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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相和有机相测定

自然土壤镐本底值的比较

赵 子 良

(吉林市卫生防疫站 )

福是具有高度毒性
,

又常易以危险的含量水平进入人类食物链中的一个有害元素
。

土壤

中锅的自然本底含量是环境卫生和环境科学的基本资料
,

是正确判断土壤污染及评价危害程

度的重要依据之一
。

测定土壤中福含量主要是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此法的测定条件分水相和 有 机 相 两

种
。

何种测定条件适宜于测定土壤试样锡自然本底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本文通过对吉

林地区85 个未受污染的自然土壤试样的分析
,

作了初步的比较
。

一
、

分析方法

采自吉林地区的 85 个自然土壤试样
,

经风干
,

挑除植物残体和大于 1毫米的石 砾 后
,

用

玛瑙研钵研细
,

过 1 0 0目的尼龙筛
,

备用
。

土样经硝酸
一

高抓酸消化后
,

分别以水相和有机相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福含量
。

二
、

结果与讨论

用水相和有机相测得的结果列于表 1
。

二者的结果 比较列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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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果表明
,

水相测得的结果较有机

相高 2
.

6倍以上
。

表 2 水相与有机相测定 85 个土

从两种测定相所测出的福含量的两均数

之间差异统计 (表 3) 可以看出
,

水相与有机

相所测得的福含量的差异在统计上有非常显

著意义
,

表明水相测定值非常显著地高于有

机相侧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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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水相和有机相测定吉林地区 85 个自然土娘样品含 t 数据 (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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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 水 相 和 有 机 相 测 定 镐 的 差 异 显 著 性 检 验 ( p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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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结果
,

可 以认为
,

测定未受污染的 自然土壤中锡本底值时宜用有机相
,

其结果

较能准确
、

可靠和正确地反映出土壤试样中福的 自然本底含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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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棘 的 土 宜

扣
王 玉 山

(河 北省丰宁县农业局土肥 站 )

沙棘是优良的薪炭林树种
,

又具有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的能力
。

它的经济价值也 很 高
,

果实营养丰富
,

叶片是优质饲料
,

枝干则是廉价的建材和嫩料
。

据记载
,

沙棘的开发利用仅有百余年历史
。

近 10 年来
,

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深入调查和开

发利用研究的深入进行
,

更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

沙棘的综合利用才被人们所重视
。

一
、

沙棘在丰宁县的分布

沙棘的适应性很广
,

可在干 早
、

瘩薄的土壤中生长
,

也可在低洼易涝地 方 生 存
,

可 耐
一 3 0 ℃低温

,

也能忍受 40 ℃高温
。

在丰宁县境内
,

从海拔 74 0米的土城子到 1 3 8 0米的万胜永乡

(年平均气温在 2一 6℃ )均有沙棘生长
。

全县共有 7个区
,

25 个乡有沙棘分布
。

据调 查
,

全 县

目前有沙棘灌丛 4
.

6万亩
。

其中以万胜永乡最集中
,

面积达 1
.

2万亩
,

外沟门
、

小坝子
、

苏家

甸乡次之
,

面积均在 3 0 0 0一 7 0 0 0亩
,

其它乡多呈零星分布
。

二
、

沙棘的生物学特性

争

沙棘又叫酸刺
、

醋柳
、

它属于一种高大的落叶灌木
。

幼枝呈银白色
,

老枝黑揭色
,

小枝

初期为刺状
,

叶片正面绿色
,

背面银 白色
。

沙棘为雌雄异株
,

只有雌花才能结实
。

每年一般

在四
、

五月间开花
,

果实 (浆果 )在十月 中下旬成熟
,

呈枯黄色或杏红色
。

沙棘主根不 发 达
,

入土一般在80 一 100 厘米左右
,

据实地考察
,

沙棘的侧根在60 一 80 厘米的土层中纵横交错
,

密

2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