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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试验说明
,

利用同步化的细胞

来研究某些重金属元素的毒性作用
,

不仅可

以集中观察有毒物质对细胞分裂指数方面发

生的明显变化
,

而且同步化的细胞更适用于

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分析
,

看来比非同步分裂

的细胞
〔”,’ 做毒性试验更为有利 关于硒

对四膜虫同步分裂细胞的抑制机理
,

我们正

在研究之中

三
、

小结

硒对梨形四膜虫 的生长繁殖有

着明显的抑制作用
,

但该细胞在含有高浓度

硒的培养液中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这一结果

有利于用来研究硒在细胞内的积累和转移过

程

实验中应用了同步分裂的梨形四膜虫

细胞模型
,

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地直接观察硒

对细胞分裂指数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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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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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灭杀丁在苹果上的残留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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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药研究所

速灭杀丁  又称 一
,

国内名称为氰戊菊醋
,

是 日本住友化学工业

公 司开发的一种不具三碳环的合成拟除虫菊

醋 化学名称为
, “ 一

氰基
一 一

苯氧基苯

基
,

卜
一 一

氯 苯 基升
一

甲基 丁 酸 醋

结构式为
,

年在江苏省南京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

速灭杀丁在苹果上的残留动态研究

一公
一
品一呷

。一

督
其原药为黄棕色油状液体或白色固体

,

能溶

于多种有机溶剂 大鼠经 口毒性 为 义

毫克 公斤体重川
,

对鳞翅目
,

直翅目
,

半翅

目
,

双翅 目昆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业已应

用于多种作物防治虫害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

试 验 方 法

一
、

田间试验

试验点设在南京市西岗 果牧 场 苹 果 园

内
,

品种为金帅苹果 设 个施药处理
,

以大

田果树为对照
,

每处理 株苹果树
,

用住友化

学工业公司提供的 外速灭杀丁乳 油 以水

稀释成   ,

药液
,

背负式喷雾器

进行喷洒
,

每棵树 公斤药液
,

定期喷洒后
,

按期采样供残留分析
,

进行了速灭杀丁在苹

果树上消失动态
,

残留量与施药量
,

施药时期

南京市西岗果牧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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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速灭杀丁在苹果中残留田间设计

组组 别别 用药浓度度 净用药量量 施药次数数 施 药 日 期期 取 样 臼 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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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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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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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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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八
,

   弓
,

八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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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乡

,
牛牛牛牛

残残残  工 斗斗

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消消消消消消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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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施药次数的关系研究
,

并观察了土壤中

残 留变化以及速灭杀丁在果皮
,

果肉中残留

分配情况
.
速灭杀丁田间试验设计见表 1

.

二
、

速灭杀丁残留测定方法

1
.
样品抽提[2] 苹果样品

: 每棵树按四个

方位
,

每方位分上
,

中
,

下采果 12 只
,

去核心
,

置高速捣碎机内
,

加 50 毫升水打成匀浆
,

分

取相当于 2 , 克苹果样品
,

置烧杯中
,

加 卯 毫

升丙酮不时搅拌抽提 1 小时
.
果肉样品 ;取

采收苹果 12 只
,

去皮
,

去核心置高速捣碎机

内加 50 毫升水打成匀浆
,

分取相当于 25 克

苹果的果肉
,

置烧杯中按上法抽提
.
果皮样

品 : 取上述 12 只苹果的果皮剪碎
,

拌匀
,

取

样 25 克
,

加 50 毫升丙酮抽提一小时
,

用布氏

漏斗过滤
,

分取相当于 25 克苹果的果皮抽提

液
.
土壤样品 ;在果树喷洒第四次药液后

,

分

别在 6oppm ,

1 2 o P I
,
m 组

,

离树千 60 厘米
,

按四个方向采取土样
,

取样深度为离表层 10

厘米
,

土壤置室内远离光照
,

风吹去除部分水

分
,

研成小颗粒
,

平铺于瓷盘中
,

按 z 字型往

复取样 25 克
,

用水一丙酮液(3
:1。) , o 毫升搅

拌抽提一小时
,

另取 25 克置红外线千燥箱烘

干至恒重
,

测定土壤含水量
.
上述各抽提液经

布氏漏斗和吸滤瓶过滤
,

用丙酮洗涤滤渣(”

毫升分四次)
.
并用一个玻璃塞尽可能把滤

渣压干
,

滤液转移到 1000 毫升分液漏斗中
,

加石油醚 100 毫升和 2并硫酸钠溶液 400 毫

升
,

振摇 1 分钟
,

静置分出石油醚层
,

水相用

25 毫升石油醚再分配两次后弃去
.
合并石油

醚层
,

置于原用的分液漏斗中
,

用 2外 硫酸钠

溶液 (100 毫升 x 3)
,

洗去其中残存的丙酮
,

洗涤时在分液漏斗中的振摇应缓和
,

以免发

生乳化难以分层
.
洗过的石油醚层

,

经无水

硫酸钠干燥后
,

用 K 一
D 浓缩器浓缩至 , 毫

升左右
,

待柱层析净化
.

2
.
柱层析净化[31 在净化柱的下端垫以

少许玻璃棉
,

依次加人无水硫酸钠约 1厘米

厚
,

Fl or isi 1 5 克
,

无水硫酸钠盖顶
,

用石油醚

预洗柱床 10 毫升后
,

样品上柱
,

再用石油醚

10 毫升分数次漂洗容器
,

转移至柱中
.
层析

柱用 5多 乙酸乙醋
一

石 油 醚 淋 洗 10 毫升弃

去
,

再淋洗 40 毫升置 K 一
D 浓缩器浓缩

,

定

容至 , 毫升
.
作气相色谱分析样品

.
上述一

切试剂均为分析纯
,

经全玻璃系统 重 蒸 馏
.

Florisil(F l
oridin 公司产) 60

一
1 0 0 目

,

经 14 5℃

处理 24 小时
.

3
.
气相 色谱定量 仪器为山东鲁南化工

仪器厂产 SP 501 型氖杭电子俘获检测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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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为 1米 火 4 毫米 (内径) 不锈钢柱
,

内

装 3 并SE 30 102 硅烷化白色担体 (70 一 10 0

目)
,

使用前在 270 ℃ 老化 24 小时
,

载气
: 高

纯氮
,

流速 : 65 毫升/分
,

柱温: 22 5℃
,

气化

室温: 2夕5℃
,

检测室温
: 230 ℃

,

纸速 : 30 x

10 毫米 /时
,

灵敏度 1护 ,

输出衰减 1/ 4
,

脉冲

电源 75 I’s
.
采用外标法比较标准溶液和样品

中速灭杀丁的峰高进行定量
.
按 2 倍噪音比

,

最小检知浓度为 0
.
o1PP m

.
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
,

速灭杀丁保留时间为 3’5 0’
‘.

残留含量在

。
.
1 至 IPP m 之间

,

用本方法测定变异系数

(CV ) 为 6并
.

6 卷 3 期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空白苹果
、

土壤本底及速灭杀丁色

谱图

取未用速灭杀丁处理的苹果
、

土壤25 克
,

用上述方法进行抽提
,

净化
,

浓缩
,

色谱分析
,

结果见图 1
、

之
.
从图中表明

,

本测定方法
,

净

化较好
.
色谱图中无杂质峰干扰定量

,

速灭

杀丁在 3外SE
3。

1 米色谱柱上
,

异构体没有分

离
,

仅一个峰有利于定量
.

图 2 果园土壤背景值色谱图

3
’

5 0

.

二
、

方法添加回收率

用空白苹果
,

果皮
、

果肉
,

土壤样品添加

速灭杀丁纯品后
,

以上述方法抽提分析定量
,

结果表明添加于全果
、

皮
、

肉中的速灭杀丁回

收率较高
,

在 94
.
5外 以上

,

但土壤回收率仅

85
.
6外

,

表明土壤对速灭杀丁有一定吸附
,

不

易抽提完全
.

三
、

速灭杀丁在苹果上消失动态

果树用 12OPP m 速灭杀丁药液喷洒后
,

待药液干
,

采样分析测定作原始附着量
,

其

后
,

按期采样侧定
.
两年结果(见表 2)表明

,

速灭杀丁在苹果上消失颇为缓慢
,

喷药后 25

天
,

仅消失 26 一36 并
,

类似于氯菊醋‘们 ,

戊菊

醋在苹果上的消失动态
.
可能是由于苹果表

面有厚厚的一层蜡质
,

速灭杀丁是脂溶性的
,

进入蜡质层后
,

环境对其作用缓和
,

又因消失

动态试验是在苹果生长后期进行
,

苹果增重

慢
,

生长稀释小
,

因而消失缓慢
.

四
、

施药次数和残留址
:

在苹果树上喷洒不同次数速灭杀丁药液

(60PP m )
,

每次间隔 20 天
,

最后一次喷药距采

收期 1983年为 18 天
,

1 9 8 4 年为 28 天收获时

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3
.
速灭杀丁在苹果中的

l·\
卜

。
。。。。11。。。�
.1

1111.卜引叭即傲盯助价姗m“””l

T
~

图 1 苹果背景值(实线)速灭杀丁(虚绒)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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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速灭杀丁在堆果上消失动态

环 境 科 学

间隔 天数 残
‘

留量 (p pm )

一三生一…二李习…耳咬二
原

一 1燕
果 (见表 5) 表明

,

速灭杀丁残留量与每次用

药量有关
,

因此
,

在防治时
,

应合理掌握用药

量
,

否则苹果中残留农药会增高
.

表 s 残留量与施药最

施药浓度

(pp n
,

)

采收时残留量 (p pm )
喷药次数

6。( 0
.
6克/株)

12。( 1
.
2 克/株) 寸…分

残留量是随着施药次数增多而增高
,

苹果树

全年防治四次
,

最多不超过五次
,

在常用防治

浓度下 (6opPm )
,

施药四 次
,

采收时残留量

在 0
.
55一 0

.
7 4P Pm .

表 3 残 留:里与施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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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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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苹果中速灭杀丁残留存在位置

取喷洒 120 p pm 药液的果树苹果
,

分别

测定果皮
,

果 肉中的残留
,

结果见表 6
.
速灭

杀丁呈脂溶性
,

易进人果蜡层富集在果皮内
,

而果肉中富有水分
,

其不易通过果皮进人其

中
.
速灭杀丁在苹果上的残留部位是和其物

化性质相一致的
.

表 6 苹果不同部位速灭杀丁含量

!
残 留 量 p pm

部 位
198 3 年

五
、

残留量与苹果不同生长期施药

果树座果后
,

把果实生长期分成前后两

期
,

分别施药
.
前期最后一次喷药距采收期

,

1 9 8 3 年为 58天
,

1 9 8 4 年为 65 天
.
后期最 后

一次喷药距采收期
,

]19 83 年为 18 天
,

1 9 5 斗

年为 28 天
,

收获时取样测定
.
结果(见表 4 )

表明: 不同生长期施药
,

采收时其残留量不

同
,

距采收期越近
,

其残留量越高
,

因此左用

药时应掌握其安全间隔期
.

表 4 残 留量与苹果不周生长期施药

果 皮

{

9
·

6

果 肉 } < 0
.
01

旅 药次数
} }

采收时残留址 , ) I。:。

} 施药生 氏期 }

———一全竺-
~

{

一

—
一

{

- 兰竺生
一

卜一2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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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丁

}

L,
’

‘)

{

。
·

。‘

2 … 后 l
。

·

4 4

1

‘,
·

3 0

从上述各试验组残留测定结果表明
,

速

灭杀丁在苹果上的残留量消失趋势及残留动

态
,

两年结果基本相似
,

但 198 3 年各试验组

普遍比 1984 年各试验组高
,

这是 因采收期不

同
,

及 1984 年苹果单只重量比 19 83 年重而

引起
.

八
、

土壤中残留

在果树喷洒 第 四 次 药 液 后
,

分 别 在

60ppm ,

1 2 o p p m 组按果树四个方位
,

离树干

60 厘米
,

采取土壤样品
,

取样深度为离表层

10 厘米
,

进行速灭杀丁残留量测定
,

待苹果采

表 7 土壤中残 留

六
、

残留量与施药量

在苹果树上各用 60PPm ,
1 2 0即m 速灭

杀丁药液 10 公斤喷洒
,

每棵树用药量分别为

0
.
6 克

,
1

.

2 克
.
收获时进行残 留量分析

,

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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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竺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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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时又进行第二次土壤取样测定
,

结果见表

7 , 从所测数据表明
,

速灭杀丁在土壤中消失

要比在果实上快
,

是 由于土澳中微生物对其

利用分解还是抽提不完全引起
,

待进一步探

讨
.

按世界卫生组织 (讨H O )切 提出速灭杀丁在

苹果上的最高允许残留量为 2 PP m
,

故建议

速灭杀丁在苹果上的安全使用标准为 ; 常用

浓度为 ‘O P p m ,

最高使用浓度为 120 pPm
,

施

药 斗次
,

安全间隔期为 15 天
.

结 语

速灭杀丁在金帅苹果上残留动态
,

二年

试验结果表明
,

残留在苹果上的速灭杀丁消

失颇为缓慢
,

25 天仅消失26 一36 %
,

其残留

量随喷药次数
, 用药量而增加

,

苹果树全年用

速灭杀丁施药 斗次
,

常用防治浓度 6OPP m
,

其残留量在 1 PP m 以下
,

其主要残留在果皮

中
,

果肉中残留量小于检出限度(< 0. ol PP m )
,

厂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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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滤机过滤压密脱水作用的研究

王 中 来
(福 州 大 学 化 工 系)

F泊出式

一
、

前 言
一

降低悬浮液的含水量是环境工程中的一

个重要课题
.
许多工业废渣和污泥往往因含

水量太多和体积庞大
,

造成运输困难或者在

综合利用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量
.

本文以福州第二化工厂的电石渣水泥生

料浆为实验物料进行机械脱水研究
.
压榨脱

水和过滤压密脱水是两种有效的机械脱水方

法
.
国外对前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 一 ,1 ,

对后者

也做了一些工作t,l
,

本文试图对过滤压密的

脱水机理和实际应用作初步探讨
.

过滤压密脱水的设备是压滤机
,

压滤机

的主要特点是滤室体积固定不变
.
在压滤机

的压滤过程中
,

当滤饼充满滤室时
,

过滤阶段

即告结束
,

接着进人料浆挤压滤饼的过滤压

密阶段川
。

后者的特性显著偏离传统的 R ut h

峨界点

碑卜一 一一l 过亦 /

{

,
/

)孔夕产 实际压毖曲线

过建压密

公式
,

如图

6c

图 l 压滤曲线

1 所示
.

二
、

实验装里和实验方法

本卖验装置的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

图 3

为实验用板框型压滤机的剖视图
.
本实验采

用压滤面积 才 ~ 400 crU3
,

厚度 L ~ 去6一
·

6

.

,二 范围内的各种滤框进行实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