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拙 环 境

相同
,

并未表现出叠加效果 但在脱色速度
、

脱色率
、

存活时间
、

抗冲击性等综合特性上却

表现出比任何单一菌株更优越的特性

卷 为

好 生中试现场分离到的斑点气单胞菌和一

株假单胞菌也有很好的脱色效果

四 脱色菌群中以芽抱杆菌和不 动 细

菌占优势 同时
,

这些菌又具有较强的脱色

能力 因此
,

这一菌群具有脱色快和抗冲击

力强两大优点 这已在中试中得到证实

在应用脱色菌群时
,

原来存在于废水中

具有较强脱色力的细菌在脱色过程中
,

可能

也起着较大的作用

五 某些菌株分类地位的确定以 及 如

何利用脱色能力强的纯菌的混合菌群
,

有待

进一步探索

参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细菌分类组
,

一般细菌常

用鉴定方法 , 科 学出版社
,

北京
,

年

沈 玉如 阂一汪
,

环境污染与防洽
, 斗 ,

叹 ‘

钟秀清等
,

微生物学杂志
, ,

, 仁 , 亡 己夕’了 耐 彻产若 才 尸

水云月 云口
亡 才亡 忿 , ,

一书 ,

犷, 仁 七 ,

, 卜琦 改 , , 召召 亡
’‘

” 己 , ,  才, 粉亡 ‘ 夕, 丛 ,

一
,

 一  ,

一  ,

, 。

,

蔡妙英译 芽抱杆菌属
, 一

,

农业出版社
,

北京
,  年

冈查洛夫著 徐 浩译
,

异 养细菌鉴定的检索与

方法 ,

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年

斯克尔曼著 蔡妙英译 , 细菌属的鉴定指

导 ,

科学 出版社
,

北京 ,  年

气

月

,矛匕的了卫工

三
、

小 结

一
一

号脱色菌群是一个由几种脱

色细菌组成的混合菌群 通过分离
、

纯化
、

鉴

定证明
,

在这一脱色菌群中包括了 个属的

细菌 其中芽抱杆菌属
、

不动细菌属 占优势

左芽抱杆菌属中有枯草芽抱杆菌和地衣芽饱

杆菌两个种 不动细菌属为乙酸钙不 动 细

菌 另外还有无色杆菌属中的裂环无 色 杆

菌 一株假单胞菌和现 已发表的菌株特性比

较
,

差异不小
,

有待进一步确定 基本上搞清

了脱色菌群的群体结构

二 在印染废水这一生态环境中
,

具有

脱色能力的细菌是多种多样的 除上述实验

室样品外
,

在中试现场的样品中还存在有斑

点气单胞菌
、

中间柠檬酸细菌和实验室样品

中未分离到的假单胞菌 其中部分菌株具有

良好的脱色效果 由此可见
,

在自然界中寻

找脱色能力更强的细菌是可能的

三 在多种多样具有脱色能力的 细 菌

中
,

它们在脱色能力上有差异 这不仅表现

在不同种之间
,

也表现在同一个种的不同菌

株之间 研究结果表明
,

在脱色菌群中
,

以

枯草芽饱杆菌和乙酸钙不动细菌脱色效果较

叹喃丹与稻 田土攘生物活性的相互影响

黄 欣 樊德方 陈鹤鑫
浙江农业大学农药残毒研究室

吠喃丹  , , 一

二氢
一 , 一

二

甲基
一 一

苯骄吠喃甲基氨基甲酸醋 是一种高

效
、

广谱杀虫
、

杀线虫剂 自 年国务院决

定停止生产 “ 和 等农药后
,

它已作

为有机氯农药的取代品种之一应用于农业害

虫防治上 目前
,

吠喃丹不仅用于棉花
、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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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甘蔗
、

大豆等作物上
,

而且也在水稻田上

广泛使用
,

均能获得较高的防治效果

土壤是个由无机物
、

有机物和生物所组

成的生态系统
,

施于土壤中的农药必然会与

其各组分发生相互反应
,

尤其是在土壤生物

因子影响下
,

农药分子被代谢
、

降解
,

同时
,

农

药分子也会对土壤生物活性有一定影响 我

们结合浙江省农业土壤的特点
,

在室内模拟

条件下
,

侧重考察了吠喃丹在小粉土中的生

物降解作用及其对土壤氨化作用和纤维素分

解强度的影响
,

为评价吠喃丹的环境特性和

稻区使用安全性提供一定的科学论证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吠喃丹在淹水土壤中的生物 降 解

作用

灭菌试验 将采得的耕作层小粉土置

于阴凉处风干
,

称取过 筛的土样
,

装人 棕色广 口瓶 瓶数根据要求设

置 以 蒸馏水湿润土壤
,

然后置于电热

恒温培养箱内
,

招 士 ℃ 下静止预培 养 一

周 之后
,

把样品分为二组
,

对其中的一组样

品进行灭菌处理 所用的灭菌法有  高

压灭菌
,

置土样于高压蒸气 消 毒 器 内
,

在

℃
、

磅条件下每夭处理 , 小时
,

连续进

行 夭 辐射灭菌
,

土样经 丫射线 尹

源 照射处理 原强 斗 斗 曰 ,

照射剂

叠率 刊
,

照射剂量达到 弓 少

 灭菌后加无菌水
,

以保持土表有

以上的水层 于无菌条件下加人吠喃丹丙酮

浪 川药方式模拟 田间吠喃丹的水面撒施法

下同 药液用 外吠喃丹纯品 成都化试

厂 和重蒸丙酮配制 加药后的样品用聚乙

烯薄膜封口 ,

邓 士 ℃ 下朴置培养
,

定期取

徉测定农药的残存率
。

可溶性碳源对咋解速率的影响 用水

漂法除去供试小粉土中的纤维碎屑
,

风干后

过 筛 样品制备与
“

灭菌试验
” ,冲灭菌

石让的样品制备相同
。

按不同的重量比在土样

科 学 扣
,

中加人葡萄糖液
,

然后加人吠喃丹丙 酮 液

土样灭菌与
“

灭菌试验
”

相同 封 口 后 于

士 ℃下培养
,

定期取样测定农药残存率

葡萄糖的灭菌条件 ℃
、

巧 磅高压灭菌

分钟

农药残留量测定 分析过程中所用化

学药剂均按农药残留检测要求  进 行 预 处

理 土样的前处理参考 的方法  
,

并

结合本试验的特点
,

在净化过程 山 以 巧

初 微型柱代替普通层析柱 样

品由配备
一

检测器的气 相 色 谱 仪

召 型 检测 仪器工作条件 流量为

空气 。

柱温 17 0℃ ; 进样 口 温 度 220℃ ; 检 测 器

28 0℃
.
色谱柱采用 12 5 X 币0

.
2 em (i

.
d

,

) 玻

璃柱 ;担休为 80一 100 目的
。h

r o
m
o s o r b w

( D M C S )
; 固定液 3 多 O V 一

1 0 1
.

本法对土样

中吠喃丹检测极限为 o
.
00 5m g压g

,

添加回收

率见表 1
.

表 1 土壤中峡喃丹标准添加回收率

浓 度

SOP P m

SP Pm

0.25PP m

回收率(% )

94.6士 3
.7

53.7土 1
.
弓

Q ,
.
2土 11

.4

变异系数(% )

(二 ) 吠喃丹对淹水土壤生物活性 的 影

响

1
.
对氨化作用的影响 取过 60 目筛的

青紫泥 (A )
、
2

1

、

粉土 (B )
、

手每涂土 (C )
,

分装

于 12
.
5m l 棕色广口瓶

,

每瓶装 109 风干土
.

经湿润预培养后加蛋 白脉溶液 (p eP to , l e ,

日

本 )
,

使之在土样中的浓度达到 0
.
2 %

,

加蒸馏

水使土表保持水层 l。m 以上
.
加药浓度为

O、 5 和 50Oppm
.
样品封口 后于 28 士 loC 下

培养
,

定期取样提取[4J 和分析 (样品整瓶转移

提取
,

定容至 100 m l
,

取 5m l 供侧 )
.
实验中

听用蒸馏水全为无氨水
.

2
.
对纤维素分解强度的影响 取一定数

目的 价90 0
, 11 ; 1 ,

培养皿
,

将 509 过 6。 目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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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省水稻区四类主要土维的一些属性

月一…州布气\
\
.

,
‘

一 二 灭 菌处理

一
术处理

)

·

、 一 ~
_75器助切

�欲�笋件锁文瞥衫

干土分为二份
,

先将一份放人皿内
,

铺上经

0
.
1并 H ;50 ; 消煮的 白 布 片 (3 X 7

cm ) ,
, , ,

再加上另一份土壤
,

淹水后加药
.
于 30 士

2℃ 下培养
,

经过一定天数后取出布片
,

处理

后计算纤维素分解强度 (以纤维素损失率表

示 )
.

实验中 pH 的测定采用电极法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本试验所用土壤均采自浙江农业大学 肖

山社湖
’‘

农药生态毒理研究
”

实验基地
.
四种

土壤的主要属性如表 2 所示
.

(一 ) 吠喃丹在土壤甲的降解及 微 生 物

作用

灭菌试验表明
,

在淹水条件下微生物对

土壤中吠喃丹的降解速率有一定影响
.
经过

五周的恒温培养
,

受高压灭菌处理土样和不

经灭菌处理土样中的吠喃丹残存 率 分 别 为

郊
.
35多 和 2 2

.
03外 (见图 l)

,

二者的回归系

数经 了
’

检验达显著差异 ( , ~ 2
.

30 > to.
os

-

2
.
1 8 )

.

同样
,

经 丫 辐射处理的土样
,

其第 28

天的吠喃丹残存率为 %
·

5 多
,

而在非灭菌土
、

样中只检测到 占初始浓度 13
.
3呢 的吠喃 丹

(图 2)
.
可见

,

土壤微生物对吠喃丹的降解

速率是起着促进作用的
.
但由于非生物降解

因子的存在
,

即使在灭菌土样中
,

吠喃丹的残

存率也还是随时间在不断减少
.

由于微生物的作用
,

添加可溶性碳源可

对吠喃丹的降解速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
在一

组经 o 和 l多 浓度葡萄糖处理的土样 (设置

时沪句(d)

图 1 吠喃丹 ( SOp p m ) 在淹水土壤 中的降解作用

丫辐身十处眼

未欢狄六欲�鲜毋狱皮瞥公

‘。

以六
产一

一

一
J,
一

一一 L ~

盯 邓 石

时lHl (d少

图 2 丫辐射处理对 吠喃丹降解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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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降解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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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峡喃丹对土壤 N代
一
N 积累量的影响

*

0。

4
0

8
0

。

8 3
2

0

。

8 9
3

0

。

8 4 8

l

。

7 0
8

l

。

7 1 2

l

。

6 4 6

1

.

7
只了

1
。

7 9 4

l

。

7 3 6

~ - - ~ - - - ~ - - - - - - - -

-

一

0。 4
0

6 l

。

3 0 5

1

.

3 6
4

l

。

1 1 7

l

。

6 7 0

l

。

6 8 7

1

。

6 8 3

1

.

7 7 5

1

.

8 1 1

l

。

8 4 4

…默
阵
-
l二里里竺二

0.461 O。

8 斗7

l
。

0 0 1

O

,

3 2 3

t

。

6 之6

l
。

6 2 4

1

。

4 0 7

l

。

7 3 7

I

。

6 2 2
*

*

l

。

5 0 7

么*

1

。

7
2 1

l

。

6 7 3

1

.

6 6
4

* *

· 表中数“为 矗
、 , 。g 土消耗的 ”

·

。”2 , m 。‘ H
2
5 0

·

毫升数的均值(设三次重复 , ; ‘m , 。
·

。。, s m 。‘ H
Z”0

4
相当

于 70·

0 4 拜9 N H 才
一
N

.

**
T 检验在显著性水平 二 = l

% 上有差异
.

灭菌对照组)中可发现
,

含糖 1多 的未灭菌样

品
,

其吠喃丹残存率 曾一度高于灭菌处理样

品的残存率 (图 3)
.
这是因微生物在厌气条

件下大量利用葡萄糖后产生的一 些 酸 性 物

质
,

降低了周围环境的 pH 值
,

从而延缓了农

药的非生物降解速率
.
与此同时

,

两组灭菌

处理土样中的吠喃丹含量却因非生物降解作

用而逐渐减少
.
为验证上述现象

,

我们分别

以 。
、

0

.

1 外和 1拓浓度的葡萄塘处理土样
,

再

作培养与检测
,

并测定样品的 pH 变化
.
图 4

表明
,

在培养初 期 (0一1斗 天 )
,

含 高 浓 度

(l呢) 葡萄糖的土样中
,

吠喃丹消失速率低

于 含低浓度葡萄搪 (0
.
1多)或无糖处理的土

样
.
在后期

,

含高浓度葡萄糖土样的吠喃丹

消失速率迅速增大
.
低糖处理土样与无糖处

理样品的吠喃丹消失速率则无差 异
.
经 测

定
,

土样加搪培养一天后
,

p
H 变化较大: 无

朴样品为 7
.
8 ;含糖 。

.
1 % 的样品为 7

.
1; 含糖

l多的则为
一

6

.

0

.

在 3一 7 周后各不同含糖水

平样品的 pH 都会互相接近
,

并随培养期的延

续而上升
.
培养期末(第 85 天 )

,

各处 理的pH

分别为 8. 3
、

8. 3 和 8
.
1
.
所以

,

一旦环境 pH

回复后
,

含高浓度碳源土壤的吠喃丹即在生

物的和非生物的因子作用下
,

以较高的速率

从土巾消失
,

最后
,

农药的残存率 (在上述两

个试验中
,

均在第 60 天前后开始 ) 接近低

碳源的或无碳源的样品而低于灭菌处理样品

(见图 3
、

图 钓
.
在我室类似的试验中

,

低浓

度碳源有加快 6“ 从小粉土中消失的作用l);

v e 。k a t e s w 盯lu 等人也曾指出
,

室内条件下添

加 0
.
5多 (重量比 ) 稻草粉末有助于吠喃丹从

淹水稻 田中消失
t
叭 但从本试验结果看

,

低碳

源处理对吠喃丹消失速率无明显影响
,

高碳

源处理则在培养后期有促进农药 消 失 的 作

用
.

泪浅浅浅以匕
乳邵

��哈卜澎码以佗二畜

28 42
时间 (d〕

闪
’

8 5

图 4 碳源处理对吠喃丹降解作用的影响

1. 含 1% 葡萄糖 2 . 含 0
.1呱 葡萄糖

3 . 无糖处理

1、樊德方等
, 农业环境保护科研资料选编

, 浙江农业大

学 ,
8 0 一90 页

, 1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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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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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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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喃丹对纤维素分解强度的影响
*

处理

1
.
对氨化作用的影响 加人高浓度 (500

PP m ) 吠喃丹后
,

土壤 C 样品的 N H 才
一
N 积

累量在第 3一 4 周明显低于同期的对照组样

深一 而土壤 B 样品的 N H 才
一
N 积累量在第 4

周明显超过对照样品的积累量
.
土壤 A 样品

的氨化作用则不受影响
.

, PP m 浓度的农药

除在第 3 周对土壤 c 样品的 N H 才
一
N 积累有

抑制效应外
,

对其他样品的氨化作用均无影

响(见表 3)
.

在正常情况下
,

水田土壤中无机氮的主

要形态为 N H 才
一
N

.

在水田土壤的氧 化
一

还

原土层中
,

有硝化
一

反硝化作用存在
.
然而

,

由于 N O 了一 N 和 N O 子一 N 的高度不稳定性
,

它们在连续淹水土壤中的数量实际上是很少

的‘7 , . R a
m

a
k r i

s
h n a 等人曾报道

,

在淹水土

壤中
,

低浓度 (10ppm ) 吠喃丹对硝化过程

无有害影响
,

但当浓度达到 50 00pp m 时
,

对

淹水土壤 N H 不 的氧化作用有刺激效应
,

并

且由于同时抑制了 N O 丁的氧化作用而导致

N O 丁 在土壤中积累
‘SJ
.

从本试验结果可知
,

由于土壤类型和生化过程的不 同
,

5
00 PP m

的吠喃丹对土壤 B 、 c 的 N H 犷
一
N 积累量产

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影响
.
除了氨化作用受

到不同的刺激或抑制外
,

N H 功氧化作 用 是

否受到刺激或抑制也是 造 成 N H 才
一
N 在 土

壤中增减的因子之一 因此
,

要找出高浓度

\ 冬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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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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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数据为三次重复样品纤维素损失率 (% )
:卜匀平

均值
.

吠喃丹对本试验产生不同影响的主要 原 因
,

还需作进一步的工作
.

2
.
对纤维素分解强度的影响 试脸对浙

江省四种主要水稻土壤进行 3 周恒温培养 石

观察
.
由所获数据 可知

,

各土壤纤维索拟失

率基本上是随着吠喃丹处理浓度的提高“iJ增

加 (见表 4)
.

据报道田
:
吠喃丹有效成分在每克干 枝

叶中的量达到 10户g ,

不会引起分解枝叶微生

物的个体数有明显的差异
.
至于吠喃丹对稻

田纤维素分解强度是否有影响
,

尚未见报道
.

对本试验结果的分析表明
,

不论土壤类型
,

吠

喃丹浓度在 sppm 时
,

纤维素损失率与空白

处理相比
,

无显著差异
.
当达到 so p pm 以上

时
,

差异显著 (见表 5 、 表 6)
.
因此

,

综合

表 斗 与表 6 的分析结果
,

在淹水条件下
,

, a

p p m 以上浓度的吠喃丹对稻田土壤 纤 维 素

表 5 纤维素分解强度方差分析表

方 差 来 源 平 方 和 自由度 均 方 显 著 度

因素 l (处理)

因素 之 (上类)

因素 1与因素 2 的交互作用

澳差

总和

987 。

4 4 5 6
J

2 9

。

1 5 1 9
斗
.
6 40 2

4 4 7
.
8 4 5 6 l 牛9

。

2 8 1 9
2

。

1 0 4 5

1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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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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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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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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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3

3

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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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9 8

3 2

4
7

7 0

。

9
3
4 2



一。 卷 一 期 环 境 科 学

表 6 因素 1 间比较 (用新复极差法检验)

处 理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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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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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马5 7 8 9
,

8
7 1

1 1 0

‘

1 1
4 2

1
.

J
l
es
J

2
又�f

LresL
分解强度有促进作用

.

三
、

小 结

在淹水稻田土壤中
,

微生物对吠喃丹的

降解速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但非生物降解

作用也较明显
.
土壤中低浓度 (5 PP m ) 吠

喃丹不致对氨化作用和纤维素分解强 变造成

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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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免疫的狂犬病疫苗

美国和法国的研究中心联合宣布
,

他们研制出

了 能使野生动物免患狂犬病的疫苗
.
这种疫苗是由

费城的维斯特尔研究所 5. A. Tr as ge m
e
研制 出来

的
.
这是一项法国生物技术项目

,

应用了重接 D N A

技术
。

这种疫苗是通过放到诱饵袋中和由飞机投放而

由院熊和臭融食人而到 达这些动物体内的
.
在美国

东部和中部
,

院熊和臭融是最常见的狂犬病病毒携

带者
.
在这些地区

,

狂犬病最近几年 已变成了一种流

行病
.
检测表明

.
在这一地区

,

诱饵袋有 60 一70% 被

野沉熊吃掉
.
在欧洲

,

还拉直 了达种痰苗对那里狂

犬病的主要携带者狐狸的作用情况
.

根据捕获的洗熊和臭础的实验表明
, 口 投的疫

苗阻止了狂犬病的流行
.
疫苗是安全的

,
因为它只

含有很少量的狂犬病病毒
,

即足以使免疫系统产生

保护性抗体
,

但又不足以致病
.
研究者说

,

这种疫苗

对人畜无害
,

即使被其误食
.

维斯特尔已向美国农业部提出 申请
,

要在远离

弗吉尼亚或南卡罗利纳海岸的无人岛进行第一次试

验
.

世文 译 自 E cology U SA ,

林
。y 乙3户 , 8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