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斗
。

环 境

浓度的 日变化 藻类强烈的光合作用使

白天大大过饱和
,

并在 巧 出现 日最

大值 而夜间
,

藻类的呼吸作用及其它耗氧作

用又使水中严重缺氧
,

左右出现 最

低值
。

伊洛河丰水期
,

藻类对氧平衡的影响

不明显
,

其表现各断面 在时间分布上差

别不大
,

此时全河段 均处于不饱和状态
,

而不出现高温枯水期 过饱和现象

以上两点说明
,

在伊洛河不同水文条

件下
,

由于河流的水文特征 如流量
、

水 温

等
、

藻类种群和数量以及耗氧有机物浓度等

不同
,

可使氧平衡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 别

藻类对伊洛河氧平衡影响的特点
,

对我国北

方季风气候区受一定程度有机污染 的 河 流
,

具有普遍意义

科 学 卷 , 期

本文承蒙关伯仁
、

陈传康
、

徐霎麟副教授

指导和审阅
,

在此表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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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胺化合物存在于大气颗粒物中的证据

大家知道
,

单凭苯并
二

龙的含量不足以说明大

气微尘的致癌和致变活性
,
因此近年来在多环芳烃

及其衍生物范围内进行了大气微尘中荧蕙 系 化合

物
、

含氮杂环化合物
、

甲基及氢化多环芳烃以及多环

芳烃硝基衍生物 的广泛研究 新近报道的一个重要

进展是 发现亚硝胺类化合物也存在于大气微尘之

中
,

这是亚硝胺类化合物与癌的流行病学关系的一

个新认识 早在 年
,

” 为首的集体发现城区

大气中有挥发性亚硝胺类的存在并在土壤中检出了

某些未鉴别的不挥发性亚硝胺类 在上述工作的基

础上
,

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环境医学研究所的
、

、 、 五 等人从纽约城区的可呼

吸微尘样品提取液中
,

证实 了亚硝胺类 包括亚硝酸

胺 的存在 总计每立方米大气中未加鉴别的亚硝

胺类化合物达 微微克分子以上 提取液中的亚

硝胺类化合物
,

经富集以后
,
以薄层色谱和高压液相

色谱分离
,

用亚硝胺类的特征试剂  !∀ 和 卜

姐 试剂检出和鉴定 亚硝胺的馏份经红外分析

证明确有 伸张 斗 一
一 ’

和 一

伸张  。一 〔 , , 一 ‘

的特征谱带 经薄层色谱

和高压液相色谱净化的馏份
,

在气相色谱上用对亚

硝胺类高度敏感并具良好特性的热能分 析 仪 鉴 别

时
,

其应答为空白的 倍 此外
,
亚硝胺馏份的  

值
,

保留时间也与亚硝胺类的性能相一致

用 上述的方法
,

发现于 一 。年间从纽约城区

采集的样品中
,

每立方米达 和 微微克分子的亚硝

胺类化合物 从实验证明
,

以上的亚硝胺都不

同程度地有致癌活性
,

而纽约 城 区 一 年

间
,

苯并
二

花的含量每立方米为 微微克分子

毫微克 立方米
,

两者比较
,

表明 了大气微尘

中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潜在危险性

在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其他燃烧过程中
,

理论

上是有可能因燃烧过程而产生亚硝胺类化合 物 的

上述工作
,

为大气中亚硝胺的来源
,

进一步地分离鉴

定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提出了若千新的研究课题

戴乾团摘 自
, ,

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