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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肥分解过程中水溶性有机物质

的伏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丁 昌 璞

(中国科 学院南京 土城研究所 )

M a ri a DeN ob i li C e e e a nt i B

(愈大利 i d Une大学 )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 土坡化学研究所 )

为了进一步了解绿肥分解产物水溶性有机物质
,

过去我们曾对其进行了极谱区分和动态

侧定 , 用伏安法概略区分了包括水溶性有机物质在内的强还原性物质和弱还原性物质
。

本试

脸是应用示差脉冲极谱法
,

结合凝胶色谱分离
,

研究该类物质的伏安行为及其与某些因素的

关系
,

以期深入揭示其电化学性质
。

称取中国砖红城 (广东徐闻 )
、

第四纪红粘土 (江西进贤 )
、

意大利砂壤土 (意大利中部

A m ia at )和纯高岭土粉
,

按土重的百分之五分别加入紫云英 (或稻草 )干粉
,

加水拌匀
,

置恒温

箱中 ( 28 ℃ )培养
,

另称紫云英和稻草干粉各一份平行培养
,

定期分别取样进行分级和测定
。

应用凝胶色层 ( G
e
l C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即渗透色谱 ( P e r m e a t i o n C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对试

样进行分级并按层析原理定其表观分子量
。

应用示差脉冲极谱法对试样原液和组分液 (在 + 4 ℃

和氮气氛下通过 S eP h a d e x G 50 层析柱的渗透液 )分别进行伏安测定
。

仪器用极谱 一溶出伏安

分析仪 ( P r i n e e t o n A p p l i e d R e s e a r e h
.

M o d e
l 2 6 4 A )

,

以中性 o
.

SM N H
`
C I作支持电解质

,

银
-

级化银电极和玻璃碳电极分别为参比和工作电极
。

在。
.

00 一 1
.

00 区间扫描并记录伏安曲线
。

试脸结果表明
:

1
.

紫云英和稻草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电流值在培养后 5 天为最高
,

峰最多
。

表明此时该

类物质的数金较培养初期 ( 2 天 )者为大
,

组成也较复杂
。

1 20 天后电流值明显降低
,

峰数也减

少
,

说明水溶性有机物质随时间而进一步分解
。

同时发现
,

对于不同绿肥
,

由于其分解释放

的该类物质的数量和组成及其变化趋向不同
,

其伏安行为也有相应的差别
。

2
。

紫云英和稻草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级分
,

各有不同的伏安特点
,

一类分子量为 1 20 一 1 60

的物质具有明显的伏安行为
,

大于 1 60 者则不明显或无电极反应
。

因此认为
,

原液的伏安行为

主要是由一类分子量为 120 一 1 60 的物质所作的贡献
。

3
.

水溶性有机物质的伏安行为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

pH 两种绿肥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电流值 (峰高 )随 p H的降低而减小
,

甚至某些紫 云英

水洛性有机物质的峰在p H S 时消失
。

里铁离子 加入亚铁离子后
,

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电流明显降低
,

但对于不同绿肥的分解

物质
,

亚铁离子的影响程度不完全相同
。

水层 浅水层下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电流较深水层者为低
,

同时浅水层也使某些物质的

. 这项工作是作者 1 9 8 5一 19 8 6年间在 t 大利进行的合作研究的 ~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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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发光细菌监测重金属污染土壤

和底泥的总体生物毒性

吴留松 顾宗涤 谢思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明亮发光杆菌 T :
变种的生物毒性测定是一项新兴起的方法

。

该法依据有生物毒性的有机

无机污染物对 T :
菌荧光酶的敏感性

,

凭借在一定条件下
,

污染物浓度与 T
3

菌发光度呈 线 性

负相关 〔 1〕 ,

从而可以快速
、

简便地测定污染环境的总体生物毒性
。

应用该法监测污染水体的总体生物毒性已有报道 1t, 幻 ,

然未见有关运用该原理 监 测 重

金属污染土壤和河海底泥总体生物毒性的报道
。

为此
,

近几年来
,

我们分别探讨了砷
、

福
、

铅污染的土壤和底泥与 T :
菌发光度之间的关系

,

并把 T
:
菌作为一种指示菌

,

以它的相 对发

光度表征重金属污染土壤和河海底泥的总体生物毒性指标
。

材料和方法

1
.

发光菌为 Y
.

T
.

T C h a n
提供的明亮发光杆菌 ( P h

o t o b a e t e r i u m p h
o s p h o r e u m ) T 3

变

种〔s
,
4〕 。

2
.

仪器为本所研制的 G D J一 2 型生物发光光度计
,

记录仪为 X W Z一 2 0 4 2型
,

最大量 程

为 1 0伏
。

3
.

培养方法
:

( i ) 培养基
:
酵母浸出汁 5 克

,

胰蛋白陈 5克
,

N a
C 13 o克

,

N
a : H P O

`
5克

,
K H : P O

; l

克
,

甘油 3 克 (固体培养基加 1 5一 2 0克琼脂 )
,

蒸馏水 1 0 0 0毫升
, p H 6

.

9
,
1 5磅灭菌3 0 分钟

。

( 2) 生长条件
:

斜面菌种
:
将T 3

菌接种于上述灭菌的新鲜斜面培养基上
,

20 一25 ℃培养 12 一 14 小时
。

菌液摇瓶培养
:
将上述培养12 一14 小时后的新鲜斜面菌种接种一小环于盛有25 毫升无菌

培养液的 150 毫升三角瓶中
,

20 一25 ℃振荡培养 (转速 21 。转 /分 ) 12 一14 小时后立即用于测定
。

4
.

污染土城样品的采集
:

( 1 ) 水稻盆栽土壤添加砷 ( C
a 3

( A s O
`
)
:

—
o

, 1 0
, 2 0

, 3 0 , 4 0
,

6 0 , 1 0 0
, 2 0 0 p pm )

、

孙汉中
、

李劝光
、

旭军分别提供了可提取态 C d
、

sA
、
P b资料

,

特此 致谢
。

峰电位正移
。

土旅类理 绿肥经土壤或高岭土粉处理后
,

峰电位较低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极谱峰消失
,

其中加中国砖红城和第四纪红色粘土处理的伏安曲线
,

在。
.

225 一。
.

400 伏处较意大利砂城土

和高岭土粉处理者为缓平
。

设想这主要是由于前者富含氧化铁
,

从而在大量吸附带负电荷的

有机物质的同时
,

也氧化峰电位较低的有机物质所致
。

1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