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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壤含砷量 即 之间呈正相

关 由 对样品得到的回归方程是
·

 
·

 了  土壤含砷

量 时
,

麦颖壳含砷量约达 土壤

含砷量增加
,

作物体内积累的砷量 也增 加

另外
,

废水具碱性
,

势必影响土壤的特性变

劣
,

阻碍作物的生长
,

苗期还会发生
“

烧苗
”

等

问题 因此
,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

或改革工

艺
,

禁止投人砒霜
,

或处理废水
,

脱去砷化物
,

保留肥伤 在此之前
,

力戒单用污灌
,

最好

科 学
。

净
、

污水混灌
,

减轻对土壤和作物的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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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二氧化硫和氟化氢单独和复合熏气

对金荞麦影响的初步试验

卞 氰 梅 陈 树 元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在工矿区和城市周围大气中
,

植物往往

受到二种以上有害气体复合污染的伤害 六

十年代以来
,

关于气体复合污染 如
、

十
、

十 乙烯
、 、

及
, 等 对植物影响的

研究
,

日益受到重视 有的实验组合对某些

植物的伤害表现为增效作用
,

如
,

乙烯 有的则产生拮抗作用
,

如
,

有的只是简单相加或彼此不相影响 本

工作对孕蕾期金荞麦受到
、

单独和复

合熏气所产生的反应
、

伤害症状及其对生长
、

发育和产量的影响进行了实验

材 料 与 方 法

金荞麦 即夕、, 印。 , 于  

年 , 月 日盆播
,

一周后出苗
,

月 日移

栽
,

每盆 株
,

一般性管理 八月下旬
,

选取

长势较一致的植株 盆
,

稍加修剪
,

每盆留

下 根生长良好的分叉枝条 试验分四组

对照
,

熏气
,

熏气
,

熏气

月 日至 日
,

连续 天在动式熏气

罩 中进行熏气
,

每 日熏气时间为

小时 自然光照加摘灯照明
,

光强为 , 一
,

每次熏气时抽样实测罩内气体浓

度
,

平均浓度为 士 ,

平均

浓度为 士 复合熏气即将 和

以上述浓度通人同一箱体 由于我们只

有二只动式熏气箱
,

为了尽量减少因熏气时

间不同造成的误差
,

对四种处理采取了上
、

下

午分批轮换进行熏气试验的方法
,

例如上午

进行 复合熏气和对照
,

下午就进

行 和 单一熏气
,

次 日将顺序倒过来
,

上午进行单独熏气
,

下午再进行复合熏气
,

依

本文承汪弃照同志审阅
,
徐和宝

、

潘如圭同志参加部

分工作
,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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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类推 同时
,

一个箱体内每组 盆植株安

放的位置
,

在每次熏气时都进行不同的排列
,

以减少箱内气体浓度误差 每次熏气结束后

对箱体进行清洁 熏气前对箱体先进行 小

时预处理
,

待气体浓度稳定和均匀后再放人

植株

熏气过程中
,

随时观察植株伤害症状出

现与否 熏气结束后
,

各组取 盆植株进行以

下分析 用
一  型电导率仪测量

叶片外渗液电导率 用
一

型叶绿

素测定仪 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生产 直接测

量叶片叶绿素含量 各组 叶片 在 ℃

下烘干
,

磨碎
,

过 目筛
,

用比浊法测叶片含

硫量 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含氟量 余下

盆植株继续进行观察
,

熏气后 天
、

天
、

天
、

天分别统计现蕾
、

花序和果序数 熏气

后
、 、

天分别测量茎生长量
,

最后收

获果实

科 学 , 卷 期

和 熏气的叶片外渗液电导 率

高于单一 熏气的叶 见表

衰
, 、 、

燕气对叶片的急性伤奋

熏气 日期

日 月

处 理

土一

止一一上一
土 十

护一 一 

斗干寺

妇叶干

, “ 斗斗

外渗液电导率
拜

一

豆丁不丁

注 伤害表现 什 严重 , 重 , 中
,
十

轻
,

士 微 , 无 个别

落叶
,

部分落叶
,

大
落叶

试 验 结 果

一
、

对叶片伤害的影响

在 天的熏气过程中
,

对金荞麦叶片受

害症状的观察表明 单独暴露在 中
,

前

三天叶色正常
,

此后
,

个别叶开始出现黄色小

斑点 随着熏气进程
,

斑点密集度增加
,

到第

天熏气结束后
,

受害叶面积达到 必左右
,

但未出现整片叶失绿
,

失水
,

也很少落叶 停

止熏气一周后
,

叶色逐渐恢复正常

单独暴露在 中
,

当天未出现伤害症

状
,

次 日即有少数叶片叶缘处呈现一圈失绿
、

内卷的伤区
,

并随熏气时间延长而加重
,

到熏

后的第 天
,

约有 多 叶片出现可见伤害

的复合熏气
,

显著加重了叶片

的伤害
,

表现在 伤害出现速度快 熏气

第一 日接触复合气体不到 小时
,

个别叶出

现萎蔫
,

叶缘呈现黄斑 伤害症状严重
: 熏

到第 6 天
,

有 70 多 以上叶面积焦黄
,

干枯
,

伴

随大量落叶 (见表 1)
.

熏后
,

叶片外渗液电导率均比对 照 高
,

熏气结束后
,

叶片中硫和氟含量的分析

结果见表 2
.
经 Sq 和 H F + sq 熏气后

,

叶

片中含硫量增加
,

分别比对照增加 23
.
7外和

12
.
。外; H F 和 H F 十 sq 熏气后

,

叶片中含

氟量激增
,

分别比对照 增 加 ”
.
, 倍和 62

.
3

倍
,

硫和氟的增加
,

也是导致外渗液电导率增

加的原因之一 HF + 50:复合熏气后 ,

叶

片中含氟量低于单一H F 熏气的值
,

但叶片伤

害却比单一 H F 熏气的严重
,

说明复合污染

对金荞麦造成的危害症状与叶片含氟量不成

正相关
。

表 2 50 :、 H F
、

H F + 5 0

:

燕气后叶片中硫和

报的含l (单位: 拜g / g )

测定项 目 1 C K 50 :

3498除
HF+50,

2832 3 165

,
1

: 。
】

二
、

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金荞麦叶片在 sq
、

H F 和 H F + sq 中

暴露 6 天后
,

不同处理的叶片失绿程度不同
,

特别是 H F + sq 熏气后的叶片
,

叶绿素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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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较重
,

致使叶片大量枯黄
,

加速衰老和死

亡
.
表 3 表明: 经 Sq

、

H F

、

H F
+

S
q 熏气

6天后
,

叶绿素含量分别为 对 照 的 65
.
5 外

、

4 3

.

7 外和 29
.
4外
.

表 3 5 0
, 、

H F 和 H F + 50
2
燕气后叶片中

叶绿紊的含t (单位: m g/dm
,

)

H F + 5 0
:

2

.

5 2 1

.

1 0
* *

} 0

.

7 碍* *

注:
* 显著差异水平为 0

.
05

** 显著差异水平为 0
.
01

三
、

对生长
、

发育的影响

金荞麦的再生能力较强
,

从营养期进人

生殖生长时期
,

受 50
:、

H F 和 H F + sq 6天熏

气后
,

仍能萌发新梢
,

长出新叶
,

恢复生长
.

然而
,

由于污染物不同
,

造成的伤害程度也不

同
,

对植株继续生长
、

开花和结实都出现了不

同的影响
.

1
.
对茎生长的影响

:
熏气结束后的恢复

袱

3丁换以l

2丁了阵1

..丫...二V,‘.二

介JT五01葺
60

科 学
. 53 .

熏气以后
,

对金荞麦枝条伸长影响不大
,

而且

新发侧枝较多
,

出现了旺盛生长的状态
.
H F

和 H F + Sq 熏气则不同
,

单一的 H F 熏气

使茎长度受到较明显的抑制
,

表现在节间短
,

新生叶面积比对照小
,

侧枝萌发少
,

生长势减

弱
.
H F + sq 熏气对茎的伸 长抑制 更 显

著
,

严重影响金荞麦的正常生长
.
在熏气后

10 天
,

S
q

、

H F 和 H F + 50
:
熏气的茎长度分

别为对照的 %
.
6 %

、

85

.

6 多
、

7 3

.

3 务;24 天后

分别为对照的 s ,
.
6 外

、

7 9

.

0 并
、

6 4

.

5
%

; 4 0 天

后分别为对照的 %
.
3 并

、

83

.

0 务
、

79

.

8 多
.

2
.
对开花结果的影响

: 9 月上旬
,

盆栽

金荞麦已进人孕蕾开 花 期
,

经 Sq
、

H F 和

H F 十 s马 熏气 6 天
,

对植株开花结实出现明

显不同的影响
.
Sq 单一熏气

,

对金荞麦现

蕾
、

开花几乎无影响
.
H F 单一熏气使开花延

迟约一周
,

蕾数和花数减少
.
H F 十 Sq 复

合熏气
,

开花期延迟约二周
,

花序数明显减

少
.
在脱离熏气后 24 天和 刊 天统计

,

花序

数比对照相应减少了一半和 2/3 以上
.

试验表明
,

s
q 熏气后

,

植株生长良好
,

这有助于金荞麦坐果
,

收获的果实干重比对

照增加 15
.
2 外
.
H F 单一熏气却使结实率下

降
,

为对照的 77
.
2多

,

H F 十Sq 熏气使结实期

延迟
,

坐果率很低
,

果实干重为对照的 56
.
0 多
.

测定种子千粒重的数据也表明
,

S
q 熏气反

而提高了种子重量
,

而 H F 和 H F 十 sq 熏气

造成空瘪粒多
,

重量下降
.

事侧洲

熏气后恢复期(天 )

未熏时

1
.
对照 ,

未熏气时 10 个枝条平均长度
,

竖线为平均值

的标准差 2
.
50 : 熏气 3

.
H F 熏气 4

.
H F + 50 ,

熏气
* 差异显著水平 0

.
05; ** 差异显著水平 0

.
01;

***
差异显著水平 0

.
001

图 1 5仇
、
H F 和 H F + 50 ,

熏气对金荞麦茎伸长的影响

期中
,

对四组茎长度的测定如图 1所示
. sq

讨 论

502+ H F的复合熏气对金荞麦伤害表现

为增效作用
.
复合熏气对叶片氟伤害比单一

氟熏气严重
,

但其氟含最反而低
,

故造成叶片

氟伤害症状的加剧不是由于氟吸收的增加所

致
.
这种现象

.
M andl和 W ei

nstein 等 (19 50)

在甜玉米和首着的 H F
、

H F + s
q 所进行的

熏气试验中也存在
.
为什么 sq 的存在可使

金荞麦出现更为严重的氟伤害? 这种增效作

用的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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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粉一硅藻土技术浓缩水中病毒效果的研究
、

张楚瑜 李王芬 李 军 王祖卿 王 萍
(武汉大学病毒学系)

监测水中的病毒是研究水病毒 的 基 础
,

‘

包括病毒的浓缩
、

分离培养 和鉴 定 三 个部

分
.
从水中浓缩病毒的技术

,

国外已有许多

报道
[1 一 71 .

但上述方法都不够理想
,

有的需要

昂贵的仪器设备
,

有的操作烦琐费时费力
,

还

有的浓缩水样极少
.

我们参考了 5
.
丁
A

.

sa tta

r

的工作
[8一

101

,

用

国产设备和材料建立了适合于一般实验室条

件开展水病毒研究的滑石粉
一

硅藻土 浓 缩 系

统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本文报告我们的研

究结果并作简要讨论
.

材 料 和 方 法

1.水样的采集

实验性病毒污染所用的水样分别采自武

昌东湖的水和东湖水厂的自来水
,

经高压灭

菌后置室温备用
.
自来水样消毒前加 0

.
4外硫

代硫酸钠(N
a声户

3
)脱氯

,

最终浓度为 l:100
.

2
.
病毒株

试验所用的病毒是减毒的 1 型脊髓灰质

炎病毒
.
用 H da 细胞增殖

,

测定滴度后分装
,

置冰箱中备用
.

3
.
吸附剂

滑石粉 (广字 104 部队石粉厂产)
,

硅藻

土 (上海行知中学校办工厂产)
.

4
.
细胞

实验用 H el a细胞
,

其营养液为 1640 液

60外
、

0

.

5 外 的水解乳蛋白汉克斯液 28 外
、

灭

活小牛血清 10 务
、

适量 N aH C 0 3 和青
、

链 霉

素
.

5
.
浓缩方法

(l) 吸附层的制备 将一张直径 60 毫米

的新华滤纸平铺于 60 毫米直径滤器 内衬 垫

上
,

用灭菌后的水将滤纸浸湿
,

把灭菌的滑石

粉
一

硅藻土混悬液(滑石粉 300 毫克
,

硅藻土

100 毫克)倒在浸湿的滤纸上
,

使之形成均匀

而平整的薄层
,

然后盖上一张直径相同的滤

纸
.
用同样的方法在直径为 125 毫米的滤器

内制备一个滑石粉
一

硅藻土单层 (滑石粉 1
.
2

克
、

硅藻土 0
.
4 克 )

.

(2 ) 水样的处理 分别取 1 升和 10 升灭

菌的自来水和东湖水
,

按 l外的比例加 Ear le’s

液于水样中 (增加两价阳离子促进病毒的吸

附)
,

用 IN H CI 将水样的声 调至 4. 5
,

然后

用已知滴度的脊髓灰质炎 l 型病毒加到两种

水样中
.

(3) 水样的浓缩 将处理的自来水样加

到 60 毫米的吸附层上抽滤 ;而东湖水样加到

125 毫米的吸附层上加压过滤
.
待水样全部

通过吸附层后
,

分别用 10 毫升 PH
g. 0 的洗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