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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野生植物和药材中硫
、

氛元素

背景值的初步探讨

王 开 曦 栗 德 永
�西北植物研究所环保组�

环境各要素背景值的确定是环境科学研

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

随着植物监测大

气污染研究的开展
,

很需要找出植物的各种

元素基本含量�背景值 �为对照
,

才能较正确

判断大气污染状况
�

为此
,

我们在秦巴山区

采集了一些野生植物和野生药材
,

同时也采

了一些在污染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叶片
,

分别

测定了以上各类植物体中的硫
、

氯元素含量
,

对这个地区植物体内硫
、

氯元素背景值进行

了初步探讨
�

近年来
,

环境背景值的研究已广泛引起

人们的重视
�

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专题性研

究报道
,

其中早期 �� �
�� 等人对作物

、

蔬

菜
、

牧草中汞
、

砷
、

铜
、

锌
、

铅
、

锦
、

镍进行过研

究
�

� �� �� �� ,

��� �� � 。,’� 等人对玉米
、

大豆
、

蔬菜中的铬
、

铅
、

锡
、

镍
、

锌
、

铜及有关营养

元素背景值也作过研究
�

七十年代 美 国的

�� �� �� �� 等人对美国大陆岩石
、

土壤
、

植物和

蔬菜中 �� 种元素的地球化学背景值 进 行 了

研究
,

是现在国外环境背景值比较系统的专

著
�

我国近几年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

土

壤背景值和水域背景值已有一些报道
�

其他

各要素背景值的研究还很少
�

由于采用叶片

分析监测大气污染的需要
,

我们进行了这项

研究
,

为确定秦巴山区植物硫
、

氯元素背景值

和为制订环境保护标准提供基本资料
�

一
、

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秦巴山区野生植物种类繁多
,

药材资源

丰富
,

我们仅采具有代表性的野生植物和野

生药材 �� 种
�

野生植物采的是植被分布带

建群种的茎叶
,

野生药材则采的是药用部位

及一部分果实和种子
,

污染植物叶片均采自

一些有氯气和二氧化硫污染工厂附近
�

按药物采集的要求进行了药材样品采挖

与处理
�

根据太白山植被分布带建群种采集

了植物茎叶样品 � 在工厂污染环境中生长的

植物按布点采摘了叶片
�

将以上各类植物采

来后
,

除去杂质用清水洗净
,

在干燥环境中凉

干
,

置鼓风干燥箱中以 �� ℃ 温度烘千
,

用植

物样品粉碎机研磨
,

再过 ��� 目筛
,

样粉即供

侧定之用
�

各类样品中硫含量用硫酸钡比浊法进行

测定 � 氯含量用银量滴定法进行测定
�

二
、

结果与讨论

植物体内硫元素主要从土壤里吸收水溶

性硫酸盐
,

经转化利用合成蛋白质和其他含

氮化合物
�

在植物体各器官内是以硫氢基
、

有机硫和硫酸根等形态存在
�

植物除根部吸

收硫酸盐类以外
,

地上茎叶还可以从空气中

吸收二氧化硫
,

再转化成硫酸盐而被利 用
�

通过 殆 示踪试验证明
,

茎叶通过其上 的 皮

孔和气孔吸人的二氧化硫
,

形成的硫酸盐大

部分积存于体内
,

只有 �一� 关的被转 化 利

用〔��
�

通过三类植物硫的测定表明� 各类植

物随种类不同
、

器官各异和所处环境不同
,

体

内硫含量有一定差异
�

其中野生植物和野生

药材比较接近
,

而污染叶片则最高
�

�� 种药

材平均硫含量为 �
�

� �� 关
,

巧 种野生 植 物 平

均硫含量为 �
�

�夕�多
,

而污染区的 巧 种植物

则高达 �
�

�肠
,

为前两者平均值 �
�

� 倍
�

药材



表 �

野生药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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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药材和野生植物体中硫
、

氮元素含� �占干重� �

�� � �
�

�
�

� 野生
勘新

� � ��
�

�
�

� �

一
序号 药材名称

太白贝母

太 白米

桃儿七

红粉

见血飞

蚁蛇七

珠砂七

地仙桃

竹根七

防己

铁棒锤

附子

牡丹

天南星

铁觅菜

采样地点 分析部位 硫含量 抓含量 植物名称 采样地点 分析部位 硫含量 氯含量

秦岭太白山

秦岭太白山

秦岭太 白山

秦岭太 白山

秦岭南坡洋县

秦岭北坡卡安

秦岭南坡华阳

秦岭南坡华阳

秦岭南坡略 阳

大 巴山南郑

秦岭太白山

大 巴山南郑

大巴山南郑

大巴山南郑

大巴山南郑

鳞茎

鳞茎

根

根茎

茎皮

块根

块根

果实

根茎

根

根

根

根皮

球茎

�
。

�
�

�
。

�
。

�
。

�
。

矮批把

落叶松

金背批把

冷杉

红桦

辽东栋

茅栗

少脉极

华山松

岩桑

山葡萄

锐齿栋

南杨

栓皮栋

侧柏

太白山文公庙

太白山放羊寺

太白山放羊寺

太白山平安寺

太白山明星寺

太白山骆驼寺

太白山下白云

太白山下 白云

太 白山大殿

太 白山中山寺

太 白山中山寺

太白山上 白云

太白山上白云

太白山篙坪寺

太白山李家河

茎叶

茎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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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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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碑

�, 叶 】�
·

� � � 】�
·

。。� 茎叶

��八曰������ 曰��八曰�八日

含量范围

�变异幅度 �

�
�

� � �一�
。

� � �

�
。

�� 斗一�
。

� �  

含量范围

�变异幅度 �

硫

氯

�
。

�� �一�
�

� �  

�
�

� � �一 �
。

� ��

� 硫 �
。

�

川 � � 硫 �
。

�

�� �

平均值
硫 �

�
·

川
平均值

�
。

� � �

嘛落歹�—二一一
�

二亦写印 � 〔� � � 习肠

二里旦� 一�

—
平均值 � 氯

�
。

� � �
氯 】

。
�

� � �

资料含量范围 �” �
�

� �一 � �
。

� �一 �
。

�

平均值 �
。

� �

和野生植物平均值则与资料报
’

道 �
�

�拓 较 接

近
�

所以
,

我们认为野生植物和药材硫元素

含量是可以作为这一地区植 物 硫 元 素 背 景

值
�

植物体内氯元素是很重要的微 量元 素
,

它对植物细胞的胶体效应和酶的激活都有一

定作用
�

氯元素在植物体内是以盐类或离子

状态存在于细胞液内
�

通过三类植物氯含量

测定结果表明
�
植物种类不同

,

生长环境差

异以及器官变化等情况均可导致氯含量的变

化
,

而且变化幅度相当大
�

但是野生植物和

药材的氯含量平均值仍比较接近
,

污染叶片

则高出 ��
�

�� 倍
�

因此我们认为植物体内氯

元素含量所测结果
,

野生植物和药材的平均

氯含量与资料报道也很一致 �见表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
,

太白贝母的种子里硫
、

氯含量均比鳞茎内含量高
,

而牡丹根中不同

组织内硫
、

氯含量则比较接近
,

相差无几
�

所

以
,

植物体中硫
、

氯元素背景值应当尽量包括

植物的各个部分
,

求出平均值
,

算出标准差
,

才有一定的代表性
,

通过对比测定
,

得出以下

结论
�

�
�

在非污染的山区
,

植物正常生长发育

需要一定量硫
、

氯元素
,

在同一环境条件下
,

植物体内硫
、

氯含量比较稳定
,

测定出这个地

区的植物体内硫
、

氯含量
,

就是该地区植物

硫
、

氯元素背景值
�

�
�

秦巴山区的野生植物和野生药材
,

种

类繁多
、

器官
、

组织各有不同
,

硫
、

氯含量变化

很大
,

但与污染区植物叶内硫
、

氯含量相比则

低得很多
�

�
�

由于环境污染
,

植物叶片吸收一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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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污染区植物叶内硫
、

抓含� 的变化
�

二二氧化硫污染区区 氯气污染区区

秦秦岭发电厂五日 ��
�

平均浓度 �
�

� �� � � ��
,
� � �� 年 � 月月 西安化工厂三 日 � �

,

平均浓度 �
�

� � � � � �
� � ,,

���超标 �
�

� � 倍
、

标准 �
�

� � � � � �
�

��� �� � � 年 � 月�超标 �
�

� � 倍
、

标准 �
�

� � � � � �
,

���

序序号号 植物名称称 硫含量�占千重� ��� 超出背景值含��� 植物名称称 氯含量�占千重� ��� 超出背景值含���
倍倍倍倍倍数 ��

 
!∀####### 倍数(0

·

0 7 1
)))

lllll 桃树树 0
。

3 8 777 2

。

4 111 桃树树 0
。

3 2 000 4

。

555

22222 刺槐槐 0
。

6 9 444 峪
。

3 333 刺槐槐 0
。

6 1 111 8

。

666

33333 杨树树 0
。

6 9 333 4

。

3 333 杨树树 2
。

0 2 777 2 8

。

5 444

44444 臭椿椿 1
。

1 0 000 6

。

8 777 皇椿椿 2
。

7 1 888 3 8

.

2 888

55555 柳树树 l
。

0 4 444 6

。

5 222 柳树树 0
。

3 4 111 4

.

888

66666 法国梧桐桐 0
。

7 6 777
、

4
。

7 999 法国梧桐桐 1
。

0 4 666 1 4

.

7 333

77777 大叶黄杨杨 0
。

9 3 444 5

。

8 333 大叶黄杨杨 0
.
7斗斗斗 10

。

4 777

88888 女贞贞 0
。

7 4 444 4

。

6 555 女贞贞 l
。

6 2 000 2 2

.

8 111

99999 核桃桃 0
。

6 9 333 4

。

3 333 梨树树 0
.
4牛444 6

.
2 555

111 000 柿树树 0
。

6 0 111 3

。

7 555 构树树 1
.
66222 23

.
444

111111 苹果果 0
.
31999 1

。

9 999 海桐桐 D
。

2 4 888 3

。

4 999

111 222 枣树树 0
.
45888 2

。

8 666 怪柳柳 2
。

5 1 333 3 5

。

3 999

111 333 石榴榴 0
。

6 3 000 3

。

9 333 紫藤藤 1
.
26888 17

。

8 555

lll 444 愉树树 0
。

8 0 666 5

。

0 333 合欢欢 0
.
88444 12

.
4555

lll弓弓 玉米米 0
.
48999 3

.
0555 蜀葵葵 1

.
7 1111 24

.
0999

硫硫含量范围围 0
。

3 1 9 一1
.
10000 抓含量范围围 0

.
248一2

.
7 1888

平平均值值 0
.
7 36(0

.
16))) 平均值值 1

.
209(0

.
071)))

超超出背景值倍数数 呼
.
6 倍倍 超出背景值值 17

.
02 倍倍

倍倍倍倍数数数

* 以上植物叶片采样时间均为 19夕9 年 8 月

表 3 药材不同器官与组织中硫
、

抓含 , 的变化

(占干重% )
参 考 文 献

药药材名称称 分析部位位 硫含量量 抓含量量

太太白贝母母 鳞茎 (人))) 0
。

1 444 0

。

1 1 444

种种种子 (B ))) 0
。

2 4 666 O

。

2 9 888

(((((

B 一A )相差值值 0
.
10666 0

.
18444

牡牡丹丹 根皮层 (A ))) 0
。

0 8 666 0

。

0 4 111

根根根木质部(B ))) 0
.
10222 0

。

0 4 888

(((((

B 一A )相差值值 0
。

0 1 666 0

.

0 0 777

的硫和氯
,

均会导致其叶内含量明 显 增 多
,

这种增加与大气中硫
、

氯含量有相 应 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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