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利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采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试验

祀 桑
暨南大学生物系

笼装人工基质作采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采

样器
,

其中所使用的基质
,

业已有多种尝试 例如用

陶瓷球
〔” ,

水泥球
￡’ ,

甚至树叶
、

编织物
〔‘

一

等等 而

最普遍采用的是鹅卵石 用卵石作基质在操作时颇

感沉重 陶瓷球与水泥球除同样较沉重外
,

尚需特

地加工制作
,

增加人力与经费开支 在操作与运输

过程中也不甚方使
。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
,

我们试

用聚苯乙烯 , 娜 泡沫塑料块作人工基质
,

效果颇令人满意

表 卵石与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块人工基

质所采集的大型底栖无脊推动物的平均数
量与种类数及其相似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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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目前用作包装填充物的聚苯乙烯袍 沫 塑 料

块
,

选择较规则者
,

切成大约 的小块
,

装

满圆形铁丝笼
,

在另一笼里装长约为 一 厘米的卵

石
〔 ’,

以资比较 两种不同基质的铁丝笼缚在一起
,

然后并行放在同一地点
,

历时 天收回
,

铁丝笼放

置的主要环境特征见表

表 铁丝笼放置的主要环境特征

户八

河床性质

半日沙 为主

细沙 为主

放笼深度
, 、

沙
、

石

沙
、

石

二
、

结果与讨论

组放置于不同环境的结果见表 为便于比

较
,

个休数和种类数均以笼为单位 其中相似性指

数采用简单的计算公式

相似性指数  
亡

西

这里
, 。

为出现在卵石中的种类数
,

为出现在泡

沫塑料中的种类数
, ‘

为两种基质中均出现的种类

数
,

在数 量上
,

两种基质所取得的结果似有差异
,

但

经均数测验
, 。 , , ,

差异并不显著

至于种类出现的相似程度
,

则显而易见
,

结果均超过

由此可见
,

无论从所采集到的动物种类或数

量上考虑
,

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作人工基质
,
与通常

使用的卵石可获得相似的结果
,

前者完全可以代替

后者使用

用笼装人工基质采集大型底栖无脊稚动物
,

由

于它可以克服在坚硬底质上无法用常规采泥器定量

采样的困难
,

且因为所使用的基质一致
,

放置的时间

与地点可以控制
,

便于比较
,

故在水污染的生态调查

研究中已较普遍地使用 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

缺点
,

例如 虽然对常用的卵石的面积可以作出计

算
‘

’,

但要确实取得动物的密度仍有困难 这种

人造的小生境
,

为诸如摇蚊幼虫
、

毛翅幼虫
、

蜻蜓幼

虫以及腹足类和甲壳类等许多类动物提供了栖息的

空间
‘
” ,

但它毕竟是坚硬的基质所构成的
,

不带有泥

沙
,

活动能力弱的底埋性动物
,

显然不适
,

故效果甚

差
, ,

有时即使采到某些视科的种类
,

也未必具有代

表性 当有捕食性动物入侵时
,

很可能会影响效

果 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块代替卵石作人工基质
,

同样也遇到这些问题 其可取之处主要在于轻便
,

且可按一定的要求任意截取适当的尺寸
,

有充分时

间事先作好准备 在收样时
,

只需将整笼基质倒入

塑料袋
,

稍加固定
,

待返回实验室后
,

再从容地进一

步处理标本 大大缩短在现场的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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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法检测菜粉蝶颗粒体病毒的致突变性

王承芬 王勤明 卢亚刊 邢春鹏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菜粉蝶颗粒体病毒防治菜青虫是生物防治中较

成熟的方法 用它防治虫害
,
可调节害虫的种群

,

保

持生态平衡 在欧洲
、

北美一些国家中已经使用 苏

联已把它用于杀灭甘蓝菜青虫 近几年来
,

我国上

海
、

广州
、

武汉
、

成都等地都各自分离出当地的菜粉

蝶病毒用于防治菜青虫
,

取得较理想的结果 北京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
,

于 。年也分

离出北京地区的菜粉蝶颗粒体病毒准备 用于 甘 蓝

上 为防止给人带来致畸
、

致变
、

致癌等问题 一些

国家已采取措施控制 例如美国
,

按 提出的
“
在

美国评价生物制剂安全性的指导说明” 来控制生物

制剂的安全性
〔‘」

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标准 所

以
,
只能参照国外的要求来控制微生物制剂的致畸

、

致癌
、

致突变问题 因此
,

本试验用 法检测了

菜粉蝶颗粒体病毒的致突变性

一
、

材料

待检物菜粉蝶颗粒体病毒悬液由市农科院植

保所和市卫生防疫站提供
。

菌株与细胞株

 菌株 鼠伤寒沙门氏菌组氨酸缺陷型突变

株
、

T A l o o
、

T A 1 5 3 7
、

J 人 153 8
、

I A , 8
。

(
2

) 细胞株 中国地鼠 v
7,
细胞

。

中的杂菌
,

加青
、

链霉素 200 0 单位/毫升
.
由于病毒

悬液中尚含有其它未知的杂质
,

对 A m
es
试验有一定

的干扰
.
双抗对 A m e“ 试验菌株有抑制作用

.
该病

毒又只能耐 80 ℃ 的温度
.
所以我们经试验摸索

,

采

用 60 ℃30 分钟处理后
,

用十倍
,

百倍
,

千倍稀释液三

个剂量
,

0

.

1 毫升/皿
,

就可避免上述干扰
.

菌种保存传代 菌种斜面于普通冰箱保存
,

每

月传代一次
,
半年中经基因型鉴定

,

特性没有丢失

在没有较好设备条件时
,

在普通冰箱保存半年是可

以的
.

gill 试菌液的制备 37℃ 静止培养 15 小时
,

在

冰箱保存可用一周
.
如没有振荡器

,

可采用静止培

养
.

S一 9 活性的鉴定 经 A m es 法用黄曲霉毒素 B
:

和 v , 。

细胞 SCE 法用环磷酞胺进行活性鉴定均可
.

顶层加 2
.
5 毫升不影响结果

,

便于低室温时操

作
.

除 以上几点外
,

均按 山lle
s
法

〔’1
进行检测

.

二
、

方法

本品是菜粉蝶颗粒体病毒并混有一定菜青虫粉

碎虫体的悬液
,

内含多种微量氨基酸
,

其中包括组氨

酸
.
由于组氨酸含量极微

,
未见有干扰

.
为杀灭其

三
、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见表 1. 按 An
les 法经非话化与活化

两个系统
,

五个菌株检测
,

结果 为阴性
.
本品没有显

示致突变性
。

A m es 法用千测试环境中已知化学物质
,

而且是

单一组分的比较多
,

用于测试混合物
、

病毒等报道

少
汇’」

.

我们用 Am es 法检测了含杂质
、

含双抗的病

毒悬液还是可行的
.
因为在实际应用上是将含活病

毒的混悬液直接喷洒于甘蓝上
,
所以没有必要将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