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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大肠菌是水质评价的一项重 要 指 标
,

但测定手续比较麻烦
,

特别是要使用经过 灭

菌的专用器皿采样
,

给现场采样带来很大的

不便 悬浮性固休是反映水质的表观指标
,

测定方法比较简单
,

也是水质监测的必测项

目 一般认为
,

水体中悬浮性固体的多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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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着粪大肠菌的含量 为了了解两者的

相关程度
,

我们对西江高要河段水体中的悬

浮性固体及粪大肠菌的含量进 行 了动 态 监

测
,

并应用监测的数据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

了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于后

一
、

实验方法

采样点的设置

采样点位置选用高要水文站的流速仪测

流断面 从断面上固定一个起点
,

沿断面向

对岸于  
、 、

,
、

,
、 、

米处

共设 个点
,

分别在 米深处采样

采样频率

每月的上
、

下旬各采样一次
,

一年采样

次
,

从 一 年共采样  次

采样及测定方法

悬浮性固体按常规方法采样后用滤纸定

量法 〔 ,测定其含量

粪大肠菌的水样则直接盛于灭菌玻璃瓶

中
,

冷藏
,

内送回实验室接种培养
,

用多

管发酵法〔 测定粪大肠菌的含量

二
、

结果与讨论

测定结果

将每次 个点的平均值作为一次的测定

结果
,

则悬浮性固体及粪大肠菌每年有 斗对

测定数据
,

年共 对  !一  年悬

浮性固体及粪大肠菌每年平均含量 几何均

数 列于表

卷 期

时间
,

粪大肠菌的含量也高 据我们对 , 年

对的监测数据
,

进行了直线回归相关 分

析及幂函数相关分析
,

直线回归分析的另
、

浮

性固体与粪大肠菌的相关系数  
,

两

者呈正相关
,

直线回归方程 为 一 , 斗十

, 其中 为粪大肠菌含量
,

为悬浮性

固体浓度 幂函数回归分析的悬浮性固体 与

粪大肠菌的相关系数 一
,

两者 呈 非

常明显的正相关 幂函数回 归方程 式 一

”
其中 为粪大肠菌含量

,

为恳浮

性固体的含量

这两种回归方程哪一种比较合理呢 现

用二种回归方程式以每年的悬浮性固体的平

均浓度分别计算出各年的粪大肠菌含量
,

并

与每年实测的平均含量比较
,

结果见 表

表 粪大肠菌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结果比较 个  

时时间间 实测平平 直线 回归归 幂函数回回 计算值 与丈测测
均均均值值 计 算值值 归方法计计 值偏差

算算算算算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直直直直直直线 回归归 端季函数数
回回回回回回回鱿

年年  !!! 十

 年年    十 一 只只

年年 夕  夕夕 十 苏 一 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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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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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江悬浮性固体及粪大肠菌的年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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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性固体与粪大肠菌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 年悬浮性固体及粪大肠菌的监测

结果说明
,

粪大肠菌的含量与悬浮性固体的

含量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在悬浮性固体高的

从表 的结果可看
,

利用幂函数回归方

程计算粪大肠菌结果与实测的平均值更为接

近 这是因为水体中粪大肠菌的含量与悬浮

性固体比较
,

在数值上一般是相差儿十倍
,

两

者的关系属于幂函数曲线
,

因此应用幂函数

回归来分析粪大肠菌与悬浮性固体的相关程

度比用直线回归更为合理 从两者的相关系

数来看
,

也是幂函数的相关系数比直线回归

的相关系数高
,

特别是当悬浮性固体的含量

小时
,

应用幂函数回归方程比用直线回归方

程合理得多 如  斗年 月下旬愚浮性固体

的测定值为
,

粪大肠菌实测值为 。

个
,

用直线回归方程计算粪大肠菌为

个
,

而用幂函数回归方程计算的粪大 肠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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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个 从结果可见
,

用直线回归方程

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甚远
,

而用幂函数回归

方程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基本在同一 个 水 平

因为两数值用于水质评价的效果是 相 同的
,

表明用幂函数方程式表示悬浮性固体与粪大

肠菌的相互关系更为合理

三
、

小结

本文对西江水体中悬浮性固体与粪大肠

菌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

建立了两者关系幂

函数回归方程为  
’ ,

用悬浮性固体

浓度通过此关系式计算出粪大肠菌 的 含 量
,

计算值与实测值在同一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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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

钒对春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影响的研究

蒋德富 陈 帆
(新疆环境监测 中心站)

石油化学工业废水中除含有成份十分复

杂的石油类
、

酚
、

氰等有机污染物外
,

常含有

一定数量的镍和钒
.
鉴于国家尚未规定镍

、

钒的农灌标准
,

因而这种水能否安全用于农

灌需要作必要的研究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用

不同浓度的镍
、

钒溶液灌溉春小麦的盆栽试

验
,

观察对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

以期

找到适宜的灌溉浓度
,

为制订镍
、

钒的有关环

境标准提供依据
.

一
、

实 验 方 法

实验使用普通陶土花盆 (22 X 18c m )
.
供

试土壤为乌市郊区未污灌过的土壤
,

与羊粪

(9 :1)混合后装盆
,

每盆装 skg
.
小麦品种为

昌吉
一
7 4 1 6

,

每盆播种 30 粒
.

实验分镍
、

钒两组
,

每组十二个处理
,

每

处理三次重复
.
每组有二个处理加碳酸钙

,

试图观察钙对镍
、

钒危害的拮抗作用
.
镍组

各处理 为: 对 照
、

o

·

5

、

l

、

5

、

1 0

、

Z o p p m

、

Z O P P m + 4

.

5 9 C
a
C O

3 、

5 0

、

1 0 0

、

2 0 0 P P m

、

Z o o p p m +
4 , 9 e aC o

3、
3 0 0 p p m

.

钒组起始

浓度为 0
.
IPP m

,

其它各处理浓度均同镍组
.

小麦生长期共灌水 18 次
,

灌污 水 总 量

11L 、

清水 6L
.
对照组全使用清水

.
污水采

用化学试 剂 N iC 12
·

6
H

Z

O 或 N H ;V O 3 和 蒸

馏水
,

按各浓度(以纯镍
、

钒计)配制
.

观察和记录小麦各生育期的变化
,

收获

后进行考种
、

计产
,

并测定根
、

茎叶
、

籽实及土

壤中镍
、

钒的含量
.
试验前测定土壤

、

羊粪中

镍
、

钒的背景含量
.
植株中的镍用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测定
,

钒用等离子发射光谱法测

定
.
土壤

、

羊粪中的镍
、

钒均用 x
一

萤光光度

仪测定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1
.
不同处理对土壤镍

、

钒及 pH 的影响

表 1 示 出
,

土壤中镍
、

钒的含量随污水浓

度即污灌输人量的增加而增加
.
它们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9 95 和 0. 99 9

.

对土壤 pH 的测定结果表明
,

灌溉后土壤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