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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呼 弓 力

。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苦  。二 户 近似对数正态态

广广东东 表土土 砂砂 , 户 对数正态态

底底底土土 犷犷  , 二 户 近似对数正态态

南南京
, 。

全土土 户 对数正态态

为样品数 , 。 为自由度

汞含量的频数皇对数正态或近似对数正态分

布 土壤中汞的背景水平应以几何平均值表

示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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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苗木对

田砚亭

的吸收和运转

孟庆英 王华方
北京林学院同位素实验室

本工作利用同位素示踪 法研 究苗 木 对

吸收和运转的规律
,

试图为筛选抗性树

种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选择生长正常的一年生早 柳 实 生

苗
、

垂柳营养苗
、

一 年生洋白蜡
、

山桃
、

兰

按
、

银桦
、

滇杨植于花盆内
,

缓苗后用塑料布

包裹好盆淋
,

放人自制熏气箱熏 飞
刁

天
,

用 一
液吸收剩余气体 取样后进行

宏观整体自显影 光镜自显影 用液休

闪烁计数器测根
、

茎
、

侧枝
、

叶的硫
一

含量

和含硫
一 氨基酸含量

二 比较摘叶与不摘叶的兰按
、

滇杨苗

木熏
” 后根

、

茎
、

叶含硫
一 量

三 取早柳
、

洋白蜡
、

滇杨
、

银桦做茎环

割术
,

测量切口上下部的放射性强度

取旱柳
、

洋白蜡水培苗同上述方法处理
,

取营养液测其放射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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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熏气装置示意图

四 测量旱柳
、

刺槐
、

洋白蜡
、

油松苗木

熏气前后的叶绿素含量
、

含硫量
、

值

五 取水培旱柳
、

白蜡一年生苗
,

从根

部标记 殆
,

做宏观整体 自显影 见图 一

二
、

结果和分析

一 宏观和显微自显影

,

苗木对 的吸收

由图 可见
,

保卫细胞及其周围的海绵

组织
、

栅栏组织
,

初生皮孔周围活细胞中银粒

密度大于其他部位
,

茎部叶痕黑度大于其他

部分

关于摘叶与不摘叶的苗木
,

实验表明叶

吸收的
,

占总吸收量的 邝 左右
,

茎约

占 这说明气孔是苗木吸收 的主要

途径
,

但茎的皮孔和叶痕也可以吸收一部分

’,

在植物体内的分布

不论
’

通过叶部或根部进人植物体
,

都

在茎尖或叶片中积 累最多
,

针叶树在叶尖含

量多
,

阔叶树在叶缘含量多 叶子表皮
、

海绵

组织
、

栅栏组织
、

叶脉维管束的韧皮部银粒密

图 几种苗木宏观自显影 第三夭采样

旱柳 华 松 刺柏

图 宝 白蜡苗木自根部引入
” 后自显影 经复制

图 几种苗木微观 自显影

白蜡茎 白蜡叶 刺槐叶 臼 华山松茎树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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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
,

而木质部几乎无银粒
,

说明
’,

主要分

布在活组织中
,

木质部几乎没有 对细胞

而言
,

主要分布在原生质和细胞壁 细胞

间的原生质是由穿过细胞壁的胞间连丝勾通

的
,

而原生质就可能有 飞 针叶树的树脂道

脂拟细胞也有 飞

乍 存在于生活细胞的原生质中
,

参与细

胞的生命活动
,

细胞活性越强
,

硫的积累量越

多

硫
一

在苗木体内的运输

间隔两天取样的自显影表明
,

叶部硫
一

含量不断增加 苗木吸收
,

后
,

在体内有

纵向运输
,

其方向是叶 , 茎 主根 、侧根

运输部位主要在韧皮部

在水培实验中我们发现
,

天后 旱 柳 的

营养液中计数为
,

白腊  ,

侧柏   天后滇杨
、

油橄榄营养

液中放射性强度分别是总吸 收 量 的 多和

 这说明大多数树种可以通过根向外排

泄硫
,

排泄量是可观的

为探明营养液中硫量对苗木硫外排量的

影响
,

我们做了缺硫和不缺硫的营养液实验

结果表明
,

含硫营养液中有硫
一

 ! 一 外
,

而 缺 硫 营 养 液 中 仅 一 务 苗 木 排 泄

硫
一

35 与根外环境介质中硫量有关
.
环境介

质中缺硫
,

排泄量小
,

反之则大
.
这可能是由

于不论来 自气体或营养液的硫都供给了体内

代谢的需要
.
当体内有过剩硫时可以向根外

排泄
.
在缺硫营养液中

,

苗木从根部吸收不

到硫
,

从气体中得到的硫
,

除供体内需要外
,

剩余无几
,

外排量就少
.
由此看来

,

空气中适

当浓度的 so
:
是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的

.
当

其超过生命代谢需要时
,

可以通过根部排出
,

从而起到净化大气的作用
.

(二 ) 苗木叶片中硫
一

35 形态分析

飞q 被叶片吸收后
,

70 一80 多 呈水溶性

状态存在
.
据有关资料记载[31

,
5 0

2

必须转变

为 50
礴一 2

形式再活化成 3
‘一

磷酸腺昔
一
5
‘一

磷酸

酚硫酸 PA PS 后才能被植物同化
.
因此

,

水

科 学
.
37
.

溶性硫可能是以活化了的和未 活化 的 so 厂
;

或 50护 形式存在于植物体内
.

对含硫氨基酸分析表明尸七O
:
进人植物

体后有 5多 左右转化为氨基酸成分
,

有些硫

可能参与某些辅酶如辅酶 A 、

焦磷酸硫胺素

的合成代谢
.

(三) 苗木叶片汁液的 pH 值与 其 吸 收

50 2量的关系

在同一土壤上生长的几种苗木
,

叶片汁

液的 pH 值不同
,

吸收 s仇 量就有差异
.
汁液

pH 值越高
,

吸收 50 :量也越多
,

吸收 Sq 后

叶中汁液 声 值都下降
,

吸收 so j多的 pH

值下降就多
,

有类似酸碱反应过程
.
但不同

苗木下降程度有差别
.

(四) 高浓度 50
:
对苗木的影响

苗木吸收高浓度 50
:
后

,

叶绿素含量就

减少
,

如白蜡减少 31
.
76 并

,

旱柳减少 3
.
98 关

,

侧柏减少 20
.
1务

,

不同苗木减少程度也不同
.

在苗木熏气过程中
,

我们发现旱柳出现

症状最晚
,

而油松出现症状最早
,

几种阔叶树

出现症状都比针叶树晚
.
这说明阔叶树比针

叶树抗 50
刁

能力强
.
旱柳 pH 值高

,

吸收 50
2

量大
,

叶绿素破坏轻
,

症状出现晚
.
这就是为

什么柳树能在 S。
:
污染厂区生长正常的原因

.

三
、

结论
1
.
苗木可以通过气孔

、

皮孔
、

叶痕吸收

50 2, 在苗木体内 飞 大部分以水溶性状态存

在
,

5 多 左右转为含硫氨基酸成分
.
飞 参与

体 内代谢活动
,

代谢活跃的部位飞 的 量 也

大
,

体内多余的硫可以通过根系排 出体 外
.

适当浓度的 50
2
是苗木可以吸收利用的一种

根外营养
.
这是苗木在净化大气中的特殊作

用(吸收
、

利用
、

排泄)
.

2
.
苗木叶片 pH 值与苗木对 Sq 的吸

收量和苗木症状出现的时间关系 密 切
,

p
H

值高
,

吸 so J 量大
,

症状出现晚
,

在选择抗

50 2 树种时
,

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

3
.
柳树对 Sq 的吸收量大

,

对正常生长

影响小
,

是理想的净化 Sq 的树种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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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防噪声硅橡胶耳塞的研究
木

曹 永 兴 周 庆 立

(南京大学化学系)

耳塞是防噪声重要而又经 济方 便 的 措

施
.
当前

,

国内外的防噪声耳塞种类繁多
,

其

中以美国的 v 一 s l R 型和 日本的劳研式 为代

表
,

平均隔声值分别为 24 及 22 分贝 ;国内的

防噪声耳塞隔声效果不够好
,

佩戴时感到不

够舒适
,

塞紧时感到压痛
.
我们知道

,

耳塞的

隔声效果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
( l) 耳塞与

耳腔的密合程度
,

密合性愈好
,

隔声愈佳;(2)

耳塞材料的性质
.
前者比较重要

.
因此

,

国

外高质量的耳塞是在佩戴者的耳道中直接成

型的
.
其形状和大小完全和耳道密合一致

,

隔声效果好
,

佩戴时也比较舒适
.
我们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协作
,

进行了一

系列提高 R T V 硅橡胶性能的研究
,

最后研

制成一种符合制作耳塞用的硅橡胶

—
NH-

78RTv硅橡胶.
N H

一
7 8 R T V 硅橡胶的研制

R T v 硅橡胶的化学结构是末端 带经 基

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

分子量 3一6 万
.
聚二甲

基硅氧烷的分子在 自由状态 时 呈螺 旋弹簧

状
,

分子间引力很小
,

受力易相互错移
,

所以

粘度小
,

流动性好
.
但硫化成橡胶后

,

其强度

很低
,

不适于制造耳塞
.
通常是在硅橡胶中

加人相当数量的颗粒极细
,

比表面很大的合

成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作补强剂以提高机

械强度
.
但是

,

加人这种白炭黑后硅橡胶的

粘度往往变得很大
,

失去原来的流动性
,

有时

甚至会产生结构化 (即硅橡胶与白炭黑产生

反应
,

完全失去流动性 )
.
这种硅橡胶不适于

作注人耳腔中成型的材料
.
分析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
,

是由于气相法制得的白炭黑表面

上带有轻基
,

并吸附有少量的氯化氢
,

因此呈

酸性
.
在酸性催化下

,

硅橡胶末端的经基可

以和白炭黑的独基起反应
,

使粘度变得很大
.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
,

国外曾提出山 对白

炭黑进行表面处理
,

其作用原理可用下式表

示 :

(e H
3
)
3siN H si(e H

3
)

,
+ Z H

Z
o 之

2(e H
3
)
3Sio H + N H 3

H O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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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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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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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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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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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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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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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0 0 5 1( e H

3
)
3

经过这样处理后的白炭黑
,

其表面的羚

基被三甲基硅氧基(C H
3
)3s iO 一置换了

.
(C H

3
入

510一是一个憎水基团
,

它的结构与硅橡胶相

似
,

所以经过这样处理后的二氧化硅具有憎

水性
,

对硅橡胶有很好的亲合力
,

能非常均匀

地分散在硅橡胶中
.
在 100 份(重量)硅橡胶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高文元
、

肖建

平参加部分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