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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通过 对大气飘尘实测结果的重叠率计

算对比
,

认 为重叠误 差 率公 式  是 有效

的

卷 男

参 考 文 献

末国麟 , 电影光学
, ,

一  

汞对水稻幼苗根系醋酶同工酶的影响

赖天斌 彭志耕 詹嘉红

华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在污染环境的众多污染物中
,

汞是一种

在低浓度时 毒性就很大的积 累 性 的 金 属 毒

物 全世 界每 年 汞产 量 约 为  !一 ,

吨
,

仅有 界被回收
,

其余大部分被排人环

境肠’ 汞对植物外部形态和一些生理生 化指

标的影响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一习 有关永对水稻根系同工酶的影 响尚

未 见报道 为此
,

我们设计本试验 在观察

不同浓度 对水稻幼苗生长影 响 的 同

时
,

采用聚丙烯酸胺凝胶电泳法
,

研究伤害症

状的出现与醋酶同工酶的变化关系
,

为利用

司工酶分析法监测 永污染提供科学依据及方

法
。

电泳
,

分离胶 浓度为
,

浓缩 胶浓度为 呢
,

电泳缓冲液采用低离子浓 度  
一

甘氨 酸 系

统
,

每样品点样 川
,

采 用稳定电压

左右
,

在冰箱 。一斗℃ 中连续电泳 一

重 复四次

染色方法是以醋酸
一 “一

蔡醋
,

醋酸节
一

茶

醋的丙 酮溶液和磷酸缓冲液的坚牢兰 盐

溶液混合配制成显色液
,

在室温下 染色 一

至紫红色酶带显现为止
,

测 定凝胶板

上每条酶带的迁移率
,

摄影酶谱
,

制成凝胶标

本
。

一
、

材料与方法

以水稻品种钢化青兰作为供试材料
,

将

水稻种 子分为五个组
,

在 ℃恒温箱中萌发

至
。

左右
,

以一组用自来水培 养 为 对 照

组
,

其他四组分别用
,

· , · , ·

即 的

溶液培养
,

每隔一天换液一次
,

四天后

观察幼苗生长外部形态并取样进行同工酶分

刁矛
。

取水稻幼苗根系
,

加蒸馏水 研

磨
,

离心 , 印
,

取上清液作为

试验样品

电泳 方法采用垂直平板聚丙烯酚胺凝胶

二
、

试 验 结 果

汞对水稻 幼苗生长的影 响

经不同浓度
,

处理四 天后 测 得 水

稻 的株高和每株根系中最长根 的长度均明显

的 比对照组的矮和短 见表
,

通过数理统

计均达差异显著程度
,

处理组的幼 苗叫
一

尖出

现枯死现象
,

侧根比对照 组的少
,

根 系的颜色

也变为淡褐色 并且这种受害症状随 于

浓度的增大而逐渐变得严重
,

至 处

理组时根系的颜色已变为褐色

汞对水稻幼 苗根系醋酶同工酶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浓度 处理四 天 后 的

水稻幼苗根系的分析
,

初步确定了 彼此所呈

现的醋酶同工酶谱是不同的
,

整个实验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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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汞处理四 天后 水稻幼苗株高
、

根系长度

科 学

处理浓度 株 高 根 长
,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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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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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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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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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 十
。

。

十
。

弓
。

十
。

斗
。

弓

。 。

。

百

随机取样 株的平 均值士标准差

处理组植株受害症状愈加明显
,

它才

出现 条酶带
,

比前 个处理组 少 了
、

、 、 、

条酶带
,

这 条酶带

着色不但 比前 个处理组明显地减弱
,

而相

应于对照组的 条酶带比 对照组也明显地减

弱
。

表 水稻幼苗根系酷酶同工酶带的迁移率 值

察到 条正极酶带
,

它们在 多聚丙烯酞胺

凝胶 中的相对迁移率见表
,

由负极到正 极

定为 至 图 对照组有
、 、

、 、 、 、 、 、

条正

极酶带
,

经
、

,
、

壬 处理的

三个组都具有 条正极酶带
,

比对 照组增加

了
、 、 、 、 、 、

 
、

条酶带
,

其他酶带着色比对照组明显加深

三个不同依度的处理组 之 间 相 比 较
,

随 着

处理浓度的增大
,

植株受害症状加重
,

而全部酶带着色程度 逐 渐 变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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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汞对水稻幼 苗生长 的影响很

大
,

伤害症状的出现与醋酶同 工酶的变化 有

一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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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稻幼苗根 系酷酶同工酶酶 潜

(左 为照片
,

右为示意图 )

汞是积累性的金属毒物
.

它能 使植物的

光合速率下降
,

叶子黄化
,

分羹受抑制
,

根系

发育不良
,

植株变矮
.

有的研究表明
,

水稻受

永毒害后首先表现出病态的器官是根
,

含 禾

量最 多的也是根
,

随后在水稻的其他器官 也

表现出受害症状
,

且在一定的汞浓度范围 内
,

它对水稻的这种效应随其浓度的增加而逐渐

加强 『‘一 3]
.

本试验所观察到的结果与他们的

结果是一致的
.

不同浓度的 H gcl
:
处理后

,

水稻根 系首先受害
,

它的醋酶同 工酶变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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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由于根是水稻吸收矿质营养的 主 要 器

官
,

同时它还具有合成氨基酸和激素的多种

功能
,

是叶片生长和活力的主要决剑引素闭
,

所以
,

经求处理四天
,

不但根出现病态
,

叶片

也表现出受害症状
.

随汞处理浓度的逐渐增

力}l( 1
.
0 ,

2

.

5
,

5

.

0
,

1 0

.

0 p p m
)

,

根的正常代谢

机能受到的破坏也越大
,

叶片上表现出来的

受害症状也越来越明显
.

在本试验 、
I
” ,

1

.

0 至 5
.
0 ppm H g e lZ 对

水稻幼苗根系醋酶同工酶有诱导作用
,

使酶

带 的数 目增加
,

可能是植株对不 良环境的一

种保护反应
.

酉旨酶是一种广i普底物 的水 解

酶
,

一般 为单链或二聚蛋 白质
,

它 存在于植物

各部位和不同发育时期的细
·

胞中
,

主要分布

在细胞质的圆球体内
,

在生理代谢中有转醋

作用和解毒作用 ‘5 , . 酶带的增加可能标志着

水稻植株抗污染能力的增加
.

然而酶属于蛋

自质
,

一个离子化的蛋 白质
,

象H g, 十这样的金

属离子能使它的活性受破坏
, l

别随着H g cl Z
浓

度增加
,

醋酶同工酶的数量及活性减弱
.

注

8 卷 5 期

低浓度 (1
.
0一5

.
0 PP m ) 的 H gcl

:
处理下

,

醋

酶同工酶酶带增加
,

这种增加是汞作用 行遗

传基 因
,

还是 汞直接使醋酶同工酶断裂成了

碎片有关
,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同工酶分析技术
,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一项新技术
,

由于设 备简单
,

所而样品量少
,

指标灵 敏
,

比较分析容易而广泛应用于农业
,

医学及 生物学各领域的遗传研究分析
.

术试

验表明
,

汞对 水稻幼苗生
一

氏有毒害作用
,

且

植株受伍害症状与根系醋酶同工酶的变化有

关
.

因此
,l 同 工酶谱的变化可作为 环境污染

的一种 监测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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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松花江渔民发汞动态观察

及其发血汞相互关系

李志超 冀致 敏
(白 求 恩 医 科 凡 学)

第二松花江被含 示工业废水污 染后
,

通

过水系食物链 的生物浓缩作用
,

江鱼体内富

集 相当量的甲基汞
,

渔民 民期食用甲基汞污

染的江鱼
,

其健康已受到 危害[l. 2, .

文献曾报

道发永含量可反映接触求者不同时期体内的

瓷间只程度 ‘3 , . 为阐明松花江 汞污染对渔民健

康的影响
,

我们曾对第二松花江 284 名渔民
、

未被求污染地区 144 名对照渔民和 839 名城

市房民发汞含量进行测定
,

其结果表明第二

松花江 渔民发汞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渔民秘城

市居民
*.

为进一步了解第二松花江渔民体

内汞的蓄积规律
,

我们选择 5 名临床限 恢追

踪观察渔民
,

对其发汞动态变化及其发
、

血求

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

结果报告如 凡

* 引自白求恩医 科大学
,

环境医学研究第一次全国环

境医学学术交流会征文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