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然造成两组试验氧化还原 电位不同的原因不

清楚
,

但我们认为除草醚在两组试验中持留

期差异的原因
,

可能与实际氧化还原电位有

关

三
、

除草醚降解机理

现在已较清楚知道
,

在淹水条件下
,

除草

醚容易被还原为 一胺基衍生物【习
其主要降

解途径为
 !

恤 一 必 一 亘

一 一 一 亘
于 〔亡双令

。

对于淹水条件在低氧化还原电位情况下
,

降

解十分迅速 因此我们认为
,

除草醚在淹水

土壤中的降解
,

其主要机制是
一 还原为

的化学转化过程 然而要区分微生物

降解和化学降解
,

有待进一步实验证明

四
、

小结

本试验对除草醚在四种典型土壤中的持

留进行了测定
,

半衰期约 天 而在淹水条

件下
,

持留期很短
,

半衰期仅 一 天 除草

醚持留受土壤中氧化还原 电位影响
,

在淹水

条件下 氧化还原电位
,

除草醚极

易被还原
,

为了提高药效
,

减少土壤污染
,

进

一步对除草醚在土壤中的持留规律研究是十

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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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为 这一还原过程
,

有

人认为
,

在淹水条件下
,

厌气菌活跃
,

降解主

要是由微生物作用引起的 已分离出能还原
一 的硝化菌株

本试验注意到
,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对除

草醚降解速度的影响 对于旱田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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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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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种橡胶促进剂的诱变性研究

犹学绮 周永贵 胡永宁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随着合成与天然橡胶生产的发展
,

橡胶

添加剂使用品种 日趋增多
,

其安全性已引起

人们关注
一们

橡胶工人某些恶性肿瘤高发

于 年代起已屡见报道
一 日,

本文应用鼠伤

寒沙门氏菌快速筛检诱变试验法
,

对上海橡

胶工业中常用的 种促迸剂进行了诱变性检

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鼠伤寒沙门氏突变 型 菌株
, ,

检测前先经菌株性能鉴定 包括组氨酸

营养缺陷
,

细菌荚膜脂多糖屏障缺失
,

邵丹萍
、

董幼幼
、

叶心良等同志参加了实验工作
,

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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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修复系统缺失
,

抗氨茉青霉素质粒及 自

发回变菌落数 取少量上述性能存 在 的菌

株
,

置于 毫升完全培养液 中
,

℃ 静 止

培养 一 小时
,

活计菌数达 一  !

毫升

二
、

微粒体酶活化系统 用多氯 联苯

诱导大鼠肝微粒体酶制备
,

部分 按

方法进行
,

蛋白定量 蛋白浓度稀释

至 毫克 毫升时
,

分光光度计测得其吸收峰

位于 斗知 毫微米 检测时 混 合 液 中
,

加

入蛋白定量 毫 克 毫 升 的 , 组份 为

微升 皿

三
、

受检物与阳性指示物 一 硫 化 四

甲基秋兰姆
、

二硫化四甲基秋兰姆
、

二硫化四乙基 秋 兰 姆
、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
、

二硫化二苯

骄唆哇
、

二硫醇基苯骄噬哇
、

一

吗啡琳基二硫代 苯骄噬哇
、

环己基苯骄嚷噢
一 一

次磺酸胺
、 ,

二环己基苯骄噬哩次磺酸胺 〔
、 一氧二

乙撑苯骄噬哩次磺酞胺 【
、 , 一

二

异丙基
一 一

苯骄唆噢次磺酞胺
、 一叔

丁基
一 一

苯骄噬哩次磺 酸 胺
、

二苯 呱

〔
、

乙烯硫脉 一 上述待检物由上

梅大中华橡胶厂轮胎研究所供给

选用 已知致癌物 一甲基
一

’
一硝基

一

亚

硝基呱 或
, 一硝基喳琳为直

接诱变物 环磷酞胺
, 一

乙酞氨基舫
一

为间接诱变物

四
、

测试方法与阳性结果判断 采用平

皿掺人法测试 样品均用二甲亚矾

洛解
,

先以每皿浓度分别为
、 、 、

微克剂量
,

在加人活化系统与不加入活化系

统的条件下
,

进行侧试
,

在确定毒性浓度后
,

再选择毒性以下的浓度作诱变性检测
,

重复

两次 实验各剂量组均测试三只平皿 实验

结果以三只平皿上的回变菌落平均数及其标

准差表示

当受检物诱发的回变菌落数为对照组回

卷 期

变菌落数的 倍以上时
,

诱变作用呈剂量一

反应关系 重复实验结果一致者为阳性

实 验 结 果

种促进剂中的三种
,

一硫 化 四 甲基

秋兰 姆
、

二 硫化 四 甲 基秋 兰 姆

及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

为阳性诱变物 其中 在微粒体酶的

活化条件下
,

对 咖 菌株产生的诱变作用

较 明显 对 , 菌株的直接诱

变作用明显
,

加人 活化后
,

诱变未见增加
,

但对 , 产生诱变性 对两种菌株产生

的诱变性
,

亦仅反应在活化条件
一

下 此外促

进剂二硫化二苯骄噬哩 在活化后显示

对
。、 、

菌株较弱的诱变反应
,

结果见

表 及图
,

其它均为阴性

了 。。 。

驹加

目拟健翘令回

州
一仁
岛

州

一
浏

一 人” 十 为
, 丈之

丁 一下
’

图 1

万()0

浓度(产目

促迸剂
’

I
M

T
M

、 ’

r
M

’

f l )

、
Z E

诱变剂量
一

反应曲线

讨 论

一
、

测试中的三种秋兰姆促进filJ
,

T M T M

无直接诱变作用
,

仅在活化条件 卜诱发碱基

对置换与移码突变 ; T M T D 为明显的直接碱

基对置换型诱变物 ; T E T D 不论活化 与 否
,

均不显示诱变性的实验结果
,

与 H ed en ste dt 报

道相符
「刘
.

该文作者曾用甲基乙基酮重结晶

的 T M T M
、

T M T D 纯品进行 A m
es
试验

,

所

得结果与工业品一致
.
T E T D 无诱变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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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4 种橡胶促进剂对 T A 。。 、

T 人
:
菌株的诱变活性

T A , 。。

回变菌落数 /皿
书 T A

, 。

回变菌落数 /皿
*

化学物质
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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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平皿的回变菌落平均数土标准差

细菌生长受到抑制

动物实验对小鼠有致癌性 切
,

其与 T M T D 结

构之差别
,

仅甲基为乙基所代替
,

故诱变作用

与化学结构的关系
,

一时尚难以认识与掌握
.

二
、

氨基甲酸盐类促进剂
,

是一种带有

单一金属离子的盐类
,

其活性特别高
,

一般用

于快速与低温硫化的制品
.
本次检测的样品

仅为锌盐
,

即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
,

经活

化
,

表明其为碱基对置换与移码诱变型物质
.

1979 年 H ed
ens tedt 对 9 种此类促进剂进行了

致变性检测
,

包括锌
、

铜
、

镐
、

啼
、

镍盐类
,

发现

含锌
、

铜
、

福金属离子的促进剂具有致变性
,

其中有三种不同结构的锌盐化合物致变作用

最强
.
这类促进剂因结合的金属离子不同

,

致变性间存在不同的差异
,

作者认为此类差

别
,

可能不是来自金属离子本身
,

而可能取决

于金属与二硫化氨荒酸的鳌合稳定性
.

三
、

文献报道促进剂乙烯硫脉 (N A
一 2 2 )

为肯定的实验动物致癌物L9J
,

促进剂 2
一

硫醇

基苯骄唾哩在一些动物实验 中 亦 存 在致 癌

性fs]
.
本次实验中曾发现前者在一次检测中

,

对 T A 、 + S
,

呈阳性反应
,

但结果未能重复 ;

后者经多次实验
,

均为阴性反应
.
鉴于上述

化学物质性质活拨
,

不稳定
,

对其致变性研究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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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由致变与致癌的观察结果表明
,

促

进剂 TM T M
、
T

M
T D

、

E Z 具有致变性
.
N A -

22 、

M

、

TE
TD

、

E
Z[

2 ,
在实验动物中

,

具有

肯定或一定的致癌性
.
因此在橡胶工业的生

产现场除注意某些防老剂等的潜在致癌作用

外
,

关于促进剂的潜在危险性亦须引起重视
.

再之
,

秋兰姆
、

氨基甲酸醋类除用于橡胶
、

塑

料生产外
,

T E T D 还应用于慢性酒精中毒的

解毒 ; T M T D
、

E z 作为种子
、

蔬菜
、

造纸
、

纺

织制品的杀菌剂应用
,

因使用面广
,

目前尚不

能根据致变性的结果
,

推测潜在致癌性
,

但值

得注意
,

并提示应进一步用动物实验来研究

其致癌性
.

强噪声对小白鼠脑发育及条件反射建立的影响

吴馥梅 手新人 赵长清
(南京大学生物系 )

陶孽天 李云生
(南京大学物理系) (天津医学院)

噪声的危害性已有不少社会调查和实验

研究卜
习
.

文献资料表明
,

噪声对人体的危害

是多方面的
,

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
.
例如

,

噪声对思考力
、

记忆

力与脑电活动都有影响
,

还会使人的大脑功

能紊乱
,

从而导致神经系统疾病[6
一咖
.
据报

道
,

即使中等强度的噪声就已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8]
.
如所周知

,

脑是智能的物质基础
,

是

人及高等动物一切行为的最高中枢 ; 而条件

反射是一种基本的高级神经活动
,

是脑的高

级机能的一种表现
.
因此

,

本实验试图通过

观察强噪声对小白鼠脑发育及条件反射活动

的影响
,

从而探讨噪声对中枢神经系统可能

造成的危害
,

以便为噪声污染的防治提供必

要的实验资料
.

实 验 方 法

挑选年龄相同 (同一天出生)
、

体重相近

(相差不超过 1 克) 的雌雄两性幼年 小 白 鼠

20 头
,

随机分为两组
: 对照组 9 头 (4 雄 5

雌)
,

实验组 11 头 (5 雄 6 雌)
.
两组饲养条

件相同
.
实验组小白鼠从出生后第 2 , 天起

每天接受 5一6小时的强噪声处理
.
连续处

理 刊 天以后(即年龄为 65天)开始对两组小

白鼠进行梭箱迥避行为 (
shudle box

avoida, l e :

b
e
h

a v
i
o r

) 的训练
.
其装置如图 1

.
训练分两

本文承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萧信生副教授审阅; 本实

验在梭箱设计及小鼠条件反射活动训练过程中还得

到南大生物系生理学教研室 主任余启祥副教投及杜

坤大工程帅的具体帮助
,

谨此一 并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