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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生物学研究十年

王 德 铭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我国环境生物学工作的开展可以 � , � � 年 为分

界线
�

� � � � 年以前工作是零星进行的
,

并且未成体

系
�

� � � �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以后
,

不

但这方面工作有了蓬勃开展
,

而且逐步形成了体系
,

在我国环境科学的庞大体系中
,

组成了环境生物学

这一分支学科
。

在我国较早提出环境生物学的是中

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
,

该所于 � � � � 年编辑出版

的内部刊物
《
科研报道》第二期

,

注明为环境生物学

专辑
,

共收集刊登综合评述
、

调查研究报告
、

分析测

试技术以及译文等 �� 多篇
,
对陆地生态系统方面的

环境生物学工作提 出了展望
�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于 � �  , 年编写油印了
《
环境生物学基础知识

》

教材
。

王德铭 �� � � � �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 “环境科学

理论研究座谈会
”

上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环境生

物学
,
指出了环境生物学的核心部分是生态系统

,

并

提出了我国在环境生物学方面需要研究 的 各项重

点
�

曲仲湘教授 � � � � �
, � � �。 � 撰文介绍了环境生

物学的兴起和展望
�

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
、

高等

院校
、

农林科研单位
、

环保科研单位等在污染生态

学
、

生物净化和生 物降解
、

污染物的生物效应和生物

监测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
,

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

究报告和文献综述
。

一
、

从低等到高等动物
,

陆地到水

生生物
,

动物到植物广泛开展了污

染生物效应研究

在生物效应研究方面
,
王钦南等 �� � � ��研究了

抗癌新药 —平阳霉素
,

用极低浓度处理蚕豆幼根
,

即可引起大量染色体畸变
,

认为此药是强烈的环境

诱变剂
�

浙江医科大学农药研究组 �� � � � �用 � �� ��

大白鼠做取代硫尿类农药的致畸试验
,

发现螟铃畏

��
� � � � � �� 致畸

,

眯基硫腺 ��
� � � ���� �� �  �� � 和 � �

甲氨基 硫服�� ��
� �  � �� � �� � � �� � �强烈致畸

�

用 �
�

�一
�

�

� 毫克 �只有机磷农药乐果口注剂量给药后一周
,

能产生小白鼠骨髓细胞遗传损伤 �刘 明 哲
,
�� � � �

�

受孕第 ‘天至第�� 天大鼠 口服 � �� 一� �� 毫克 �公斤

甲节菊醋有明显的致畸效应 �丁训诚等
, � � � � �

�

张

桥等 �� � � � �用 ��
�� 法检测 �� 种农药的致突变作

用
,

发现敌敌畏
、

敌菌丹
、

百菌清与和谷隆有致突变

活性
,

但这种作用对于人类的意义还有待阐明
�

何素

云等�� � � , �认为杀虫双对小白鼠的致畸敏感期为器

官发生期
,
此时期经口给杀虫双 �� 毫克 � 公斤

,
畸胎

率为 �� 万
,
致畸指数为 � �小于 �� 属不致畸范围�

�

刘焕文 �� � �  �报道了氟化物慢性中毒使 山羊

生长发育受阻
,

经济价值下降
�

刘喜悦 �� � � � �介绍

了土壤动物和昆虫
、

两栖类和爬行类
、

鸟类和兽类对

污染的效应
�

汪家熙等 �� � � � �研究了氟化物在蚕

桑生态系统中的积累和转移规律
,

并对各个环节提

出采取措施的建议
�

云南林学院环境保护组 �� � � ��

通过对若千氟污染源的调查研究
,

认为不同情况下
鳅污染的危害途径很不相同

,
列 出氟污染对星轰系

统影响的模式图
�

还有人认为组病区的形成及其流

行特点是与土壤碱化过程有直接关系
�

陈子涛等 �� , � � �试验了 �� 种农药对水中菌藻

的毒性
,

发现农药从植株和土坡进人水系后能改变

水中藻类的相对丰度
,

使不耐污的种类及数量减少
,

耐污藻类增加
,

有的还抑制搜盖水田 表面的固氮蓝

藻生长
,

使水田中含氮量降低
�

林毅雄等 �� � � ��测

定了小球藻富集 � � � 的能力
,

发现藻类细胞能迅速

从周围水体吸附 � � �
。

吴景初 �� �  ! �报道了铜锈

环梭螺对镜有很强的富集能力
,

随着锡含量在螺体

内的升高
,

机体内铜的含量迅速下降
,

认为铜含量降

低在痛痛病发病中起何作用
,

值得研究
�

张烈上等

�� � � � �测定了 � 种农药对河蟹苗的致死浓度
,
�� �

乳剂 �� � ,
�� � 乳剂马拉松

,

�� � 晶体敌百虫对

河蟹苗毒性最大 � �� � 粉剂乐果次之 � �� � 乳剂稻

瘟净
,
�� � 粉剂稻脚青毒性最弱

�

胡泅才 �� � � 。,

� , � � �观察了硝酸稀土对鱼类和任的毒性影响
�

周永

欣等 �� � ��
, � �  �� 通过对金鱼 ��� 天慢性毒性试

验
,
发现六六六�

�

� � � � 值浓度时
,
生长明显受抑

,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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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成熟延迟
�

他们还研究了铜
、

汞
、

锡
、

六六六和对

硫磷对食蚊鱼生长的影响
�

丘 昌强等�� � �。�报道了

石油正构烷烃在鱼体各器官中积累规律及其从鱼 体

中释放降解情况
�

庄德辉等 �� � � 。�在循环流水 装

置中测定湘江株洲段霞湾港排污 口 及其下游底泥对

鲤
、

螂鱼
、

小划椿
、

扁拌
、

四节蚌 �水生 昆虫�
,
大型 中

镖水蚤都有很强毒 性
�

顾 曼如 等 �� � �� � 用 极谱

法测定了铜对原生动物呼吸速率的影 响
�

李 辛 夫

�� � � � �试验了丁基黄原酸钾对泥鳅和黑 斑蛙胚 的

毒性
,
张瑞涛等 �� � � � �对白鳞

、

草鱼
、

鲤鱼试验表明

氟化按的毒性最强
,

其次为氟化钾和氟化钠 �� 小

时 孔 � 值分别为 �
�

石� � � , 夕
�

� � � � , � �
�

� � � � � � 畸

形草鱼含氟量平均为 �钊 �
�

� �� �
,

最高检出值达

夕� �  � � � ,

相当对照鱼的 ��� 一� �� 倍
�

丁树荣等

�� �  � �研究了银对鲤
、

金鱼的急性毒性及其在鱼体

内的积累和分很 姜礼 熠 ��夕� � �探讨了农药对鱼

类的毒性影响
�

其他如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动

物研究所
、

水生生物研究所
,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

究所
,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
各省

、

市 环

保所
、

水产所
,

高等院校以及卫生防疫机构等也都分

别进行了海
、

淡水生物对几种放射性核素
、

重金属
、

农药和其他有机污染物的积累
、

富集
、

分布和排除等

试验研究和毒性影响
,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
�

在

原农林部的领导下
,

很多水产科研单位通过大量试

验研究
,
制订了

《

渔业水质标准�试 行�
》 �

社 叼 岁以上的 � �
,

�� � 人血压普查和相应地点水源

的硬度和钙
、

镁含量测定
,

发现男性高血压患病率与

水中含镁量呈负相关
,

同时也指 出镁对高血压病的

发病起多大作用
,

还应进一步研究
�

其他如卫生院

校
、

卫生防疫机构和 科研单位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调查和研究
�

二
、

生命科学研究获得可喜的进展
、

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
,
冯子 道 �� �  � �探 讨 了

砚

关于环境生命科学的研究
》

�

蒋九余 �� �  � �论述了

我国地方性心肌病的发生
,

是需要大量核黄素的人

群个体在食物链缺铂
、

低硒
, � � 犷过量

,

某些酶的活

性受到影响以及组分发生变化
、

代谢异常
、

一些组织

功能失调和损坏等条件下发生的
,

提出了地方性心

肌病的分子生物学模型
�

他建议病区采取综合防治

措施
,

有效地调整环境元素 物质与体内金属蛋 白的

平衡
�

朱梅年�� � �� �认为克山病水土病是一个包含

多种因子的复杂的矛盾集合休
,

而钥很可能是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建议在病区农作物和扬花

季节
,

喷洒稀铝酸按液�一般为万分之五�
,

提高作物

的铂与铜的比值
,
促进作物中 �叮 和 � 。

� 一
向 氨

基酸转化
,
改善作物质量

�

李继云等 �� � ��
, �� �  �

、

侯少范等 �� � � � �研究了低硒环境与大骨节病 的 关

系
, 口 服亚硒酸钠对大骨节病或补充硒

一� � 对干衡

端大骨节病变均有明显疗效
�

广东省饮用水硬度与

健康关系科研协作组 �� � �� � 通过对 � 个 县 � 个 公

三
、

发现了有用的指标和指示生物

应用于水污染的生物监测和评价

在水污染的生物监测和评价方面
,

除了进行文

献综述 �王德铭等
, � �� 氏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室环保组
,

� � � �� 崔玉衍
, � � � � �外

,
还应用鱼脑胆碱脂酶

、

血

清转氨酶
、

鱼血褚
一
氨基乙酞丙酸脱水酶

、

毒物对鱼

乳酸脱氢酶同功酶谱的影响
,

进行监测试验 �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
一

研究所
, � � � � , � �   � 杨端 � � � � ,

� , � � , � �� ��
�

应用鱼类
、

底硒动物
、

藻类和微生物

也分别对许多河流进行监测评价 �王 士 达 等 � � � � �

刘保元等
, � � � �

、

谢翠 娴
, � � �� � 黄玉 瑶等

, � � � � �

高纬等
, � � � � � 祝玉坷等

, �夕� � � 颜京松等
, � � � � � 祀

桑等
, � � � �� 湖北省水生所六室

, � � � �� 中国科学院

动物所昆虫生态室环保生态组
, � � �七 青海生 物 所

生态室水生物组
, � � � � �

�

湖北省水生所六室 �� , � � �

还提出了 �� 湖污染调查报 告 斗篇 � 北 京环保所

�� � � � �研究了河流的 自净作用 �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生态室环保组 �� � � � �报道 了 � 河污染的生物学调

查
�

王士达等 �” � �� 认为官厅水库建成 �� 年来底

栖生物的丰富与水库的逐步富营养化有关
。

贺锡勤

等 �� � � � �调查了上海 �西区 �废水对长江 口鱼类的

影响
,

认为死鱼主要由于污染而引起的水 中溶氧不

足
,

并与氨氮和铜超过鱼的安全浓度有关
�

杨惠芳

等 �� � � �
 研究了蓟运河下游河段中汞的生 物 甲基

化和抗汞菌的分布
.
在海洋污染方面吴宝铃 (1980)

报道了中国海首次发现污染研究实验生物
—

毛轮

沙蚕(O砂即。 z r o c 五a 户u示l, s

)

.

孙道元等 (1975)讨论

了小头虫 (c
a脚, 。

ll
a e a 州Iata

) 作为沿岸近海水域有

机污染指示生物的优点
.

范振刚 (1978) 从潮间带

生物群落组成及其变化评价了潮间带的环境容量
.

谭燕翔等 (1982) 研究了毛柑作为海湾汞污 染的指

示生物
.

还有指 出异养菌数/耐铬菌数可作为胶州

湾潮间带和沿岸区铬污染的一个重要指数(陈皓等
,

1 98
1

)

.

陈宽智(1979)对 4 种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

测 量进行了探讨
,

认为野外取样
,

如何在合理使用人

力条件下得到有代表性的样品是个关键
.

全国还有

不少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
、

水域管理和环保监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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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水域污染生物监测及环境质量的生 物评价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

四
、

生物治理在水污染防治中发挥作用

生物降解和生物净化方面是我 国 近 10 年来非

常活跃的领域
.
一方面是大量的废水和污水需要处

理
,

其中有很多是应用了生物净化处理方法;另一方

面
,

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

如

利用藻类和藻类转盘处理印染废水(山西针织厂等
,

1 9 7 6 ; 南大生物系
,

1 9 7
7; 祝玉坷等

,
1 9

79 )

.

李祖

义等 (1979) 报道了石油酵母废水经完全 混 合 式活

性污泥法或生物接触氧化法二级生化处理可以达到

国家规定的工业企业排放标 准
.

王世聪(1979)还改

进了生物转盘 中微生物的分类和计数方法
.

湖北省

水生所 四室 (1976) 出版了
《
废水生物处理微型动物

图志
》.

中国科学院水生所六室 (1981) 进行了化工

厂生化中试池微型生物的观察
。

上海石油化工总广

污水处理厂
、

科学院水生所五室 (1夕8 1
) 对藻类氧化

塘进行T 初步研究
.

张 甫元等 (197夕
,

1 9 5 0
,

1 9 5 1
)

研究了水生态系统 中有机磷农药生物净化的机理和

六六六的转移和 归趋
,

探讨了氧化塘法净化有机农

药废水的机理
.
邓星明等 (198 0 ,

1 9 8 1
) 报道了一种

降解石油烃的淡水藻类
—

坑形 席 藻 (神
口二idi

“ 哪

fo , ol , “。
) 藻菌共生系统净化炼油以及炼油污 水

硫化物含量对生化处理的影响
。

昊人坚 (1981)探

讨了水体富营养化和水花蓝藻的控制问题
。

中国科

学院植物所二室环保组 (1981)还对北京 东 郊地区

高等水生植物净化能力进 行了调查和试验
.

戴全裕

(1982) 认为水生植物对重金属元素的吸 收 可 分 为

三类: 不足量吸收
、

适量吸收和过 量吸收
,
后者应是

环保工作研究的重点
。

王淑华 (1980) 报道了双壳

类对浑浊海水的净化作用
。

钱秉钧 (1982 )对生物流化床处理技术 进 行了

探讨和展望
。

浙江省环保所 (1981) 和科学院水生

所等 (1981)分 别进行了生物流化床处理印染 废 水

和炼油废水试验
.

刘学功等 (1981)试验了活性炭

吸附生物氧化法
,

认为此法除了净化废水外
,
还可再

生活性炭
.

余淦申 (i , 8 2
) 探讨了提高印染废水生

物处理的问题
.

水振华 (1982) 进行了中温厌氧消

化法处理 白酒废液试验
.

碱法草浆中段废水也进行

了有效的生化处理 (浙江省民丰造纸厂
,

i , 8 1
)
.

邓

家齐等 (1981) 报道了细菌转化对硝基氛苯的研究
.

利用筛选菌种
,

采用兼性厌气
一

好气两 步 法处

理三硝基甲苯和二硝基苯混合装药污水(T N T 污水

生化处理试验组
,

1 9 8 1
)

.

杨彦希等 (1980) 筛选到

三株 降解黑索金的细菌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 究

所等分离到八株细菌用于 T N T 一
D N N 混合 装药 废

水的生产性试验
,

还进行了降解硫氰酸盐的细菌研

究 (谢树华等
,

1 9 8
0; 中国科学院 微生 物 研 究 所

,

1 9 8 0 ; 解海军等
,

1 9 8 0 )

.

陈健斌等 (1980)研究了

含酚废水生物处理中的优势酵母及其特性
.

周群英

等(1980)进行了活性污泥球衣细菌的研究
.

谢淑敏

等 (1980)研究了膨胀活性污泥中的丝状菌类
.

中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1981)进行了有关维尼

纶工业废水中丝状菌生长条件
, “丝状菌膨肥

,

的生

态因素和防治的试验研究
.

蒋立锐 (1981)研究了用 10 % 的聚丙烯酞胺凝

胶包埋假单胞杆菌 B,

菌株
,
细菌的酶活力是自然菌

体酶活力的将近一倍左右
,

经固化上柱后的细菌半

衰期为 20 天左右
.

中国农林科学 院原子能利用研

究所(1977)应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方法证明生物膜

在适宜条件下对佩化物的净化作用相当全部净化作

用因素的 油%
,

大量的氛化物参与微生物 的代 谢
,

肯定了生物膜能持续地处理含氰的污染物
.

部扬善

等 (1980)探讨了生物接触氧 化的有关机理
.

上海

高桥 化工厂等 (1977) 还采用水解
一
生化两级法处理

丙烯腊生产污水
.

研究农药在土壤中的降解 机 理

和过程也为污水生物治理提供 了参 考
,

如 张 水铭

(1982) 研究了六六六在土壤中的降解
,

认为其过程

与 D D T 相似
,
在早地土壤中降解是直接 脱 H cl 生

成五抓环己烯
,

在淹水土壤中首先还原性脱氯生成

五氯环己烯中间休
,

后进一步脱 H cl 生成四抓环己

烯
.

顾宗滚等 (1950) 也研究了湿润土壤中微生物

对六六六 的降解作用
.

此外还进行许多细菌
、

酵母

降解废水和杀灭水中病毒的试验 (马瑞霞等 l , 8 0;

中国科学院 微 生 物 研究 所 等
,

1 9 7 7 ; 翁 稣 颖等
,

1 9 8 0 ; 贵州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

1 9 8 1 ; 陈健斌
,

2 9 5 1 ;

凌波
,

1 9 8 1
)

.

五
、

大气污染与植物在应用和机理

研究中有较大进展

北京市造林绿化净化大气科研协作组(1975) 从
1, 7 呼年开始

,

以一个工厂为中心
,

对其附近绿地与

非绿地空气中50:浓度变化规律
,
不同树种吸收 S。 ,

的能力和受害症状进行调查测定和分 析
.

田 砚 亭

等 (1981) 采用同位素示踪法和熏气处理等法 研 究

50 ,

对树木的影响和树木对 50 ,

的吸收
,

试验证明

树木在一定忍耐限度内
,

能大量吸收大气中的有害

气休
,

并在代谢过程中转 化为无害物 质
.

中国 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等 (1981) 曾进 行 了 动 态 熏 气箱



环 境

50 :动态熏气试验
.

冯采芹等 (1982)据实验和测定

结果估算
,

巧 年生的侧柏林
,
每公顷每 月可吸收 S仇

朽
.
, 公斤

,

每平方米的侧柏林每天可净 化 50 :
约 20

毫克
.

蒋美珍等 (1982) 分析了西湖环湖绿化树的

叶片
,
估算树木对 50 ,

的净化量
.

筛选较好的 净化
50 : 树种

.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等调查测定了 绿化植

物减轻大气氟污染
、

绿化林带吸滞粉尘以及绿化植

物减少空气含菌量的效应
.

汪嘉熙等 (1981)
、

高绪

评等(1951)
、

潘如硅等 (1951)
、

唐述虞等(1951)
、

李

正方等 (1981)还进行了抗污
、

吸毒及敏感指示植物

的选择试验以及植物叶子吸氯
、

某氮肥厂绿化树种

吸 50 :、

某磷肥厂植物抗 氟
、

吸氟和大气污染指示植

物筛选监测试验
.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1978) 对南

京市区连续进行两次夏季观测
,

初步认 为城市绿化

可调节气候
.

何绿萍等 (1980) 比较了绿地和不同

类型用地的降尘量
、

飘尘量以及不同类型的减尘效

应
,

推荐了防尘树种和提 出了关于防烟尘绿地布局

的设想
.

李学典 (198。) 讨论北京的绿地现状
、

绿化

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
.

通过对两个绿化情况不同的

小学环境调查
,
绿化较好的小学学生主 见症状

、

皮温

脉搏
、

血压
、

上呼吸道等都 比绿化差的小学学生情况

好
.

中国科学 院林业土壤研究所 (1978) 调查了辽

宁省抗 烟尘的主要绿化树种
,

认为以树木进行生物

监测时应选择对有害气体敏感
,

受害后叶大量脱落
,

但短期内能迅速恢复生长的树木
.

沈阳市园林科学

研究所环保室 (l, 8 0 ) 测定了 12 年生早柳每公顷每

年可滞尘 18
.
1 吨

,

20 年生桑树每公顷 滞 尘 抢
.
好

吨
,

20 年生家榆每公顷每年滞尘 16
.
13 吨

.
旱柳吸

硫量 242
.
6斗公 斤/公 顷

·

年
,
桑树 188

.
57 公 斤/公

顷
·

年
,

加杨 159
.
8 , 公斤/公顷

·

年
.

余 叔 文 等

(1979
,

1 9 8 0
,

1 9 8 1
,

1 9 8 2
) 系统而较深人地进 行植物

对 50 :
的反应和抗性研究

.
杭州植物园(19 78 )也进

行了 so
:
对树木叶片组织的危害试验

.
江苏植物所

(1978) 用唐葺蒲监测一磷肥厂周围大气污染状况
,

认为不但可以定性
,

而且可达粗定量水平
.

从植物

叶片中氯
、

硫含量与叶龄和季节关系的初步分析中
,

郁梦德 (1980) 建议采用对污染物质敏感
、

生理活动

旺盛的成熟叶或老叶
,

或者是两者的等量混合来分

析
.

邓瑞文等 (1981) 通过调查发现空气中含汞量

与化工厂周围植物叶片含量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

含

汞量叶片> 根> 茎 > 籽粒 ; 土壤与植物根和叶含汞

量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

而空气中汞与厂周表土含汞

量呈正相关
.

植物叶中氟的积累主要同大气氟污染

相关
,

认为以加杨为指示植物对大气氟污染进行定

量监测是可 行的 (武夏萍
,
”81)

。

科 学 4 卷 6 期

汪嘉熙等 (1978) 综述了植物在监测大气 污染
中的作用

、

大气污染指示植物的选择以及利用指示

植物的方法
.
陈国阶 (1979

,
1 9 8 1

) 探讨了植物对大

气氟污染的抗性和耐性以及植物对化学元素的嗜好

和讳忌
.

朱成路(1978)也报道了植物对氟化氢气体

的净化作用及其抗性问题
.
吴鹏程等(1979)综述了

影响苔醉植物对大气污染反应的因素
,

介绍了附生

苔辞植物对大气污染反应的形态和生理特性以及利

用苔辞植被测定大气污染的方法
.

王焕校等(1980)

设想造林绿化应以常绿植物为主
,

适当间种落叶植

物
,

并尽可能栽种有经济价值
,
如观尝植物和花卉

、

用材树种
、

特种经济树种或果树
,
以达到一材多用

.

余叔文等 (1981) 编辑出版了大气污染伤害植

物症状图谱
.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1977
,

1 9 7 8
) 编的

‘
城市绿化与环境保护

》 、《
防污绿化植物

》 ,

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1978) 编的
《
环境污染与植物

》
对于

普及这方面知识
,

促进科学研究和大气污染的生物

监测和净化工作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

全国很多植物园
、

高等院校
、

科研单位
、

工厂在

大气污染与植物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

值 得 指 出

的
,

美籍华裔马德修教授创建的紫露草 (介
a
翻

。
幼ti ‘

如lu do 招) 微核技 术在我国也已开始应用
,

它不 仅用

于监测大气
,
而且还可用于水

、

土
、

食品以及药物质

量的监测 (陈登勤
,

1 9 8 2
)

。

六
、

农田环保科研获得丰硕成果

在农田环境保 护方面我国做了许多工作
.

蒋德

富等(295一) 研究T Cr‘
+ 对冬 小麦 62呼6 发芽及根尖

细胞有丝分裂的影响
.

董克虞 (1981
,

1 9 8 2
) 通过

12 种供试作物发现作物体内含锡量与投 加量 呈 正

相关
.

不 同作物可食部位含锡量各异
,

作物不同生

育期单位干物质内含锡量变化不大
,

吸收总量随干

物质的累积而增加
.

不 同作物吸铺能力差异 很大
,

土壤锡含量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吸收 累积有一定相

关性
.

吕春元 (1, 8 1 ) 还发现已 被锡污染或受威胁

的土壤选择种植作物很重要
,

马粪一类有机物能提

高土壤固定锡的能 力
,

粉煤灰降低锡 的活性效果亦

较明显
.

‘今‘

铺能被水稻根系和叶片吸收
,

在稻株

地上部和地下部之间的分布有明显差 别 (邝炎 华
,

1 9 8 1
)

.

瞿爱权等 (198。) 发现含汞 2.5毫克/升开

始对水稻
、

油菜生长有抑制作用
,

汞在水稻各器官的

分配为根 > 茎叶> 壳> 糙米
,
含汞0.00 , 毫克/升灌

溉水
,

土壤表层即有汞积累
.

林舜华 (1981) 研究了

汞
、

锡对水稻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

光合比率约减

少 50 % 时
,

叶片的表面 伤害可达严重受害的界限
,



卷 ‘ 期 境

光合比率下降导致了产量及千粒重的降低
。

樊德方等 (1981) 初步检测结果表明
,
土壤中砷

的含量与稻谷中残留砷量无显著相关性
,

长期使用

有机肿农药后对土壤的污染影响尚不明显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977)研究了土壤砷 污 染及

其防治
,
认 为无机砷化物主要影响水稻的营养生长

,

破坏土地的生产力; 有机肿类农药主要影响水稻的

生殖生长
,

导致水稻 的不实
,
或形成畸形稻拉

,

认为

水改旱的方法
,

是改 良砷污染土壤的一种措施
.

陈

忠余等 (1978) 也探讨了减轻作物砷害措施
,
提出水

改旱
,

改良耕作制
,
客土换土改良法

,

增加土壤固砷

能力
,

降低水溶性砷的危害
.

高拯民等 (1980) 通过

野外调查和盆钵试验
,

应用多种测试和实验方法研

究了在石油污水灌溉条件下
,
环境中致癌物苯并 (:)

龙对水稻可食部分的影响
,

认为在 自然条件下
,

水稻

的外来苯并 (
二

) 龙污染源主要是大最飘尘
,

而水一

土壤是次要的
.

他们的模拟实验也表明
,

水稻根系

难以将吸收的苯并 (
:
)花转移到地上部分

.
或者转

移后绝大部分在代谢过程中被同化或降解
,

在籽实

中极少积累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l 977 ,
1 9 7 9

)

栽培试验中用不同浓度酚水浇灌小麦
、

玉米
、

水稻
,

发现土培浓度增至 50 0 毫克/升
,

水培浓度增至 25 0

毫克/升时
,

作物的生长受到抑制
.

他们还研究了灌

溉水中佩对水稻和 小麦的影响
.
陈子元等 (197夕) 研

究了六六六在水稻上的残留
,
发现 65 % 残留物存在

稻壳和米糠 中
,

如果作为家畜
、

家禽的饲料
,

将会通

过食物链
,

从畜禽产品进入人休
。

瞿爱权等 (1982)

认为在小麦灌浆期不宜施用六六六农药
.

徐瑞薇等

(1982) 调查某地三氯乙醛对花生
、

玉米等作物的危

害
,
发现受害症状主要表现为生长严重受抑制

,

建议

用废酸制造土磷肥时
,

必须严格检测原料与成品中

三氯乙醛等有害物质的含量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通过调查和试验
,

发现某地农田污染和秧苗

致死的毒物是二苯醚
,

指出利用城市和周围河泥作

肥源时
,

必须注意检测各种易于在底泥中积累的毒

物
.

钱文恒等 (1981) 监测了受害半年后土壤
,

大部

分二苯醚 已降解
,

不致对秧苗和水稻生长产生明显

影响; 对于此类轻度污染的农田 ,

建议采用少灌勤

灌
,

干湿交替等措施来减轻对水稻的危害
.
标记二

氯苯醚菊醋单次或多次摄人
,
在作物体内的主要代

谢特点是迅速吸收和排除 (朱寿彭
,

1 9 8 1
)

.

郑银徕

等 (1980) 发现氮肥增效剂眯基硫腺在水稻 茎 叶 和

土壤中主要降解物为二氰二胺和 3 ,
5 二氨基

一
1

,
2

,
4

噬二哇
.

樊德方等 (1981) 检测了在喷雾拨浇情况

下
,

施药间 隔期 20 天以上按常规施药 浓 度 (25 % )

料 举
.

‘5
‘

水剂 1
.
, 一2两/亩

.
喷药次数在三次以内的糙米中

未发现杀虫眯残留
,
但在糠中可发现一定量药物

.
在

施药情况下
,

夏增禄 (1980)发现小麦籽校和土壤中

D
DT 呈正相关

,
但六六六不相关;在未施药情况下

,

小麦各部分对土壤六六六的吸收以根最高
,

茎叶稍

低
,

籽粒最低
.

水稻吸收土壤中的 卜
’‘

c 正十六烷

是随土壤中正十六烷含量的增 加 而增 加
,

分 配在

籽实中的
’

℃
,
约有 92 % 转化为高 级 塘 (陈锉荣

,

1 , 7 9
)

.

孔庆芳 (1981) 认为小麦各部位的含报量 与 氟

污染源的距离呈负相关
,
与大气氟浓度呈正相关

.
张

秀峰 (1981) 报道蔬菜中含氟量的增高主要 因 素 是

大气 中氟化物的含量
,

各部位比较是叶 > 根 > 茎>

果;食前清水洗涤
,
一部分氟会被水溶 出而不进人人

体
.

刘纪昌 (1981) 报道了土壤对气态氟化物的吸

收能力是相当强的
,
吸氟量因土壤质地

、

有机质含量

而异
.

胡荣梅等 (1981) 研究了土壤含氟t 的特点
,

提出根据土壤中水溶性和全氟的分布
,

可以估计大

气氟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1, 7 8
) 对含 粼污

水灌 田试验进行探讨
,
建议全国的指标定为两个

,

干

早区仍保持3 毫克/升以下不变
,

湿润区(除个别含

氟矿区外)则建议提高到 3 毫克/升以上
、

5 毫克/升

以下的范 围;在自然氟中毒的地区
,

一般应禁止用含

氟污水灌田 ,
以免加重氟地方病的危害

.
曹洪法等

(l 9夕9 ) 提出了农业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定量 方法
.

陈涛等 (198 。,
1 , 8 1 ) 认为石灰可有效地抑 制水稻对

酸性重金属废水污灌的土壤中锡的吸收
.

李凤珍等

(1982) 报道了在废水灌区的稻田土壤中
,

存在着适

应于 废水灌溉条件的微生物群
、

土壤酶系等
,

在一定

条 件下能消除石油废水中酚和硫的有害影响
.

刘期

松等 (1夕8 1
) 研究了石油灌区的土 质对微 生物不产

生巨大影响
,

认为根据油的多少
,
增加氮源可加速油

的降解
.

中国科学院水生所六室化学组 (1, 8 1
) 还进 行

了严家湖氧化塘底泥用作农业肥料的试验
。

李宗铁

(1981) 报道了图门 江尾矿砂污染对农田 土 壤 及水

稻生产危害的研究
.

王德铭 (19 81 ,
1 9 8 2

)

、

陈玉谷

等 (1981)
、

赵殿五等 (1981) 还论述了生物 能源问

题
。

七
、

自然保护开始得到重视

在保护大 自然
,
自然保护区

,

改造沙漠等方面有

不少论述 (胡舜士
,
”78 ; 王献溥

,
1 9 7 8

,
1 9 7 , ; 朱

靖
,

1 9 7 5
,

2 9 7 9 : 金鉴 明
,

2 9 5 0 : 王 德铭
,

1 9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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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
、

农牧渔业部
、

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中国科学院以及教育部等系统均做了大量工作
.

自然保护包括对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 的 保 护
,

它 的中心任务是保护增殖(可更新 资源)和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人类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产物是

自然资源
,

它的物质内容由于人类生产力的逐步发

展和提高而不断扩大
,
如很多伴生矿物

,
最初往往被

人们丢弃
,
但是以后发现了它的用途

,

又发展了选矿

和冶炼技术
,

这些伴生矿物成 了新的自然资源
.

对

于自然保护的对象尚有不同的认识
.

如有人认 为除

了人及人工建筑外
,

凡有价值的人类活动对象都包

括在 自然保护范围之 内
。

也有人认为保护 自然是维

持人类所能发挥最高潜在可能性的各种条件
.

还有

人认 为自然不仅是保护原始的 自然和接近原始的 自

然景观
,
或是保护构成自然的动

、

植物
,

以及需要保

护的地学对象
,

而且应努力把人类 活动造成 的不良

环境改造成为对人类有益的环境
。

此外
,

也有人把

自然保护对象具体列为: 要确保可再生的天然资源

的连续存在
,

在 自然灾害发生时确保在本国范围内

不受危害
,
保护水源的涵养

,

保护野外休憩和娱乐场

所
,

维持环境净化能力
,
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

确保物种的多样性和基因库的发展
,

保存学术研究

对象
,
保护宗教崇拜的对象

,
保护乡土景观等

.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人类赖以在存 的 基础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开发 自然资源的能力和强度

日益增强
,
地球上有些资源将越来越少

.
因此

,

许多

国家都十分重视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再生
.

我国人 口

众多
,

面临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更 为尖锐
.

按

人 口平均
,

我国一些自然资源 占有量显著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
,
耕地为世界人均数的三分之一

,

草原为二

分之一
,

水资源为四分之一
,

森林资源仅八分之一
在水资源的保护方面

,

要有效控制水污染
,
减少废水

量和废水中有害物质浓度
.

合理开发
、

利用水资源
,

加强统一管理
.

耕地在我国尤为珍贵
.

水土流失
、

沙漠侵袭
、

环境生态恶化都是历史上破坏森林植被

所造成的灾难后果
.

黄河中游丘陵沟壑区多年平均

土壤流失量
,
每平方公里达 50。。吨以上

,
严重的地

方高达每平方公里二万余吨
.

土壤的形成非 常 缓

慢
,

一旦流失
,

岩石裸露
,

寸草不 生
.

有土才有粮
,
土

若不存
,

人将焉附? 保护土地资源对于我们十亿大

国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

我国野生动
、

植物资

源由于滥捕滥伐等原因已遭受严重破坏
,

不少珍稀

动物已基本灭绝
,

还有 20 多种动物濒于灭绝
.

要加

强水土保持工作
,
扩大森林面积

,

严格保护珍稀
、

濒

危生物
.

I、
、

今后展望

纵观十年来环境生物学的发展
,

从初具雏型
,

不

断成长
,

目前在环境生物学领域的各个重要方面
,
均

巳有大量工作在积极开展
,

但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

的
.

今后似应重点开展:

人工生态系统的研究 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为中

心的生态系统均属人工生态系统
。

其中比较重要的

如城市生态系统
、

农村生态系统等
,

它们的稳定性没

有 自然生态系统强
,

很容易受环境因素或人类活动

影响的冲击
,
对之作 出反应而发生变化

,

由于它 们的

自我调节能力较低
,
遭受破坏后不易恢复;如何通过

人类的合理活动
,

打破这种相对的
、

暂时的
、

有条件

的动态平衡
,

使之从低水平 的生态平衡向高一级或

好的方面发展
.

面向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如何改造归的人工生态系统和塑造新的人工生态系

统
,

并且不断建立高产量
、

优质量
、

低消耗
、

环境美的

新的生态平衡
,
这是历史赋予环境生物科学工作者

的重任
,

应从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解决
.

自然保护 的研究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是整个

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社会繁荣的基础
,

通过人类

的长期活动
,

现已大量开发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
.

由于开发
、

利用的不合理
,
资源浪费

,
对周围环境产

生的破坏和污染
,

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是惊人的
.

因

此自然保护的效益是综合性的
,

不论经济
、

社会以及

环境效益都是巨大的
. 198。年 3 月 , 日在 我 国 首

都北京与世界 30 个国家同时发表的
《
世界 自然资源

保护大纲
》

提出的 3 个主要 目标: 保持基本的生态

过程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

保存遗传基因的多样

性以及保证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
.

这应该是

我们今后较长时期内要注意研究解决的
.

其中重点

可开展珍稀
、

濒危物种保护和增殖的研究: 对珍稀
、

濒危动
、

植物的个体生态
,

繁殖能力
,

保护对象维持

生命系统的最小面 积以及它们的生态保护途径和措

施等
,

需要组织力量大力进行研究;在建立和发展各

类 自然保护区的同时
,
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保护区

,

对其中物种进行系统调查
,

对保护区的功能进行深

人研究
,

并且要有定量化的概念来说明保护区的生

态经济效果
,
还要对其资源保护和利用

,
以及管理的

标准
、

技术和工艺进行规划和研究
.

其他如进一步着重研究污染对各类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及各级水平的影响
,

建立生态系统的生物

模拟和数学模型研究方法
,
制作污染生态模型

,
预测

预报污染对生态系统稳定性
、

群落结构和动力学
、

物

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影响
,

为制定优化环境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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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提供依据; 进一步研究各个生态系统内部和相

互之间的调节
、

控制和平衡
,
以及研究由于污染而引

起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变化对生物圈 生 物 资 源 的 影

响 ; 进一步加强对有关生物净化和生物降解的基础

理论和应用研究
,

建立和完善污染物生物效应数据

库和 生物样品库
,
加强毒物对生物 (包括人类) 的致

毒机理以及环境因素引起的癌变
、

畸变
、

突变的生物

学基础研究
。

臭氧 对 植 物 的 影 响 及 防 护

王 勋 陵
(兰州大学生物系)

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
,

即使在很稀浓度下
,
对植

物也都有毒害作用
.

五十年代
,

北美农林业中出现

一些莫明其妙的病害
.

例如烟草的
“

气候斑病” 、

葡

萄叶的“点彩窟
, 、

洋葱的
“

枯顶病”、

松叶的 “烧尖窟
,

和
“

x 窟
,

等
,

追查其原因
,

是由光化学烟雾特别是

臭氧引起的
.

这就引起了人们研究奥氧对植物影响

的兴趣
,

研究的范 围几乎涉及到植物学科的各个领

域
.

一一《户
‘’

资谈又
~

一犷叶

一
水溃状 膜质斑

一
色素斑

—
坏无

\ 卞谷
, 白斑

龚‘乡一

一
表示同时出现

一
表示症状的发属

图 l 受臭氧伤害的叶片症状发展图式

一
、

奥报对植物的影响

(一) 对植物形态结构的影响

1
.

外部形态

臭氧对植物外部形态的影响
,

特别是对叶片反

应的症状研究早 已开始
.

在污染现场或通过熏气模

拟实验均能观察到臭氧给 植物 带 来的 伤 害症状
.

Le db et te : 等将被臭氧伤害的症状分为坏疽
、

斑点
、

小

斑点三种类型川
.

Hi n 等则归纳为褪绿斑点
、

漂白

坏死区和肿瘤三种类别
‘. 1

.

Ja co bs oll 等在所编彩色

图谱中将受害症状分为色素损伤
、

上表面或两面漂

白
、

两面坏死和褪绿四类
‘3 , ,

松岛二 良则总结 为六

种
,
即褪绿病

、

叶变红色
、

叶表面的漂白化
、

白色小雀

斑
、

暗褐色斑点
、

不规则的大型坏疽
〔‘, .

目前我国提

出五种即褪绿
、

色素斑
、

漂白斑
、

坏死斑和膜质斑t4 ’
.

这些症状并不是固定不变
,

它是叶片受臭氧伤

害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
.

症状的发展有两种情况:

一是从褪绿开始
,
经色素斑到坏死斑或膜质斑 ;一是

由漂白斑经色素斑到坏死斑或膜质斑
.

如图 1
.
所

示
‘, ,

.

此外
,

臭氧能诱导植物在体内产生应激乙烯
,

使叶片生长扭曲
、

叶柄下弯和落叶
.

2
.

内部构造

臭氧对植物叶片内部构造伤害的研究
,

最早见

于 Bo br ov (1952)的工作
,

而后有人观察了臭氧对

某些针叶树针叶结构的影响
,

为植物的抗性提出了

解剖学的指标
.

一般认为臭氧主要伤害植物叶片的

栅栏组织
,

先是叶绿体瓦解
,

继而发生质壁分离
,

严

重时整个原生质体瓦解川
,
伤害可扩展到海绵组织

,

此时在外部症状上是两面坏死“ ,
.

六十年代 中期
,

人们进行了亚显微结构的观察
,

了解到虽肉眼看不

到症状
,

实际上细胞的超 微 结 构 已 发生 了 变化
.

Tho m ,
on (

1 9 6 6
) 指出这种变化

,
先是增加了叶绿体

的基粒和 电子密度
,

在叶绿体中出现了成串排列整

齐的纤 维状结晶
.

另外还有人看到线粒体肿胀和细

胞质密度增加“气

(二) 对植物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

臭氧对植物生理生化方面影响的研究
,

是近年

研究得最多的方面
,

其中以 To m lison ,
T i

n g ,
D

u

叮
er,

He
at h 等人工作较多

.

1
.

光合及呼吸作用

丁od d
(
1 9 5 8

) 利用红外气体分析仪测量斑豆和

柑桔叶对 c o :
的吸收

,
了解到臭氧是如何影响光合

作用(光中测定)和呼吸作用(在暗中测定)的
.

经奥

氧处理几小时后
,
呼吸差不多增加四倍

,

而光合作用

却受到 了抑制
「7 1

.

He
at b

( 19
7 , ) 观察到臭氧进人分离的菠菜 叶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