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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满意地达到了钻水处理的技术指标 充

分说明以中胺
一

 
一

煤油一 体系替代
一 。 一

煤油
一 。 体系是可取的

结 论

本 实验 所 用的 中 胺
一 。一煤 油

液膜体系比文献〔 所用
一 。 一

煤

汕
一 、

液膜体系除钻具有耐温
、

耐 酸 碱
、

膜稳定
、

效率高
、

原料价廉易得等优点 对于

含 。, 十

小于 的低浓度钻水
,

可经一

次处理在
‘

分钟内达到排放标准 适合于钻

以阳离子形式存在的矿山
、

冶炼厂废水中钻

的脱除及其回收利用

本工艺流程处理低浓钻水的较适宜条

件为 膜配方 中胺 克
, 。

毫升
,

煤油 毫于卜
,

毫升

科 学
· ·

原料液 〔
, ,

加

克
,

一 克

操作条件 水乳比 体积 , ,

制膜转

速 一 转 分
,

制膜时间 分钟
,

温

度 ℃ 左右
,

为 左右
,

液膜分离时间

分钟

本工艺不宜用于钻以络合阴离子形式

存在的水体处理

本工艺未做破乳和膜再生利 用实 验
,

故其经济成本尚不能决定是 否 比萃 取 法 便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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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污染对儿童影响的行为毒理学观察

甘卉芳 谢 雄 宋增仁 管 琳 陶可圣
哈尔滨 医科大学卫生系环境卫生教研室

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松花江水质调查
,

发

现江水
、

底质以及江中的鱼贝类均遭到甲基

汞污染 这不仅对渔民和沿江居民的健康带

来不良影响
,

而且在学龄儿童当中也查出甲

基汞危害的阳性体征
,

出现率高于青壮年居

民
,

在对沿江居民发汞值的测定中
,

曾收集

名 岁以下未曾吃鱼的渔户儿童的头发
,

发

汞值最高为 微 克 克
,

最低 值 微

克 克
,

其中 , 名儿童的发汞值超过了他们母

亲 这表明沿江渔村儿童已或多或少
,

在先

天和生后受到了甲基汞污染的危害 为查明

长期低剂量的甲基汞污染
,

对儿童神经系统

功能的影响
,

我们以流行病学调查方式
,

应用

几项行为指标
,

先后对两所渔村小学儿童进

行了初步的毒理学研究

一
、

检测对象和时间

受检群 为出生
、

生长在渔村的肇源县

小学 名儿童和 小学 名儿童

对照群 选同一公社 小学 名儿童

和 小学 名儿童其经济条件
、

生活水平

特别是受教育情况与受检群儿童基 本 相 同
,

只是很少吃鱼

两群儿童的年级
、

年龄构成和性别比例

基本一致 和 小学是 年检测的
,

和 小学是 年检测的
,

将其分别作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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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互比较的单位

二
、

指标
、

方法和结果

询问调查

通过询间和家访
,

回顾调查了儿童及其

母亲孕期
、

授乳期的大约食鱼量 渔村受检

儿童的母亲
,

在孕育该儿前后多有摄食大量

污染鱼的历史
,

每年食鱼 劝 公斤以上 者 占

一 汤
,

被检儿童大都是会吃饭就开始吃

鱼 除个别年份江鱼产量极少外
,

在捕鱼季

节绝大多数儿童平均每周吃鱼 一 斤

应用记忆力检查器检查儿童的即时记

忆力

给受试儿童顺序地显示 个两 位 数 字
,

各显示 秒
,

间隔为 一 秒
,

反复 次后令

其说出所记住的数字 将测试结果 整 理 统

计
,

结果表明渔村儿童记忆力差的 记住 个

以下 人数较多
,

经统计学处理
,

只有五年级

记住的字数

匕币
尸

份钊 小勃 一 刁 小学

图 小学
、

小学儿童记忆力比较

表 儿童剂盆作业测验结果

年年 级级 被 检检 被检检 查阅字字 平均查阅阅 消错字字 错误率率 不会作作 错误率差异 检
’

应应
学学学 校校 人数数 组 数数 字 组 数数 组 数数 人 数

校校
‘‘

圣圣校校校 斗  刁

校校    
‘

么么
’

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校校 〕校校校校  斗斗斗斗斗斗

校校
己己

斗斗 ‘

校校校  !
。

四四四 校校
‘‘

盛盛校校校校
乙乙乙乙

五五五 校校
男男校校校校

校校 斗
‘‘

户

校校  !!! ∀#

未计在受检人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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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受检群和对照群 之 间 差 异 显著

以 小学和 小学儿童测试 结 果 为

例示于图

采用消字法观察了儿 童 剂 量 作业 能

力 在
一

哺 消字表上编排有

各种字母组
.
测试之前在各相同年级都采用

事先拟好的相同指导词
,

向儿童说明作法和

要求
,

指定相同的字组
,

令其按要求从上到

下
,

由左向右逐个查阅表上的字组
,

每见到指

定的字组用笔划掉
,

要求迅速而正确地完成
.

作业进行 3 分钟
.
结果列于表 1

.
总的看来

,

渔村儿童的剂量作业能力低于对照儿童
.
在

限定时间内
,

查阅的字组少
,

而查阅过的字组

中划错 (包括漏划) 的频率也高
。

经统计处

理
,

除一年级外
,

两群儿童间差异显著
.

4
.
以简易反应时测定仪LI] 对 G 小学和 D

小学儿童进行了视觉一运动反应时 的 测定
.

结果看出渔村儿童的反应速度
,

任何年级其

众然都处于对照儿童以下
,

见图 2
.

5
.
以握力作为运动机能指标

,

握力计事

先经过校准
,

可依手的大小调整握距
,

分别测

量左右手
,

各测三次取最大值
,

以
“

哈市儿童

握力正常值
刀为尺度

,

对各群儿童测量结果进

行个体评价
.
发现渔村儿童握力属下等水平

者明显多于对照儿童
,

这一差异具有极显著

意义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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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视觉一运动反应时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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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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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握力的比较

手
_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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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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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渔村儿童由先天和后天两个来源
,

摄人

了过量的甲基汞
,

据本室 1981 年 5 月调查
,

肇源江段鱼体内甲基汞含 量平 均 为 。
.
28 微

克/克
,

世界卫生组织 /粮农组织建议
,

每人每

周允许摄人甲基汞的量为 0
.
2 毫克

〔2] ,

被检儿

童及其母亲在捕鱼季节里
,

每周摄人的 甲基

永量大多远远超过这一数是
.
进人母体的甲

基汞经胎盘转移到胎儿体内
,

尚未吃过鱼的

婴幼儿发汞值高于母亲发汞值
,

是胎生期受

到甲基汞污染的证明
.
胎儿机体

,

尤其是脑

组织对 甲基汞的感受性比成人高得多
,

日本

学者武内等人对于受 甲基汞影响的胎儿脑组

织的病理改变有过记述
,

指出可使大脑细胞

产生广泛的不可逆的损害
汇3 , .

除先天影响外
,

生后经母乳以及 自己摄

食而摄人的甲基汞还会进一 步加 重 这 一 危

害
.
渔村儿童虽然绝大多数查不出甲基汞危

害的阳性体征
,

但从本次检测结果推断
,

为数

不少的渔村儿童其中枢神经系统业已受到甲

基汞污染的损害
,

其根据如下 :

1
.
渔村儿童握力显著低于对照儿童

.
据

了解两群儿童在参加家庭或公益劳动以及其

他体力活动锻炼方面并无很大差异
,

查不出

可促成这种差别的外在因素
.
这一所见提示

过量摄人的甲基汞
,

可能对神经肌肉的随意

运动能产生影响
,

表现在手的运动功能低下
.

2
.
受检群儿童的视觉一运 动反 应 时 较

长
,

反映出不仅神经肌肉功能
,

而且眼手的协

调反应也不及对照群
.
剂量作业能力明显低

于对照儿童
,

记忆力也较差
,

年龄较大的五年

级小学生差异显著
,

这很可能与他们当中大

部分儿童胎生期正值沿江居民吃鱼较多的时

期
,

更主要的是他们生后摄食污染鱼的总量

多有关
.

1980 年对 y 和 F 两校儿童检 测 后 即见

到了上述差异
.
考虑到受检人数不多

,

很可

能具偶然性
. 1982 年对另所渔村小 学 儿 童

又进行一次检测
,

获得一致结果
.
以上这些

,

反映出长时期微量摄人甲基求
,

对于处在生

长发育时期的儿童神经功能有不 良影响
.

早在五十年代 日本水懊病发生 的 同时
,

水懊湾沿岸就发生了许多无任何 甲基汞中毒

症状的妇女
,

生下精神迟钝
,

智力不良甚至伴

有各种神经症状的痴呆儿童
.
七十年代向井

幸生曾对水懊地区小学生的中枢神经机能的

发育进行调查
,

结果见到
,

水俱地区小学生的

图形模写和运动机能的不合格率
,

在较大年

龄组都高于对照组工4]
.

从保障子孙后代体力和智力健全发展的

角度
,

也反映出消除永污染的迫切性
.
由于

胎儿对有毒化学物的感受和代谢等特点所决

定
,

即使是很微量的甲基汞也将会给他们带

来不容忽视的危害
.
看来很有必要对妇女和

儿童鱼贝类的摄取安全界限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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