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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贮存含硒水样效果最好
,

玻璃瓶 最 差

但石英瓶携带不便
,

价格昂贵
,

不适于现场采

样贮存和运送 建议采用价廉
、

质轻
、

运输方

便的经硝酸钝化的聚乙烯容器
,

用俏酸作为

天然水硒的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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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地区大气微生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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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文用仿制美国的  ! 生物拉子采样器测定了北京西单
、

丰台和天津晒沾海滨三个地点的大气

细菌和真菌浓度 结果表明
,

年平均空气细菌浓度北京西单为 个
、

丰台为 个
、

天津塘沽海演为

个
,

丰台真菌为 个 在一天内
, 大气细菌浓度分布明显 出现 点

、

点二个高峰时和 点
、

夜

间 点二个低峰时 由 人  ! 采样分为六级的大气细菌浓度亦有同样灼 日 变化规津

微生物广泛分布在土壤
、

水和大气中
,

而

人类及动
、

植物处在大气微生物的包 围 中

因此
,

大气微生物与人类有密切的关系 有

的微生物对人类有利
,

而有些微生物对人类

有害
,

造成人群传染病暴发流行 污染食品
,

造成大批人员的食物中毒 造成医院手术

室病人伤口 的感染闭 使光学仪器
、

医药品
、

化妆品囚发霉变质 因此
,

进行大气微生物

的研究和测定对改善环境
,

提高人们的健康

和工农业的生产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国外对大气微生物的生态研究报

告较多
,

而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尚属开端 我

们于 斗一 年在京津地区的三个 点对

大气微生物浓度的分布规律进行了定期的观

侧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仿制美国 的  ! 以下简

称
·

生物拉子采样器进行大气细菌 和

真菌浓度的测定 仿制
·

各级的特 性

如表
。

表 仿制
·

采样器各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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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法

采样器

表 是仿制
·

和 美 制
·

在 室

外相同自然条件下同步采样的结果 从中看

出
,

这二种采样器的采样效果是一致的
。

采样介质和培养方法

捕集大气细菌用普通营养琼脂培 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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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种采样器结果比较

境 科 学

表 年平均空气细菌和真菌浓度 个

空
是

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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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流量为
,

样品在 ℃ 温箱

内培养 小时 捕集大气真菌用沙保弱氏培

养基
,

样品在 , ℃ 温箱内培养 小时 计

数各级采样皿上的菌落数
,

根据采样时间和

采样流量算出浓度 每升空气中的菌粒数

测定地点和时间

从 年到 年
,

在北京西单
、

丰台

和天津塘沽海滨三个地点进行测定 在西单

连续测定一年
,

每个月测定 次 在丰台和塘

沽测定半年
,

每个月测定 次
。

, 。

闷令创淞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不同地区的大气细菌和真菌分布及季

节变化

大气微生物的分布受地区和季节因素的

影响 表 是在北京西单
、

丰台和天津塘沽

海滨三个地点测定的大气细菌和真菌浓度结

果 西单是 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

年平均

为 个 丰台和塘沽是 次测定结果

的平均值
,

丰台细菌为 个
,

真 菌 为

个 塘沽细菌为 个 由此可

见
,

北京西单和丰台的大气细菌浓度比塘沽

海滨高 这是由于塘沽海滨受海洋空气的影

响
,

而海洋空气要比陆地空气中的含菌粒子

明显的少 。

但塘沽三月份的大气细菌浓度

明显的高
,

这是因为塘沽三月份的测定结果

受西北大风 最高风速
,

平均风速

石 的影响 据在北京西单测定的 结

果
,

已知大气含菌粒子浓度与大气颗粒物浓

度是正相关的关系
,

大风扬起地面上的尘土
,

致使大气中含菌粒子浓度增大 从丰台的测

定结果看
,

大气真菌浓度比细菌浓度低 从

分布的季节性看
,

北京大气细菌秋季
、

。
、

月 和春季
、 、

月 浓度高
,

夏季
、

、

月 和冬季
、 、

月 浓度低 这可

能与北京地区春
、

秋季风沙大有关
,

因为尘土

中携带着大量的微生物 夏季降雨多
,

日光辐

射强度大
,

而降雨 , 和 日辐射
〔‘

,

都能有效地

净化空气中的微生物

大气细菌和真菌浓度的日变化

大气微生物的分布除受地区和季节因素

的影响外
,

每天还受人类活动和日照
、

大气稳

定度等气象因素规律性变化的影响 图 表

 !

测定时间
‘

图 西单大气细菌浓度 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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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丰台大气细菌和真菌浓度日变化

口�令�创形

明西单大气细菌浓度的日变化
.
一天内

,

大

气细菌浓度有二个高峰和二个低峰
.
二个高

峰分别为 7 点和 22 点
,

二个低峰分别为 13

点和 1 点
.
每天早晨

,

人类开始了一天的活

动
,

街道上的人员和车辆增加
,

随之排人和由

地面扬尘带入大气中的微生物增多;另方面
,

早晨 7 点
,

近地层大气呈逆温
,

处于稳定状

态
,

风速较小
,

大气流通量小
,

日辐射强度也

小
.
这样大气中的微生物浓度就形成了第一

个高峰
.
从 7 点到 13 点

,

随着时间的变化
,

气温升高
,

风速增大
,

大气的稳定度受到破

环
,

大气低层的含菌位子被垂直气流扩故到

上空而被稀释[8J
.
另外

,

日辐射强度增强
,

从

太阳发出的紫外线能有效地杀灭大气中的微
_j
上物

.
因而从 7 点到 13 点

,

大气细菌粒子农

变逐渐降低
,

出现 了第一个低峰
.
从 13 点到

22点
,

气温降低
,

日落前
,

大气低层逐渐又出

现逆温状态
,

抑制 了 戈 几细 菌拉子的垂直交

换 ;同时 日辐射逐渐消失
,

失去了对大气中微

生物的杀灭净化作用 ;而傍晚
,

又值街道上人

员和车辆活动的高峰期
.
因此

,

从 13 点到22

点
,

大气细菌拉子浓度增大
,

出现了一天中的

书二个高峰
.
从 22 点

,

人类活动进人了夜间

{;勺静止期
,

进入大气中的细菌粒子减少;而另

一方面
,

风速减弱
,

大气中粒子的沉降
,

特 gl]

钱> 10 拼m 的大拉子的沉降 ;曾强
’

月 ,

因而大气

细菌粒子浓变降低
,

在夜间 1 点出现第二个

低峰
.
从图 2 看

,

丰台大气细菌和真菌的浓

度也呈现 着类似的 经化
.

3
.
不同粒度的人气细菌和真菌浓度的 日

变化

大气中的细菌和真为拉子是 多 分 散 根

的
,

用 A
·

S 采样器分别捕集 到 1一6 级上
.

图 3 是西单不同粒度的大气细菌浓度的 日变

化
.
从中看出

,

从 1一6 级
,

不同拉度的大气细

菌浓度的 日变化和全部的大气细菌浓度的 日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在一天内的浓度变化中
,

有二个高峰和二个低峰
,

只是第 6 级变化不

明显另外
,

也可看出
,

虽然从 2一5 级有个别点

的交错
,

但从l一6级
,

各级细菌粒子浓度依次

减小
.
图 4 是丰台不同粒度的大气细菌浓度

从 8点到 20 点的变化
,

变化趋势和西单大气

细菌白天时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可以明显

的看出
,

从 1一6 级
,

各级细菌粒子浓变依次

减小
.
图 , 是丰台不同位变的大气真菌滚变

从 8 点到 Z0 点灼变化
,

变化趋势和大气细菌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但在 l一6 级中

,
3
、 斗

级的大气真菌拉子浓变高
.

4
.
不同校度大气烟菌和真菌拉数百分比

ffi11 定时lbl (O
‘
e
l
o e

k
)

图 3 西单不 同拉度大气细菌浓度 月 贬化

¹ 第 1级 习第 2 级 À 第 ‘汲

¼ 第 4 级 ½ 第 5 级 ¾ 第 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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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弓 丰台不同粒度大气细菌浓度 日变化

¹ À À ¼ ½ @ 所示同图 3

大气微生物对 人体造成的危害
,

除与微

生物的致病性和在空气中的数量外
,

与微生

物的粒子径也有密切的关系
.
< 10 户m 的 粒

子为可吸入粒子
,

能进入人鼻以下的呼吸道 ;

< 5 产m 的粒子可进入人的肺部
.
表 4 是西

单测定的不同粒度大气细菌的粒数百 分 比
.

从中看出
,

大气细菌 细 粒 ( < 2
.
。拜m ) 占

17 多
,

粗粒 ( > 2
.
0 拼m ) 占 83 外

,

粗粒为

细粒的 5
.
9 2 倍

.
粗粒 中 2

.
0一 8

.
2 群 m 的 占

;3
.
2多

,

细粒和这部分粗粒为 70
.
2并

,

都是

可吸人颗粒
,

对人体有害
.
而值得提 出的是

,

>
8

.

2 那m 的大气含菌粒子虽不能吸人 人体
,

但对人类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
粗大的大

气含菌粒子由于 重力作用而沉降是造成医院

病人刀 口感染和食品
、

医药品
、

化妆品污染变

质及光学仪器
、
日用品发霉的重要途径

.
一

般认为
,

大气中> 2
.
0 那m 的粗粒主要来源于

风沙和扬尘等天然来源
,

而西单和丰台大气

含菌粒子中的粗粒 占 80 多 以上
,

由此看来
,

大 气 含 菌 粒 子 主要来源于地面 扬 尘
.
因

此
,

大量植树造林
、

增加地面植被
,

将是减少

城市大气微生物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
.

表4 西单不同粒度大气细菌粒数百分比

测定月份
细粒

( < 2
.0 拼m )

粗粒
() 2 0 咨‘m )

2
.
0 一 8

.2 月m > 8
.
2 尸m

8
。

3

9

。

5

1 0

。

O

1 4

.

6

2
1

.

2

飞l
。

7

2 6

。

3

9 1

。

7

9 0

.

5

9 0

。

O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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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8

: :

: ;

{

:

: ;

: :

:

:

月华

36.636。 3

3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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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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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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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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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 3

。

诀

2 3
。

3

之9
。

8

,1,‘,j月,�j了
b
,才O曰O‘n日1
1

, 苦人
1
1

一誓一卜
一

拱一一烹一



卷 5 明

表 S

环 境 科 学

丰台不同拉度大气细菌拉数百分比

测定月份
细拉

(< 2
.0 尸m )

粗拉
(> 2

.0 户二)

粗 拉

细 粒

2
.
0一 8

.
2 拌m > 8

.
2 林m

- 3

1

, ”
·

i

{

8 斗
·

,

}

”
·

, 4

}

, 6
·

,

}
4 { l 止

。

, } 8 7
。

l } 6

。

7 5 1 5 6

。

l ! 3 1

.

吸1

9 2

8 7

9 3

1 1
。

6
6

,

:
:
; :

54
。

斗

弓5
。

0

4
6

。

6

3 7

。

7

3 2

.

9

4 7

.

3

一里- 一{一兰生一}一兰匕
-
卜一全竺一一}一

竺兰一卜一尘生一一
牙 1 1 1

.
4 } 8 3

。

6 1 8

。

7 7 1 5 2

。

9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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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丰台不同粒度大气真菌拉数百分比

测定月份
细粒

( < 2
.
0 尸m )

粗粒
(> 2

.0 弄.m )

粗 粒

细 粒

2 ,

0 一8
.2拜m > 8

。

2 月 m

洲
506175O了,妇,‘,jOJ沪0

…:::: 亏8
。

2

7 4

。

5

8
4

。

9

9
0

.

2

9 多
。

1

;

:

:

: :

7 6

.

6

7 9

一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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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是丰台测定的不同粒度大气细菌的

粒数百分比
.
细粒为 11

.
4沁

,

粗粒为 88
.
6沁

。

与西单的结果相比
,

粗粒所 占比例大
.
这是

由于西单是全天测定的结果
,

丰台是白天 8

点到 20 点测定的结果
,

大气颗粒物夜间的大

粒子数少于白天的大粒子数[10 J.

表 6 是在丰台白天 8 点到 20 点测 定 的

大气真菌的结果
.
从中看出

,

>
8 2 那m 的粗

粒为 13
.
4多

,

比大气细菌的粗粒比例小
,

而

2
.
0一8

.
2 拜m 的粒子 占 69

.
。并

,

比大气细菌的

比例大
.

点 ;第一个低峰时为 13 点
,

第二个低峰时为

夜间 l 点
。

3. 用 A N D E R SE N 生物粒子采样 器 分

级的不同粒度的大气细菌和真菌浓度的日变

化和不分级时的大气细菌和真菌浓度的日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
,

有二个高峰和二个低峰
。

4

.

对人体有害的 < 8
.
2 严m 的可吸 人 大

气细菌粒子
,

西单为 70
·

2 多
,

丰台为 64
·

3 铸;

丰台真菌为 86
.
6多
.
但 > 8

·

2
那m 的粗大的

大气细菌和真菌粒子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也是

不容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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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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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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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
,

在一天内有二个高峰和二个 低 峰
.

第一个高峰时为 7 点
,

第二个高峰 时 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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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树长期接触低浓度 50
2
对生长的影响

蒋 放 田 德 林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

摘要 本文报道用四套开顶式熏气装置对四裸十一年生国光苹果树进行一个生长季低浓度 50 2 熏气的试 验 结

果
.
各罩内 50 2 浓度分别为 O (C K )

、 。
.
10 、

o
·

1
8 和 o

·

2 8 m g
/

m
乌
.

结果表明 , 0
.

1 0 m g
/

m
,

的 50 : 对试

验树的光合作用速率
、

叶面积
、

单位叶片重量和当年生枝条生长量无明显影响 ; 。
.
18 m g Z m

,

有轻度影响; 。
.
2 8

m g Z m
’

影响显著
.

人类研究 50 ,

对植物的影响已有 百 年

以上的历史
,

但 以前采用静态或动态熏气小

室的试验方法
,

由于熏气室内环境条件与自

然界差别很大
,

使试验只能停留在高浓度
、

短

时间的急性伤害研究
,

这与工业排放造成的

长期低浓度污染对植物的危害缺乏可 比 性
,

研究结果难以应用
.
七十年代初欧美等国开

始使用一种
“

开顶式熏气装置
” ,

这种装置可

设在田间
,

试验条件接近 自然
,

是一种适合进

行慢性伤害研究的设备
.
近年我国有些单位

用这种设备从事不同污染物对农作物的伤害

研究
,

但 50 3 对果树
,

尤其是对苹果树伤害

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无先例
.
本文报道应用该

设备 (198 7 年 ) 在果园对苹果树进行一个生

长季低浓度 50 : 熏气试验的部分结果 及 分

析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1.试验材料

在辽宁省绥中县高岭镇果园选择四棵十

一年生
,

已经开始结实
、

树势较一致
、

生长正

常的国光苹果树为试验材料
.

2
.
熏气方法

试验在四套直径 4
.
5 米

、

高 3
.
9 米的大型

开顶式熏气罩内进行
.
由钢瓶供给的Sq 气体

经动态配气仪配气后
,

通过风机输人 罩 内
.

50 2浓度用北京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8850型50
:

荧光分析仪测定
.
各罩浓度分别为 O (C K )

、

0

.

1 0

、

0

.

1 5

、

0

.

2 5 m g
/
m

, .

从 5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经历 135 天
,

每天开机熏气 7 小时 (因

停电
、

大风雨和设备维修停机
、

平均每夭熏气
5
.
1 小时)

.
四个试验罩内的累积剂量(浓度 x

时间)分别为 0
、

2 4

.

5 5 p p m

·

h

,

4 4

·

9 9 p p
m

·

h

、

7 2

.

6 8 P P m

·

h

.

3

.

测试项 目及方法[1]

(l) 光合作用速率 在试验树冠中部不

同方位的枝条上
,

选择顶芽下第三片无病虫

害的叶片 8一10 枚
,

定期(间隔约一个月)用

美国 L :一 6 0 0 0 型便携式光合作用仪
,

测试不

离体叶片的光合速率
.

(2) 叶面积 在 10 月中旬
,

选择树冠中

部不同方位正常发育枝条上的第六片成熟叶

各 50 枚
,

用 H Y M 一I 型活体叶面积仪分别测

出叶片的叶面积
.

(3) 当年生枝条生长长度 枝条生长长

度是在十月末果树生长停止后进行
,

由于树

冠较大
,

枝条密集
、

各浓度罩内随机选测的

50 个枝条是树冠外层不同方位骨干 枝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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