素明显地低于干旱和 半 干 旱 低 山地

带 除
、

而外
,

大气降水中
、 、

、 。、 、 、 、

等元素含 量 与冰

川冰和雪中相应元素含量基本吻合 冰和雪

中含量略低于大气降水中的平均含量
,

说明

科 学
。 。

冰川区冰和雪固体水中这些元素的含量受到

大气降水的制约和补给

图 表明了冰
、

雪和布尔津河各水体中

微量元素的变化 表明冰
、

雪和布尔津河水

中
、 、 、 、 、 、 、

等元

素含量基本一致
,

均低于   ! 布尔津河

水中
、

含量明显高于冰和雪中含量
,

但

均低于 户
。
含量明显偏高

,

且冰雪中

含量均大于河水中含量
,

浓度在 一

之间 说明河水中钻元素含量随着冰雪融水

而相应地变化 无论哪种元素
,

均明显地低

于 年卫生部规定的我国地表水 有害 物

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因此
,

近年国内学者
,

多以远距工业污染区的高山冰川一寒区元素

含量作为环境污染地背景值

参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著
《新疆地貌

》 ,
科学 出版

社 , 年

周天泽《环境科学》 ,
·

一
,

年

〔 」 南开大学化学系
《仪器分析

》
下册

, 年

斗
, ,

仆

, , ,

紫露草微核技术对青岛胶州湾几个污染海区水质的测定

陈 登 勤 张 硕 慧
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

紫露草微核技术监测环境污染 的 方 法
,

是美国西伊里诺大学生物系马德修教授创建

的 已经成功地用于监测空气
、

水质的污染或

放射线
,

以及食品或药物中的有害物质 川

该技术于 年介绍到我国后
,

陆续用于监

测空气
、

污水
、

农药的污染囚 山东海洋学院

将这种技术用于监测海水污染
,

也获得初步

成功川

本实验有两方面的内容 测定海水

中铬离子污染的微核效应 侧定胶州湾几

个海区的污染情况

材 料 与 方 法

本实验所用的材料是 年由美 国 引

种的一种紫露草 了犷召

 翻
,

为

陆地多年生植物
,

植株矮小
,

开蓝色小花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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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葺鑫彝黔汀

图 这种植物的特点是花粉母细胞在成

熟分裂过程中
,

能以同步成熟
,

形成大量四分

体 由于染色体对某些诱变物质非常敏感
,

容易发生断裂
,

断裂后的染色体片断有的形

成微核存在于四分体中
,

在显微镜下可以清

楚地看到 四分体中微核的数目有多有少
,

大小不一 见图 一 实验表明
,

污染物质

中诱变剂的浓度越高
,

微核率也越高 因此
,

可以用微核率的大小来表示 环 境 污 染的 程

度 那曦熟姿礴称黯派

图 带有一个微核的四分体

图 紫露草盆栽生长状况

图 紫露草花序枝条水插法培养

微核率的计算方法
微核总数

四分体总数

并

实验方法是 先用自来水稀释成 多

图 斗 带有两个微核的四分体

的标准海水
,

再配制成含有
、

。

和 铬酸钾 的三个水样 约
,

分别盛于在 的烧杯中
,

每一

个烧杯作为一个实验组 对照组是不含铬酸

钾的 外 标准海水 烧杯蒙上带孔的塑料

布
,

用皮筋扎好 把带有两片叶子及花序枝

条 约 一 的紫露草
,

用水插法培养 见

图 每个烧杯 插 个花序
,

在 一

日光灯下培养 小时
,

再换上自来水

恢复培养 一 小时
,

然后去掉茎叶把花序
“

放人卡诺固定液 酒精 冰乙酸 一 固定

小时
,

再移人 拓酒精中长期保存

污染水样是涨潮时取 自青岛胶州湾内四

个海区 大港
、

中港
、

小港和二中附近排污区

值都在 一 之间

四个污 染水 样 分 别 用 自来水稀 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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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对照组及紫露草的培养方法同上

标准海水是山东海洋学院生产的中国标

准海水 瓜一  
,

痴

观察方法是 在一个花序的下部
,

取下

合适的花蕾
,

放在栽玻片上
,

剥出花粉粒
,

刺

破 以醋酸洋红染色
,

用压片法做成显微镜

玻片 在 的显微镜下
,

计数四分体和

微核 每个实验组计四 分体 在 个 以

上

以上两个实验同时进行
,

时间是 年

一 月 重复实验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科 学

表 四个污染海区水样的微核率比较
处理 小时

水水样采集地地 四分体数数 平均微核 率率 标准差差
     

大大 港港     士
。

中中 港港
。

土

小小 港港  
。

土

二二中排污区区
。

土

对对 照照  
。

土

结 果

一
、

海水中铬离子污染的微核效应

海水中的铬离子和汞
、

镐
、

铅离子等其他

重金属一样
,

危害着海洋生物 明 实验表明
,

海水中铬离子能使紫露草产 生 较 高的 微 核

率
,

而且随铬离子浓度的加大
,

微核率也随之

增高 见表

度的污染 以二中附近排污区污染最严重
,

其它按大港
、

小港
、

中港依次稍轻些 这

些污染海区的污染程度
,

与铬离子所造成的

污染比较
,

大致相当于 的铬离子污染

水平

表 在 标准海水中不同浓度铬离子

对微核率的影响 处理 小时

铬铬离子浓度度 四分体总数数 平均微核率率 标准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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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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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照照 156333 11
.
3333 土3

.
1444

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0
.
lm M

,
l m M 两实验

组的微核率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显著
.
但

0
.
01m M 的实验组不显著

.
从上表可见

,

铬离

子对生物有毒害作用
,

而且危及到遗传物质
,

浓度越高
,

生物受害越严重
.

二
、

青岛胶州湾几个海区的污染情况

所取的四个海区水样
,

都有不同的污染

源
.
微核率同对照组相比

,

都有明显的提高

(见表 2)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l) 用统计学方法检

验四个水样所产生的微核率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都是显著的 ;(2 )四个海区均受到不同程

讨 论

对重金属污染的监测是一项极为重要的

工作
.
用物理化学方法监测环境污染

,

可以

定性
、

定量地测出污染物质的成分和含量
.
而

用生物法测定的优越性
,

则在于能直接得知

生物体被污染物质危害的机制
.
两者结合

,

互相补充
,

互相印证
,

就能比较全面
、

精确地

监测海洋污染
.
紫露草微核技术监侧环境污

染
,

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常用方法
.
目前

,

我

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仅限于个别单位
.
这种

有效的环境监测方法
,

有待于进一步推广
.
为

了更好地监测海洋污染
,

应积极开展生物监

钡」的研究
.
如能找出一种海生植物用作海洋

污染监测材料〔8] ,

那就更方便
,

更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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