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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索金 �以下简 称 � � � �
,

分 子 式 为

� ��
�
�
�� � ,

学名环三亚甲基三硝胺
,

是一种

威力大于梯恩梯 �� � � � 的烈性炸 药
�

根

据对哺乳动物〔�� 和水生生物〔� �的毒理学试验
,

� � � 是一种中等偏强的有毒物质
�

在我国
,

大多数 � � � 生产厂家排放的含有 � � � 废

水被直接用来灌溉农田
�

迄今
,

尚未见到有

关 � � � 对农作物影响的报道
�

我们早在 ��砂 年就开始用模拟的 � � �

废水对农作物进行毒性试验
,

探索 � �  对

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

为制订工业废水灌

溉农田的水质标准和安全使用废水提供科学

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 � � 模拟废水 工业品由国营 �吓

厂提供
�

将过饱和的 � � � 溶液加热煮沸
,

冷却后静置 �� 小时后再过滤除去未 溶 解 的

� � �
,

制得饱和溶液
�

经示彼极谱仪法
〔, ,测

定在室温�� ℃�下其平均浓度为 �� � � � �
�

以

此为母液
,

用稀释法制配不同浓度的 � � � 溶

液
,

用以灌概作物
�

二
、

供试作物 有玉米
、

大豆
、

水稻
、

高

梁
、

谷子
、

小麦
、

花生
、

棉花和地瓜等
,

三
、

试验方法 用盆栽法
,

每盆装土壤

�� 公斤
,

管理方法因作物而异
,

详见表 �
�

每

表 � 供试作物处理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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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作物设三个浓度
,

即 , �
、

� � 、 � � � � � � 和对

照组
�

从播种到收获
,

观察作物的生长发育

情况
,

收获后进行考种
�

四
、

微生物对 � �  的分解作用 在 三

角瓶中加人牛肉膏
一

蛋白陈培养基
,

以土粪提

取液做菌种接人三角瓶培养基上
,

对照组不

� 参加试验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刘正蒙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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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
�

同时在瓶中加人不同浓度的 � �  溶

液
,

置于 �� ℃ 培养箱中培养
,

然后用示波极

谱仪法分期测定培养瓶中的 � � � 浓度
�

另

一试验是在盆中加入农田土壤 〕
�

� 公斤
,

固体

� � � � 克
,

水 � 升
,

进行灭菌处理
,

然后加人

少量的干粪做为菌种接人盆中
,

另一盆不加

干粪作为对照组
,

整个试验在无菌条件下进

行
,

用示波极谱仪法分期测定各处理的 � � �

浓度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 � � 对农作物的毒性反应

根据初步研究
, � � � 在一定的 浓 度 范

围内对供试作物都有毒害作用
,

但危害的方

式和受害的程度因浓度和作物的不 同 而 异
�

一类是光合器官受到破坏
,

从而直接影响作

物的生长发育
,

受害作物其外观症状是叶片

科 学
�

��
�

先出现褐色斑点
,

渐渐扩大直至整个叶片枯

黄
,

有的造成整株死亡
,

产量大幅度下降
�

属

于这一类的有小麦
、

水稻
、

大豆
、

玉米和棉花
,

其中以大豆最为敏感
�

第二类是作物的光合

器官受害不明显
,

但生殖器官出现严重的不

孕
,

有的因生殖器官的败育而造成绝产
�

属

于这一类的有高粱和谷子
�

第三类是对光合

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影响不明显
,

只是在较高

的浓度 �� � � � � � 下
,

才引起产量的下降
,

详见表 �
�

二
、

� �  浓度与作物受害程度的 关 系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 � � 对作物的毒

害程度与浓度成正比
�

为进一步验证 � �  

在较低浓度下对作物的影响
,

我们又做了五

个 浓 度 组 的 试 验
,

即 � �
、

��
、

�
、

�
�

�� 和

�
�

�� � ��
�

试验结果见表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当 � � � 的浓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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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时
,

对花生和大豆的产量已没有影

响
�

随着 � �  浓度的增加其产量受影响增

大
�

� 卷 斗 期

表 � 不同浓度 � �  对作物产

量�克 �盆)的影响

几狱了 对照

花生

大豆

4引3 3 75 !3 9 4 0
.
6 3

0 0{3 0 6 3 13 0 9引3 7 5 0!36

三
、

土壤微生物对 R D X 的分解作用

在试验中
,

把受害作用较为严重的两盆

玉米和大豆停止浇灌 RD X 废水
,

改浇清水
.

半月后生长显著恢复
.
例如用 50m g/L 浇灌

的大豆
,

当时几乎枯死
,

改浇清水后
,

植株慢

慢长出新的枝叶
,

逐渐恢复正常
.
我们用这

两盆重新播种上玉米和大豆
,

新长出的植株

均生长正常
.
这说明 RD X 在土壤中不稳定

,

可能是微生物对 RD X 的分解
,

从而对作物

解除 了毒害作用
.
为此

,

我们在培养基里加

人不同浓度的 RD X
,

然后接上菌种测定 R D X

的浓度变化
,

结果发现在接菌种后 R D X 的

浓度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
如 50 m g/L 浓度

的培养基中
,

接菌种 后 33 小时 RD X 的浓

度降为 3
.
2m g/L

,

培养 57 小时后 浓 度 降 为

L , gm g / L
,

培养 81小时则浓度降为零
.
这说

明培养 81 小时后
,

R D X 已被微生物全部分

解
.
但未接菌种的 50 m g/L 浓度组的培养基

中
,

经 14 2小时后 R D X 的浓度为 45. 7m g/L
.

在盆栽试验中得出
,

加 巧 公斤农 田土壤
、

5

克固体 RD X 和 5 升水的盆中让其发酵
,

18

天后 R D X 被分解掉 94 铸
,

25 天后分 解 掉

98
.
7外
.
如果在土壤中加入一些干粪

,

25 天

后盆中的 R D X 被分解掉 99
.
9外
.
反之

,

如

果把土壤进行灭菌处理
,

R D X 就根本 不 能

分解
.
这一试验初步说明

,

农 田土壤中的微

生物具有分解 RD x 的能力
.
经初步鉴定

,

分解 RD x 的微生物是杆菌和球菌
.
这为利

用微生物处理 RD X 工业废水提供了科学依

据
.
近年来已有一些用微生物来分解 RD x

的报道〔4一‘, .

四
、

关于农作物生长的安全浓度

R D x 对农作物的毒害作用与浓度 成 正

比
.
当浓度为 10 m g/L 时

,

R D X 对农作 物

有明显的毒害
,

从而使作物的产量大幅度下

降
.
浓度为 sm g /L 时仍有一定的毒害作用

,

到 3
,

7 5 m g

/

L 浓度时则作物的产量不受 其 影

响
.
因此

,

可以把农作物生长的安全浓度定

为 3m g /L
.
而在实际环境中

,

使用 sm g/L 的

R D X 污水灌溉农 田
,

对作物的生长和产量并

未引起不良影响
.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

是在实验室条件下
,

浇灌的 RD X 几乎全部

蓄积在盆中
,

而大田灌溉则由于地面径流和

地下渗透作用
,

R D X 没有全部蓄积在 大 田

表层里
.
另一方面在大 田条件下

,

土壤微生

物对 R D X 的分解作用更易进行
.
所以

,

用

sm g /L 浓度的 R D X 工业废水灌溉农田则不

表现对作物的毒害
.
虽然如此

,

我们认为
,

R D X 对作物生长的安全浓度还是 取 3m g/L

为好
.
因为在实际环境中所使用的污水最高

浓度为 sm g /L
,

取 sm g/L 浓度没有 任 何 安

全系数
,

而取 3m gZL 作为 R D X 的安全浓度

就包台了较大的安全系数
.

一415

结 语

通过 RD X 对农作物毒害作用的初步研

究
,

了解到不同浓度的 R D X 对 作 物 生 长

发育的影响
.
同时亦初步研究了土壤微生物

对 R D X 的分解作用
.
提出了用 R D X 工业

废水灌溉农田的安全浓度
.
但我们的工作还

做的比较简单
,

许多方面仍需深人地研究
.
这

些工作包括 RD X 在作物体内的分布
、

代谢
,

转化和致毒机理 ; 从生态毒理学的角度来研

究 RD x 对整个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 用环

境毒理学的方法来研究 R D x 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及其机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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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对大鼠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

单体互换率 (SC Es ) 的影响

孙玉敏 高国栋 任金荣 王恒生 任金瑞
(河北省肿瘤研究所) (河北省医学科学院)

近年来硒颇受人们的重视
,

它不仅是人

休的必须微量元素
,

而且还与克山病与肿瘤

的防治有密切关系〔1] ,

可以推测
,

不久 的将

来
,

硒制剂必然会得到广泛地应用
,

因此有必

要了解硒对机体各种机能的影响
,

为合理用

药提供依据
.

我们曾就 硒 对 大 鼠 外 周血 淋 巴 细 胞

SC Es 的影响进行了动态观察
,

S C
Es 这一测

试手段
,

是监测染色体损伤
、

检出诱变致癌剂

的敏感方法〔ZJ
.

本文应用 w ist 盯 大鼠
,

每天

腹腔注射一定量的亚硒酸钠
,

定期取外周血

观察 SC Es 的变化
,

并进行离体实验
,

以进行

比较
.

一
、

材料和方法

实验采用 5一6 个 月龄 w ist 盯 大 鼠 10

只
,

雌雄各半
,

平均体重 26 39
.
用药前各采

血 lml 进行培养
,

此血用于自身对照及离体

实验
,

然后对每只动物经腹腔注 射 N aZSe 吼

溶液
,

以生理盐水溶解
,

浓度为 o
.
3m g /耐

,

每

日注射一次
,

每次 o
.
sm l, 共注射 30 次

.
除

用药前采血外
,

另于用药后 24 h
、

1 周
、

2 周
、

3 周
、

4 周及 8 周分别采血检测
.

每次取心脏血 0
.
6一lml

,

以肝素 ( , o o
u
/

刘) 1
:3抗凝

,

按我们以前报道的方法
〔3] 进行

培养
,

其步骤为 :将每 0
.
3ml 血样分别注人含

sm lR P M ll64o 培养基中
,

每瓶内含有 10外小

牛血清
,

青霉素 Zo o
u
/同

,

链霉素 200产g /耐
,

另加谷氨酸胺 0
.
sm g /司

,

琉基乙醇 (H Sc H
:

c H 必H ) 2此/司 和 PH A 150产g /耐; 37 ℃

孵育 20一22h 后加人 Brdu s拼 g
/ m

l ; 继续培

养至 72 一74 小时收获细胞 ; 并于收获前 4
.
5

小时加秋水仙素 0
.
02 5产g /闹

.
染色体标本制

作按常规方法进行
.

姐妹染色单体的分化染色基本上 按 Pe
-

rry 的 Fp G 法 〔4, 进行
.
荧 光 素 H oeehest-

332 58浓度为 2井g / m l
.
G i
e
m
s a 染色

.
在所

制标本片中选择反差良好的 分 裂 相 计 SC E

数
,

每一标本共计数 20 个 中期分裂相
.

离体试验是将用药前所取每只动 物 1时

血分别接种 3 瓶进行培养
.
其中一瓶用于自

身对照
,

另外两瓶分别 加人 0. 02 和 0
.
005环g

/

ml 的 N 匀S eO : 溶液
.
加药时间在培养 斗8 小

时进行
.
其他步骤与对照组相同

.

二
、

结果和讨论

在离体实验中
,

10 只 w ist
ar 大鼠外周

血淋巴细胞 SC E s 的结果见表 1
.
可见低浓

度亚硒酸钠处理组与对照组比
,

S C
Es 有显著

性差异 (P < 0
.
05 ); 高浓度组有极 显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