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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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试土壤为乌市郊区未污灌过的土壤
,

与羊粪

混合后装盆
,

每盆装 小麦品种为

昌吉
一  

,

每盆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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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钒组起始

浓度为
,

其它各处理浓度均同镍组

小麦生长期共灌水 次
,

灌污 水 总 量
、

清水 对照组全使用清水 污水采

用化学试 剂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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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萤光光度

仪测定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不同处理对土壤镍
、

钒及 的影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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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对土壤 的测定结果表明
,

灌溉后土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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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壤中裸
、

钒的含皿与输人且的关系

卷 斗 期

认认犷
对照照 。 多 镍镍  !!! ∀ !!! ∀ ! 十十

钒钒钒钒钒钒 只只只只只

〕

镍镍镍 污水输人量量
。

   斗 斗  呼

土土土壤中含量量
。

夕
。 。 。

 
。

亏
。

 
。

多 乡 多  !
。

帆帆帆 污水输入量量
。 。

斗斗 斗    !

土土土壤中含量量
。

多  
。 。 。

 
。 。

 
。 。 。 。 。

注 表巾镍组各处理羊粪输人量均为 钒组各处理羊粪输人量为

土壤中镍本底值为 钒 本底值为

表 裸
、

钒不同处理组土壤 的变化

一一一
对照照

·

镍 ,,  

。。。。
·

钒

镍镍镍
。 。

  
。

一一
。 ,

 

钒钒钒 ‘‘
。 、

 
。 。

值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 估计与用

酸式盐试剂有关
.

2
.
对小麦经济性状及物质生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镍组 0
.
5一 IOp pm 各处理

的总生物量
、

株高和产量都有增长的趋势
,

产

量增加尤其明显
.
其中 10P pm 处理产量比

对照增加 125
.
2多 (表 3)

.
小麦产量的分段

检验呈显著相关 (图 l)
.
综合影响 指 数 由

1
.
16 增加到 1

.
4 2 (表 4)

,

这说明输人微量的

镍对小麦生长发育有利
.
而 10 一 100P pm 各

处理
,

综合变化指数在 0. 9一 1
.
08 之间

,

其分

级相关检验不显著
,

表明对小麦生长发育及

产量无明显影响
.
200P pm 处理的株高及产

量均低于对照
,

综合变化指数小于 1
,

表明对

小麦生长有抑制作用
.

钒组小麦生长变化呈现的规律是
: 。
.
1一

so ppm 各处理小麦的总生物量
、

株高
、

千粒

重
、

产量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表 3)
.
其综

合变化指数由 0
.
94 增加到 1

.
63(表 4)

.
50P pm

以后则开始下降
,

尤其产量下降较显著
.
其综

合变化指数由 1
.
4 8下降到 0

.
720 ,

到 Zoop pm

时
,

产量降到 1
.
0 克/盆

,

比对照减产 43 多
.
分

段检验所得增产和减产均呈显著相关(图2)
,

表明低浓度的钒 (50 m g/L 以下) 对小麦生

长有利
,

高浓度 (200 m g/L ) 则产生不 良影

响
.

3
.
灌溉浓度对小麦各部位镍

、

钒 含量的

影响

小麦各部位镍
、

钒含量随灌溉浓度的增

加而增加 (表 5)
.
但小麦的不同部位对同一

元素的吸收有明显的差别
,

其基本 规 律 是
:

根 > 茎叶 > 籽实
.
本实验还表明小麦茎叶和

籽实中镍的含量高于钒
,

高浓度时则钒含量

高于镍
,

表现 出镍比钒易转移
,

更易在小麦的

籽实中积累
.
因而高浓度镍不仅影响小麦的

生长发育和产量
,

还影响籽实质量;而高浓度

的钒对小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生长发育及

产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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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镍
、

钒对小麦经济性状及产t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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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浓度的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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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麦各部位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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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 aC o ,

对镍
、

钒作 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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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爹
二 l

卿少贼z二 0 名9 3

段显舌

物量
、

产量 与 对 应 的 Zop pm 和 ZO oppm 组

比较均有增加趋 势
,

综 合 增 长 率 为 3
,

”一

郊 5 多
,

其中产量增长幅度为 8一 147 汤 (表

6)
.
因而我国北方碱性土壤中由于常含有大

量 c
。 + 十 、

故可减轻镍
、

钒的危害
,

而南方酸性

土壤可用增施 ca c 0
3
来减轻镍

、

钒的危害
.

()石月J沁tl, l
)

粼彝洲劝
.
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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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镍与小麦产量的分段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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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钒与小麦产量的分段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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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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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5 0 一 300pPrn n = 4 一 2 ro os 二 0
.900

4
.

ca c o 。

对镍
、

钒危害的影响

本实验镍
、

钒两组增加了 Zoppm + 4. 殆

eaeo 3 和 ZOoppm 十 4 , g e a e O 3
两个处理

.
实

验结果表明
,

加 CaC O 。

后小麦的株高
、

总生

小 结

为制订有关镍
、

钒的环境标准
,

我们在盆

栽条件下做了用不同浓度的镍
、

钒灌溉小麦

观察其对生长发育及产量影响的实验
,

结果

表明:

1
.
镍

、

钒可在土壤及小麦中累积
,

累积量

随灌溉输入量的增加而增加
.
在小麦各部位

累积的规律是根> 茎叶> 籽实
.
其中镍比钒

易转移
,

更易在小麦籽实中累积 ;

2
.
镍 0
.
5一 1OpP m

,

钒 0
·

l 一 , o p p m 各浓

度组对小麦生长发育表现 出 刺 激 作 用 ; 镍

10一 loop pm
,

钒 50一Zoop pm 各浓度组对刁
、

麦生长发育无明显障碍 ; 20op pm 以后镍
、

钒

对小麦均表现出抑制作用;

3
.
施加 caC O 。

能减轻镍
、

钒对小麦的危

害
.

上述初步试验结果可为制订灌溉水和区

域土壤的镍
、

钒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