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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污染物浓度值换算成相同气 象 条 件
,

如风速为 。一 米 秒
、

竺
, 度 米

、

降

△
之

雨时间为零的条件下的浓度值
,

进行比较
,

此

时浓度值的差异则是气象条件相同 或近似

情况下的浓度值差异
,

可视为是排放源污染

轻重的变化

还可以用这三个系数配合其它模式进

行环境中大气污染的预测预报
,

以及进行环

境容量等问题的研究

三个系数相互间的影响
,

特别是在强

烈的气象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有 待 进 一 步 探

卷 期

求

三个系数本身还待长期监测而进一步

验证和完善
,

特别是 了 , ,

在本文中只是在对

比组数较少的情况下统计的
,

更须进行深人

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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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除草剂
—

草甘麟的毒性研究

朱延韦 蒋宪瑶 覃国芳

贵 阳 医 学 院

草甘麟化学名为
一

麟梭甲基甘氨酸
,

分

子式为
,

是一

种内吸传导广谱性芽后除草剂 具有高效
、

低毒
、

低残留
、

对环境无不良影响等优点
。

贵

州省化工研究所 年按亚磷酸二乙醋路

线合成
,

药效试验对除灭水稻
、

小麦
、

蔬菜等

的杂草效果良好
,

对经济作物如茶
、

桐
、

橡胶

等
,

其除草效果更好 年起
,

用该所提

供的试样
,

作了系统的毒性试验

一
、

急性毒性试验

急性经口 ” 的测定

药物为草甘麟纯品
,

白色粉末
,

实验时用

精制淀粉配成不同浓度的混悬液 动物为健

康成年大
、

小白鼠 休重 小鼠 一 克
,

大

鼠 一 克 分成不同的剂量组
,

一次

灌胃给药
,

观察两周 根据动物死亡数
,

用寇

氏法及机率单位绘图法求得 解 雄小鼠为

毫克 公斤
,

雌小鼠为 毫克 公斤
,

雌大鼠为 , 毫克 公斤 与国内外报道数

字相近
,

属低毒类农药
‘

经皮毒性试验

用 只成年雄大鼠 休重 一 克
,

实验前 小时腹部剪毛
,

面积  厘米
,

用 多 草甘麟工业品涂擦在去毛皮肤上
,

小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

观察两周 结果

未发现皮肤有任何刺激反应
,

也无全身中毒

症状

粘膜刺激试验

成年家兔
,

体重 公斤
,

左眼滴 多工

业品一滴
,

右眼作对照
,

滴药后 小时内每半

小时观察一次
,

以后
、 、 、

小时各观

察一次 结果
,

除滴药 斗小时内有轻度羞明

外
,

结合膜
、

角膜均无刺激症状
,

瞳孔无改变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蒙顺松
、

张爱华
、

葛庆华
、

姜体蓉
、

许庭 良
、

梁文妹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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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蓄 积 试 验

用 多 的草甘麟工业品水剂
,

蒸馏水

稀释 健康成年小鼠 只
,

体重 一 克
,

随机分为实验组 只
,

对照组 只
,

雌雄各

半 按齐。量定期递增法
」, 。定蓄积系数 、

、。 。

。

度蓄积

结果
,

蓄积系数 为
,

属中

三
、

亚急性毒性实验

材料和方 法

药物 同蓄积试验

动物 体重 一 克的健康大鼠

只
,

随机分为五组
,

每组 只 雌雄各半
,

设

四个给药组
,

一个对照组

各给药组每天以草甘麟溶液灌胃 每周

六天
,

体积为 毫升 克
,

剂量为 弓
、

,
、 、

毫克 公斤
,

对照组灌以同体积

的蒸馏水 实验期为三个月

观察指标 动物的活动
、

饮食等一般状

况
,

体重 每周称一次 实验期间死亡的动物

作病理检查 实验三个月末取尾血查血常规
、

全血胆碱醋酶 股动脉放血处死全部动物
,

查

血清谷
一

丙转氨酶  
、

尿素氮 称肝
、

肾
、

脾
、

翠丸等脏器的重量
,

取肝
、

肾
、

脾
、

肾上腺
、

辜丸
、

小肠
、

大肠作病理学检查

结果与讨论

给药数夭后
, 、

” 毫克 公斤组部分

动物出现腹泻
、

进食量减少
、

活动少等症状
,

体重下降 两周后
,

毫克 公斤组动物逐

渐适应
,

腹泻停止
,

体重增加 毫克 公

斤组动物的中毒症状逐步加重
,

萎糜不振
,

是

抑制状态
,

并相继死亡 只 其余三组动物

无异常表现
,

体重持续增长
,

与对照组比无显

著差异

血常规
、

血清尿素氮
、

全血胆碱醋酶各剂

量组与对照组比
,

差异不显著
,

毫克 公斤两组比对照组显著增高

科 学
。

各脏器的肉眼检查及脏器系数均未发现

异常 病理组织学检查
, 、

 毫克 公

斤两组部分动物肝脏可见细胞浊肿和点状坏

死
,

肾小管上皮细胞浊肿
、

脾搬血等病变
,

结

合肝功能的改变
,

表明长期接触高剂量草甘

麟
,

对实质器官有一定损害

以上结果说明
,

剂量 毫克 公斤的草

甘嶙给大鼠连续灌胃三个月
,

各项指标未发

现异常
,

可作为最大无作用剂量

四
、

致 突 变 试 验

微核测 定

亚急性实验三个月末
,

处死动物
,

取出股

骨
,

用小牛血清冲洗骨髓到离心管中
,

离心后

取沉淀涂片
, 。

染色 计数 个多

染性红细胞出现微核的细胞数
,

并计算出各

组的平均微核率 偏 结果
, 、 、 、

毫克 公斤各剂量组的微 核率 与 对 照 组

比
,

均不增高

妞妹染色单体互换 分析

本实验用体内法及体外 法进行 测

试

小鼠活体法
—

体内法

按 。 氏法切进行 健康雄性小 鼠

只
,

体重 一 克
,

分六组 设四个剂量

组 草甘麟纯品淀粉悬液
、 、 、

·

弓

毫克 公斤
,

一个阳性对照组 环磷酸胺

毫克 公斤
,

一个空白对照组 淀粉水溶液

草甘麟于给 前 小时一 次 腹 腔注 射

毫升八 克
, 一 毫克 毫升 每

鼠每小时腹腔注射  毫升
,

共 次 于末

次注射后 小时
,

腹腔注射秋水仙素 微

克
,

小时后颈椎脱位处死小鼠
,

取骨髓制片

作分化染色
”
每只动物计数 个第二周期

的中期分裂细胞
,

计算平均每个细胞的

数 频率 分析结果见表

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法
—

体

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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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草甘麟对小鼠骨髓细胞 的影响

卷 期

剂 见
厂

 总数
次

范围
细胞

频率
至土

。

。

环磷酞胺

空白对照

飞

】

斗

】

卜
,

一

一 】弓

一

一

一 弓

士
。

士

视土

士 〔

绍士幻

 每个剂 昂观察 个细胞

 与空白对照组比
,

* 户< 0
.
01

,
* * 户< 0

.
0 0 1

.

按 Ch en 氏法『月
将不同浓度的草甘 麟 纯

品淀粉悬液加人已培养 24 小时含 人 血 。
.
3

毫升的培养基中
,

然后将 Brd u 以 10 毫克 /

毫升的浓度加人各培养基内
,

避光继续培养

24 小时
,

培养终止前 4 小时加秋水仙素
.
取

培养物制片
.
分化染色和 sc E 计数同体内

法
.
结果见表 2

.

表2 草甘麟对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

培养 SC E 的影响

浓 度

(肛g /。玉)

片C 王 总数
(次)

SC F 范围
(细胞)

SC E 频率
(牙土SE )

2一 10

2一 l】

2一 1 1

2一 10

2一1只

l 一 1 0

斗
.
5弓士 0

.
斗9

5
.
6 0士 0

.
54*

5
.
万 士0

.
5 6 *

弓
.
7 5 士0

.
45*

8
.
10士 1

.
01禾*

4
.
0 0 十

一

于 4吕

,生勺
r
词J呀一,,‘

门H
1lx石
八日

,
l
司

J

l

, 1
.
�

2 0

1 0 0

2 0 0

5
0 0

1 0 0 0

空白对照

(均 每种浓度作二个平行样品
,

共观察 20 个细胞
.

(2) 与空白对照比 , 半 户< 0
.
0 5 ,

* * 夕< 0
.
0 1
.

草甘麟对 SCE 的影响经体内
、

外法分析

结果表明
,

体内法剂量为 10
.
75 毫克 /公斤

,

体外法浓度为 20 微克 /毫升时
,

S c E 效应为

阴性;而 21
.
5毫克 /公斤及 100 微克 /毫升以

上时
,

均可诱发 scE 频率增高
,

说明草甘嶙

不需经代谢活化即有遗传效应活性
.
但据报

道
〔习 ,

本品 A m es 试验为阴性
.
故草甘麟对人

类是否有致突变作用
,

尚须进一步作多方面

的遗传效应研究
.

五
、

小鼠致畸试验

1
.
材料与方法

药品 实验组用草甘嶙纯品淀 粉 悬 液
,

1 多 的淀粉溶液用于阴性对照组
,

六六 六用

于阳性对照组
.

动物
、

分组及给药 用 3 月龄昆明种小

鼠
,

雌雄按 2:1交配
,

取有阴栓母鼠 10 。只
,

随机分五组
:
草甘麟三个剂量

’

组 (80
.
420

、

1 0 5 。毫克/公斤)
、

阴性对照组 (l 务 淀粉溶

液 )及阳性对照组(六六六 80 毫克 /公斤 )
,

每

组 20 只
,

于器官发生期(妊娠第 6一 14 天 )灌

目
.

观察指标 给药期间每三夭称母鼠体重

一次
.
于第 17一18天中断妊娠

,

处死剖腹观

察
,

记录着床数
、

活胎数
、

死胎数
、

吸收胎数;

检查各活胎外形 ;测量各胎长
、

总胎重
、

胎盘

重
、

母鼠肝重
.
将 1/ 3 活胎鼠置 Bo ui

n 氏 液

内固定
,

按 w ilso n 氏徒手切片法旧观察内脏

器官
,

2
/

3 活胎鼠固定于 95务酒精内
,

经茜

素红染色制成透明标本
,

观察骨骼发育情况
.

2
.
结果

,

与讨论

草甘麟三个剂量组的母鼠体重 增 长 数
、

着床数
、

活胎数
、

死胎数
、

吸收胎数及胎长与

对照组相接近
,

仅 420 毫克 /公斤组胎重略低

(户< 0
.
0 5 )

,

第五节胸骨骨化迟缓数较高 (户

< O
·

0 5

)

.

内脏及外形检查各组均未见明显畸形
.

六六六 80 毫克 /公斤组反映胚胎发育的

各项指标均显著异常
.

结果说明
,

六六六对小鼠有较显著的胚

胎毒作用
,

而草甘嶙仅 420 毫克/公斤组有轻

微胚胎毒作用
,

8 0

、

4 2 0

、

1 0 5 0 毫克/公斤三

个剂量组对小白鼠均无明显致畸作用
.

六
、

小 结

研究结果说明
,

本品属低毒类农药
,

蓄积

性较小
,

对皮肤
、

粘膜无刺激作用 ; 三个月灌

胃实验
,

最大无作用剂量为 30 毫克/公斤;微

核测定及致畸试验阴性
.
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下转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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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胺磷对鱼类有明显的毒性
,

但只要对

渔业水域中生物不发生危害
,

还是可以允许

接纳此种药物的
.
当然

,

这不仅要考虑对鱼

类本身的存活
,

提供鱼类的最基本条件

—摄食
、

生长
、

繁殖
,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水体中

各种生物食物链的相互关系和其它因素
,

然

后进行全面评定
,

从而才可确定水体最高允

许浓度
.

通过本试验可以看出
,

不同种鱼类对甲

胺磷的毒性反应不同
,

同种鱼类对不同剂型

的耐受力有差异
,

其中尼罗罗非鱼对甲胺磷

染毒反应最敏感
,

耐受力最低
.
对甲胺磷纯

品的安全浓度为 8 毫克/升
,

对 60
.
45 多 原油

的安全浓度为 5 毫克/升
,

对乳油的安全浓度

为 3 毫克 /升 (参见表 1)
.
说明乳油毒性最

大
,

而乳油是目前农田使用的主要剂型
,

因此

应以尼罗罗非鱼对乳油的致毒试验结果来考

虑渔业水体中的最高允许浓度
.
另从试验中

观察到
,

原油浓度在 5
.
6pp m 时

,

未发现致畸

影响
,

对染毒鱼摄食影响也不十分明显
.
因

此
,

初步认为在渔业水体中对甲胺磷的最高

允许浓度以不超过 3 毫克/升为宜
.
但在实

际应用时
,

考虑到试验生物的局限性及药物

可能慢性毒性影响
、

药物浓度的稳定性和对

鱼类饵料生物的影响等因素
,

以小于 3 毫克/

升为妥
。

,

J

、

结

1. 用静水 生 物 法 求 得 甲 胺 磷 纯 品

(上接第 54 页)

(sc E )分析
,

体内法 10
.
夕, 毫克/公斤

、

体外法

20 微克/毫升时
,

无诱发 sc E 增高的效应
,

但尚须进一 步作多方面遗传效应的研究
,

以

确定本品对人类是否有致突变作用
.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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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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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 5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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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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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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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非鱼的 % 小时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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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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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9. 2 毫 克/升 ; 甲 胺 磷 原 油 (67 .8 7 % 和

60
.
4多多) 对白鳞的 L嗡 分 别 为 1铭

.
5 ,

79

·

4

毫克/升
.

2
.
对同种药物的染毒反应表明

,

白鲍的

忍受能力比尼罗罗非鱼强
,

不同剂型的甲胺

磷对鱼类的毒性顺序为乳油> 原油> 纯品
.

3
.
草鱼在甲胺磷溶液中长时间 染 毒后

,

对生长和摄食有一定影响
,

抑制胆碱醋酶活

性
,

改变鱼体颜色
,

并有明显致畸作用
.

4
.
渔业水体中最高允许浓度

,

根据尼罗

罗非鱼对甲胺磷染毒反应最敏感
,

乳油剂型

毒性最大的试验结果
,

以尼罗罗非鱼对乳油

的 % 小时 T L m 值和 Lc ” 值为依据
,

确定最

高允许浓度以小于 3 毫克 /升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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