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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搔对氮渣
、

锑冶炼碱渣的毒性评价
’

高世 荣 修 瑞 琴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摘要 采用大型搔为试验生物对氮渣
、

锑冶炼碱渣进行毒性试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氰渣
、

锑冶炼碱渣能够抑制

大型法的运动
,
并造成搔的大量死亡

�

所测得的半数运动受打制浓度 � �
, �

值 , 氰渣 � �五 为 �
�

, �
,

�� � 及 �‘�

分别为 。
�

�� �
�

锑冶炼碱渣 , �� � �
, 。

值 为 �� �
�

所测得的半数致死浓度 � � , � 值 , “ 及 � � 分别为 �
�

�� 肠 及

�
。

�� �
�

关镇词 氰渣 �大型搔 �锑冶炼碱渣
�

随着冶炼工业的发展
,

含氰渣
、

锑冶炼碱

渣的排放量 日渐增多
�

这类废渣在环境中任

意堆弃
,

除造成水体
、

大气等直接污染外
,

还

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的质量
,

因此其污染控制
,

已成为不 可忽视的问题
�

工厂排出的废渣含

多种毒物
,

化学法测定出的单项毒物含量
,

仍

不能确切表达毒物的综合毒性
,

而大型搔毒

性试验可评价废渣毒物的联合毒性
,

与化学

测定法互相补充
�

为工业排出物的治理提供

科学数据
。

大型搔 ��
� � � , �� , � � , � , � � � � ,

� 属技

角类甲壳动物
,

是鱼类的重要饵料
,

也是 自然

水体中水生食物链重要的一环
�

为一个透明

体
,

可直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毒性对体内各

器官的毒性作用
,

对毒物敏感
,

现已成为环境

毒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浮游动物
�

在水质

评价中
,

大型搔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实

验生物之一山
�

为了对氰渣
、

锑冶炼碱渣的毒

性进行生物学评价
,

本研究利用大型搔生物

测试法对氰渣浸出液和锑冶炼碱渣浸出液的

毒性进行研究
�

生 �一 � 天的青年搔
,

设对照组和实验组
,

并

进行重复实验
,

取其平均结果
。

�
�

实验废渣的处理

先将氰渣
、

锑冶炼碱渣样品
,

按 � � � �� ���

� 渣加水 � � � � � �� 的固液比
,

于三角瓶中浸

抱 � ��
,

然后用滤纸过滤
,

制备成实验用工业

废渣浸出液
,

实验时稀释成不同百分浓度
�

实

验用稀释水为自然曝气的北京自来水
�

�
�

实验方法

与美国水质标准检验法及国际标准组织

�� � 法一致
�� 一们 �

采用静态法
,

求出 ��
、

��

和 � 小时的半数运动受抑制浓度 � � ��
�

以

心跳停止为终点求出 � �
、

�� 和 � 小时的半

数致死浓度 �� ,。

值
�

实验在 �� ℃ 士 �
�

�℃

条件下进行
�

实验期间保持搔的最适 � � 值

及溶解氧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 用大型搔是本研究室 自 �� �� 年 以

来分离培养的纯大型搔纯品系
,

以绿藻�栅藻

为饵�
�

实验用搔为同一个母体的后代
,

是 出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
,

氰渣浸出液对大型搔的毒性

氰渣浸出液对大型搔的毒性试验结果见

表 �
�

结果证明氰渣浸出液对搔有一定的毒

性作 用
,

实验搔在 �� 外氰渣浸出液中
,

�� �

能使 �� 多 的搔运动受抑制
,

其中死亡 率 为

巧 多
,

�� � 搔全部沉底不动
,

死亡率为 �� 伽
,

浓度为 �
�

�� 多 的氰渣浸出液 � �� 使 �� 并的

�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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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抓渣浸出液对大型搔的毒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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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锑冶炼碱渣对大型渔的毒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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搔失去自由游泳能力
,

停在容器底部 不 动
,

�� 外 的搔死亡
�

通过统计处理测得搔的 半

数致死 浓 度 �� , 。

值
, � �� 及 � �� 分 别 为

�
�

�� 多及 �
�

�� 汤
�

搔的半数运动受抑制浓度

� � ” 值
, � � � 为 ��  多

,

�� � 为 � � 斗务
�

本

实验结果与氰化物对鱼类的急性毒性资料相

比
,

鱼巴鱼半数致死量为 。
�

� � � � � � �,�
,

而本实

验结果
,

� � 为 �
�

� �� 界
�

结果表明氰渣浸出

液对大型搔有明显的毒性作 用
,

中毒搔首先

运动异常
,

然后完全失去自由游泳能力
,

停在

容器底部不动
,

心脏跳动缓慢
、

体收缩
、

体壳

膨张
,

最后心胜停止跳动而死亡
�

�
�

锑冶炼碱渣对大型搔的毒性

由表 � 中看出
,

大型搔在 �� �并 的锑冶

炼碱渣浸出液中
, � �� 使 �� 多 的搔运动受抑

制
,

存活率为 �� 外
,

�� 一 �� 务的锑冶炼碱渣

浸出液 � �� 才显毒
,

有 �。一 巧多 的搔失去

�� 环境卫生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会员交流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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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 � � �
�

自由游泳能力
,

死亡率为 �� 一 �� 必
�

由表 �

用直线内插法推导
,

获取搔的半数运动受抑

伟�浓度 � � �� 值
, � � � 为 �� 务

�

结果证明锑

冶炼碱渣浸出液对大型搔有一定 的 毒 性 作

用
�

据有关资料报道
,

锑冶炼碱渣按固液 比

川 � �� �� 渣加水 � �  � ��
,

于三角瓶 中浸泡

� � �
,

然后用滤纸过滤
,

制备成灌胃用液
,

对小

鼠进行灌胃
,

结果 �� � 使小鼠全部死亡
‘�

�

而

本实验按 � � �� 固液比进行毒性试验
,

�� � 大

型搔有 �� 务 死亡
�

说明水生浮游动物比哺

乳动物敏感
�

�
�

氰渣浸 出液与锑冶炼碱渣浸出液的毒

性比较

以大型搔为实验生物对氰渣
、

锑冶炼碱

渣浸出液进行毒性试验
,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

映出氰渣及锑冶炼碱渣的毒性
�

结果表明
,

大型搔在氰渣浸出液中 �� � 有 �� 必 以上 的

搔运动受抑制
,

�� 小时 � �
,。

值为 �
�

� �� 沁�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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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 �于或 �刀 的速率很快
�

因此
,

尽

管在某段时间内有些局部区域中的 � � 矛可

能达到较高的浓度
,

但对全局和远期不会产

生积累现象
,

只有在特殊情况
,

如含水层处于

好氧与厌氧之间的临界状态
,

且有较充足的

氮源条件下
,

� � 牙才有可能对地下水产生较

严重的污染
�

�
�

土壤对有机氮和钱具有很强的吸附能

力
,

而且在表土层中还有微生物进行强烈的

矿化和硝化作用
,

因此有机氮和按很难穿透

非饱和土层而污染地下水
�

当存在 �
�

� 米以

上的非饱和层时
,

它们几乎不可能对地下水

产生较明显的影响
。

而 � � 了 则很容易随水

分迁移
,

所以 � � 了 是地下水最主要的氮污

染因子
,

这一点亦被实际调查资料所证实
�

�
�

有机碳是反硝化作用必 不 可 少 的 能

源
,

但 由于在耕作层中含量丰富
,

因此它不是

反硝化的制约因素
,

影响 � � 了 浓度最主要

的因子是 � � 了 的迁移和弥散
�

科 学
�

��
。

�
�

综上所述
,

防止地下水氮污染最有效

的方法是去除 � � 了
,

而反硝化是土 壤 去 除

� � 歹 的主要过程
�

所以只要保持一定厚度

的厌氧层
,

即可防止 � � 了 污染地下水
�

例

如土地处理系统所必需的淹水期
,

就是为了

达到去除 � �了 的 目的
�

另外还需对进人土层中的氮进行总量控

制
,

具体的控制 目标可根据模型预测值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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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锑冶炼碱渣浸出液中毒 24h
,

搔的不动数

都没有超过 50并
,

9 6 h E C
, 。

值为 59多
.
两

者相差 53 3 倍
.
可见氰渣的毒性明显大于锑

冶炼碱渣的毒性
.

2
.
大型搔能较好地反映废渣的毒性

,

其

生物测试系统是评价废渣环境污染的快 速
、

敏感
、

经济的毒性测试方法
,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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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氰渣浸出液和锑冶炼碱渣浸出液对大

型搔有一定的毒性
.
氰渣 24 h 搔的半数 运

动受抑制浓度 ECS
。

值为 7
.
5外

,

48
h 及 96 h

分别为 0
.
24 多 及 0

.
167多

.
所测得的半数致

死浓度 L C , 。

值
,

4 8 h 为 0
.
43多

,
9 6 h 为

0
.
19 外

.
锑冶炼碱渣浸出液 % h EC

, 。

伎为

89 多
.
可见氰渣浸出液的毒性明显大于锑冶

炼碱渣浸出液的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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