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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硫磷和对氧磷的变更系数

         平 均值值

对对硫磷     !!! ∀
。

对对氧磷  !!!    
。

取溶剂 从理论上苯也应有较高的提取率
,

本实验的结果偏低是因为采用分液漏 斗 法
,

苯在上层
,

分离时损失大而造成的

三
、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方法的准确度用添加回收率表示 即

用自来水添加 已知浓度的农药
,

测回收率 结

果见表
。

表 中 为十次平均值 是三

次平均值
“
是四次平均值 为一次测量

值 为二次平均值

由表 看出方法的准确度在添加
·

浓度的

范围内是令人满意的

方法的精密度是用 次添加回收率

的变更系数表示
,

结果见表 表 中 添加

浓度为 添加浓度

由表 看
,

对硫磷变更系数为  多
,

对

氧磷为 外
,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

四
、

几点说明

本文实验取样量 而 适用 于 排 污

河水若测地表水
,

地下水取样量应为
,

其他药量相应增加

本文方法既适用于同时测两种 农 药
,

也适用于测其中某一种农药
,

方法的准确度

和精密度不变

水样保存要严格
,

现场取样应立即酸

化
,

一星期之内必须提取
,

最长在半月之内测

定
,

否则会影响定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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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国产 一 树脂与 一 树脂吸附

有机物的回收率

田俊峰 赵凤兰 郑其岚 苏 堤 阮丽荣 徐友梅
河南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

测定饮水或废水中的有机物 及 致 突 变

物
,

是饮水卫生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工作 但

是这些物质含量极少
,

直接分析很困难
,

因此

测定前要对样品进行浓缩和分离

近年来国外应用
一 、 一

等大

网状树脂作吸附剂
,

对河水
、

井水
、

海水中的

有机物以及人尿中致突变物进行了富 集 , 刀 ,

发现该类树脂对醇类
、

醛类
、

酸类
、

酚类
、

醚

类
、

烷基类
、

卤化物
、

氮化物等均有较好的吸

附作用‘ ,

而且操作简便
,

价格便宜
,

可反复

使用
,

是一种较好的吸附剂

目前
一
树脂均依赖进 口 本文



,

环 境

将国产
一

树脂和
一

树 脂
,

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 法
、

称 重 法 和 试 验

进行了比较
,

试图用
一

代替
一

树脂 由于
一

树脂的使用方 法 及 对

有机物的吸附性能均有详细报道
,

因此本文

比较两者时
,

不求准确的回收率
,

而着眼于

在同一条件下的吸附和回收率是否相似
,

若
一斗 树脂的回收 率 达 到 或 基本 达 到
一

树脂的水平
,

即认为可以代用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树脂
一 ,

医科院 肿 瘤 研究

所赠送
一

华北制药厂生产

树脂柱 长 内径 的

玻璃柱
,

下端有磨口 活塞
,

用前以清洁液浸

抱
,

并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待测液的配制 紫外分光光度计法
,

苯胺
、

苯酚
、

苯甲酸
、

水扬醛
,

用丙酮配成

烈 溶液作对照液
,

用蒸馏水配成 那

作过柱吸附溶液
,

组氨酸
、

色氨酸配成

此八 作过柱吸附溶液

将苯 甲酸
、 一

蔡酚
、

腐植酸
、

对二甲胺基

苯 甲醛
、

孟加拉红
、

酸性复红
,

配成 一

户 水溶液
,

供称重法用

将吠喃哇酮
、

苦酮酸
、

叮咤橙
,

各按致突

变阳性结果浓度配制
,

供 试验用

洗脱剂 丙酮
、

乙醚

方法

 树脂漂洗 份树脂加 份甲醇
,

浸泡 后
,

倾去甲醇及浮在液面上的

小树脂颗粒
,

再加人 份甲醇浸泡如此三次
,

最后加人 份甲醇放人 ℃ 冰箱保存备用

装柱 将漂洗后的树脂和甲醇混匀

立即倒人玻璃柱中
,

待树脂自然下沉后
,

调正

树脂高度到
,

放出甲醇
,

再用预先通过

两种树脂的蒸馏水 冲洗树脂
,

以除去

残余甲醇
,

待水流至与树脂平面等高时关闭

科 学 卷 期

活塞待用

过柱吸附 两种树脂各通过 而

过柱吸附溶液
,

流速  
,

溶液流完后
,

用压缩空气吹 一
,

去掉残留水分

洗脱 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的物质

用丙酮洗脱
,

即将 丙酮加人树脂柱
,

浸

泡
,

以 一  的流速洗脱
,

洗脱液内加人无水亚硫酸钠
,

以除去洗脱

液中的水分
,

作用 后取上清液检测

称重法用 乙醚洗脱
,

洗脱液收集于

已称重的试管中
,

放 ℃ 水浴内使乙醚蒸

发
,

剩下 一 时放 一 ℃ 冰箱中预冻
,

然

后放人冷冻真空干燥机内抽干

试验用乙醚 和丙酮混合 液 洗 脱
,

洗脱液的浓缩干燥同称重法

二
、

检 测 和 计 算

用 日本岛津
一

紫外分 光 光 度

计
,

先测对照液
、

以对照液吸光度为回收率的

拓
,

与洗脱液比较
,

推算出回收率

将冷冻干燥物放万分之一 天 秤 上 称

重
,

减去试管重量即为回收量
,

回收量同过柱

量相比换算出回收率

致突变试验 试验 〔 吠喃哇酮
,

苦酮酸
,

叮淀橙均为已知致突变剂
,

将冷冻干

燥后的洗脱物分别用二甲亚矾稀释成适当浓

度
,

用鼠伤寒沙门氏菌变异株 和

测试
,

根据致突变菌落数 目多少
,

判断致突变

力的强弱
,

间接比较两种树脂回收物的多少

三
、

结 果

紫外分光光度计法结果见表
,

表

称重法结果见表

致突变试验结果见表

四
、

讨 论

从表
,

表 看
,

两种树脂对六种化学

试剂的回收率都非常接近 对苯胺
、

苯酚
、

水

扬醛
、

苯甲酸的回收率很高
,

而对组氨酸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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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种树脂吸附水中苯胺等的回收率

试剂含量

尽 , 。

对 照 液 X A D 一
2 洗脱液 C A D 一

40 洗脱液

吸光度 回收率(% ) 吸 光度 回收率(% ) 吸光度 回收率(% )

旧‘. ~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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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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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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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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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种树脂吸附水中组氨酸
、

色氨酸的回收率

试剂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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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称重法比较两种树脂的回收率

回收率 苯甲酸 a 一

茶酚 腐植酸
对 二甲基
苯 甲醛

孟加拉红 酸性 复红

次 数

(% ) 理
CAD~40 xAo

过柱量(m g ) 7 。

6
7

。

6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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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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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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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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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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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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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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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平均

111QQQ 1777 , 八八

洲芍州洲:

7773。 888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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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999

氨酸的回收率又很低
,

说明两种树脂的性能

类似
.
其中对苯甲酸的 回 收 率 X A D 一 2 为

12 6多
,

c A D
一

40 为 12 0 多
,

这可能 与 国 外

报道
〔3 , x A D

一
2 空白色谱中发现有蔡

、

乙苯

和苯 甲酸的成分有关
.
此结果似乎也说明两

种树脂所含杂质也相似
.

2
.
从表 3 六种物质看出

,

无论是同一次

试验比较
,

还是三次试验的平均值 比较
,

两种

树脂的吸附力均较近似
.
但从绝对值看两种

树脂的吸附率均偏低
,

其原因可能是
: ( l) 洗

脱液在浓缩
、

冻干过程 中损失较大
.
(2)树脂

用量不足
,

吸附达到饱和后
,

多余的流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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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树脂回收物的致突变效应

8 卷 1 期

表 4

}
一丁

一

{

一
’

了 , 暮一一一可一一一一一
蒯

国株 } S 一 9
! 试剂 及 沈彦 )

一
11〕 活

X A D
一
2 C A D

一
4 0

’

f A 1 0 0
吠喃{坐酮

子: 12 8 0

* 亏9 9
.
5 + 10 7

.
9 4弓0

.
5士7 4

.6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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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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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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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内数字为几次试验每个平板菌蔫数的平均值土标准差阴性对照每个平板菌落数的平均值 土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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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 9 8 未加 s一 9 2 丁
.
8士 7

‘

I

’

A 9
8 加 s 一 9 3 3 士4

外
.
(3)洗脱剂使用不适当

,

未能将树脂上的

吸附物完全洗脱下来
.
我们发现酸性复红洗

脱后 X A D 一
2 树脂上仍留有较深的颜色

,

而

C A D 一
4 0 树脂颜色较淡

,

可能是 CA D
一

40 树

脂对酸性复红回收率高于 X A D 一
2 的原因

.

3
.
致突变试验所 用菌株是组 氨 酸 缺 陷

型
.
在测试物中不能含有组氨酸

,

以免干扰

结果
.
从表 2 看两种树脂对组氨酸和色氨酸

吸附很少
,

说明用树脂吸附浓缩水中有机物

的方法
,

适于 A m es 试验检测其致突变性
.

从表 4 显示两种树脂吸附吠喃哇酮
,

苦酮酸

和叮咤橙的回收物
,

在同一浓度下
,

每个平板

回变菌落数的平均值非常接近
.
作统计学处

理
,

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根据以上三种方法
,

用 14 种化学物质作

比较试验
,

结果表明
,

国产 C A D 一

40 树脂和

X A D 一
2 树脂的吸附回收性能基本相同

,

因

此 c A D 一
4 0 树脂可以代替 X A D 一

2 树脂使

用
.

本 文承蒙本校化学教研 室赵清治 同志 协

助 进行紫外分 光光度计检测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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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
·

美国修正农药法规

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在 1986 年 8 月 1呼

日一致通过
“
联邦杀虫剂

、

灭真菌剂
、

灭鼠 剂 法”

(
F IF R 的的修正案

.
该项立法对研制

、

销售
、

使用新

农药作了更严格的规定
,

而且第一次提出对农药的

填充剂要进行试验
·

尹境保护局现在负责
F, F “A

的实施
.
该法的修正案促使环保局对 194 7一197。

年已在农业部登记过的成百种农药制定 出重新试验

的计划
.
修正案要求污染饮用水的农药建立安全卫

生标准
.
国会众议院在六月份也通过了类似 的 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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