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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怀 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环境污染和毒物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 I
n-

t e n r at i o n al Sym po si um o n Ev ni o n rme nt al

Po l l ut i o n and T o xie o lo y g)于 1 9 8 6年 9月

9 日一 n日在香港举行
,

我应大会组织 委 员

会主席 D r .

M
.

H
.

W on g的邀请参加了会议并

在大会上作 了报告
。

这次会议由香港浸会学

院 ( H o n g K o n g B a p t i s t C o l l e g e ) 和 生

物科学亚洲协作纲 ( A s i a n N e t w o r k f o r

B i o l o ` i e a
l S e i e n e e s )共同组织

,

主要 目 的

是在于交流已作为生物圈整体部分的
“

外 来

化学物质
”

的性质
、

分布
、

影响
、

以及 它 们

之间的交互反应的研究成果
。

会议由发展中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C o m m i t t e e 。 n S c i -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i n D e v e l o p i n g

C o u nt r ie s )
、

美国国家教育科 学 文 化 协会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d u e a t i o n a l
,

S e i -

e n t i f i e a n d C u l t u r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v e zo p -

m e n t R e s e a r c h C e n t r e
)

、

以及香港浸会

学院等共同资助
,

出席会议的有 来 自 1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80 多名代表
,

它们是中国
、

香

港
、

印度
、

巴基斯坦
、

尼泊尔
、

泰国
、

菲律

宾
、

孟加拉国
、

伊朗
、

马来西亚
、

加拿大
、

西

德
、

澳大利亚
、

英国和美国
,

会议期间共有

39 人在大会上进行了报告和讨论
。

大会共收到 60 余篇论文
,

大体可分为以

下几方面 的内容
:

一
、

污染派
、

环境污染现状

以及污染物监洲

城市环境污染主要来 自于工业原 材 料
、

中间体
、

或溶剂 , 工业和生活污水和 污 泥
、

垃圾 ; 繁忙的汽车运输 ; 矿山与冶炼等
。

对

卡拉奇两条河流污染物的分析结果表明
,

大

约有 76 %的污染物来自工业区
,

这些工业区

所排放的毒物包 括 P b
、

C d
、

C r 、

Z n 、

H `
、

毒气 ( C 1
2 、

c o
、

5 0 2 )等
,

污水和污泥排入

阿拉伯海
,

从而使滨海地区和海洋生物受到

了污染
。

香港是世界上迅速发展的城市之一
,

人

口的增加
,

工业的发展
,

财富的集中
,

同时

带来了污染
、

特别是水污染问题
。

在 香 港
,

水是很宝贵的自然财富
,

历史上曾发生过严

重的水荒
。

现今
,

香港供水的大部分仍然来

自于水库和河流
,

而一些农村和城郊仍然使

用河水和井水
,

但在香港不少地区的河流中

漂浮着许多垃圾
、

废物
,

有的河水中 每 1 00

毫升含粪便大肠菌高达 1 0
5

一 1 0
”

个
,

而且由

于用这样的水进行灌溉
,

使得这些地区的蔬

菜亦受到了污染
。

由于地表水的污染
,

地下

水亦遭到严重威胁
,

某些地区的井水竟含有

1 0 “

一 1 0
4

个粪便大肠菌
。

在香港
,

工业污染往往只经初步处理或

不处理即排放或倾倒于环境中
。

例如
,

回收

的塑料需用酸将表面金属除去
,

然后用水淋

洗
,

某一工场的淋洗废水在排入鱼池后致使

鱼苗死亡 , 由雨水带来的污物致使农 田土坡

和蔬菜受到了污染
,

污染后土壤中N i含盆高

达 38 5毫克 /公斤 (对照为 12 毫克 /公斤 )
,

C
u

为 1 9 4毫克 /公斤 (对照为 9毫克 /公斤 )
,

水菠

菜中的金属含量明显增高
。

在铝制品厂周围

的监测表明
,

所取 6种植物的 叶 样 均 为 A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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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b P
、

Ni
、

Cu
和 Z n严重污染

。

土壤和废

渣中所含金属的总量较高
,

但醋酸按可提取

性金属非常之低
,

表明大部分金属对植物无

效
。

C 。和 Z n
在土城中有累积倾 向

,

在 酸性

情况下有可能对植物产生毒害
。

有机化合物

的污染在香港某些地区亦有发现
,

从 1 9 8 4年

1 1月一 1 9 5 5年 3月
,

在K w u m T
o u g H a r -

b o u r
地区表面沉积物的 5个取样点中均 发 现

有多抓联苯类化合物
,

以氛化三联苯 ( A r oc h -

oI sr )计
,

其浓度范围为 1
.

24 一 2
.

30 毫克 /公

斤 (干重 )
。

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介绍了有关的分析

侧试经验
。

北京环化所介绍了气溶胶中含氧

多环芳烃的分离和监测
,

叙述了空气溶胶中

含氧多环芳烃测定的质谱和红外光谱数据的

互补性
。

样品提取液用高压液相色 谱 ( H P -

L C )分离
,

分析工作用熔融硅毛细管G C 一M S

和 G C
一 F T I R 来完成

,

对样品中的九种化 合

物进行了定性测量
。

红外光谱的数据能为化

合物的测定提供补充信息
。

香港浸会学院化

学系介绍了用离子选择电极测定含酚污水中

酚类化合物
,

其方法相 当简便
。

而降低
。

但豌豆苗对 C d的抗性就比 eF
s t u ar

: “ br a差得多
,

当十夭苗龄的豌豆苗用 s p p m

C d处理时
,

地上部分的产量减少了 26 %
,

根

减少了 30 %
。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测定 表 明
,

吸收的 C d可能破坏了根导管的超微结构
。

有

关 C d在组织中分布情况的研究表明
,

整个吸

收C d的 70 %累积于根中
,

迁移到叶中的量仅

仅小于 5 %
。

根中 C d分配百分数随着营 养 介

质中C d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而 C d在茎 秆 中

的分配正好与此相反
,

它随着营养液中C d 浓

度的增加而降低
,

这可能表明吸收的 C d大部

分为根所
“

拦截
” ,

从而减少 了向叶部的迁移
,

这种情况在营养液中 C d浓度较高 时更 为明

显
。

将催芽后的种子种植于 含 有 1一 l o p p m

C d的介质中时
,

其发芽豌豆的成活率减少了

2 5一37 %
。

组织分离表明所吸收的 C d的 60 %

以上为细胞壁所束缚
。

会上
,

某些报告者对一些农药和重金属

对鱼类和动物的影响及毒理学作了介绍和讨

论
。

二
、

污染物的生物效应

污泥作为肥料施入农 田是重金属污染的

重要来源
,

许多国家制订了施用污泥的法规
。

为了减少污泥中的重金属含量
,

嫌气污泥的

酸处理便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

酸处理过的污

泥降低了 p H和总金属含量
,

但是提高了交换

性和水溶性重金属含量
,

这表明在酸处理过

的污泥中残留酸和可溶性重金属是植物毒性

效应的主要来源
,

污泥的水提液对大白菜早

期生长有严重毒性
,

但这种毒性可 因水中添

加 N a O H来中和酸度而消失
。

植物对重金属

的响应随品种而 异
,

eF
s t u e a r u 6 r a (一 种

野草 )表现出对 C d的高度忍受性
,

它在 C d浓

度高达 s o o p p 。 的营养液中亦能生长
, 1 0 0 p p m

C d时与对照无显著差别
。

C d的累积 随 时 间

而增加
,

大部分 C d累积在根中
,

根与地上部

分的吸收比例随着培养介质中C d浓度的增加

三
、

污染物的化学和生物

化学及其控制

污染物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在第二部分已

进行了一些叙述
。

例如
,

关于 C d在 植 株 中

的分配问题
,

为什么某些植物对 C d 很 敏 感

而另一些植物却能忍耐大量 C d 的 存 在? 香

港的一些科学家正在努力研究这一问题
,

并

希望由此对重金属的毒物化学和毒理学的研

究开创出一条新路
。

金属硫因是一种 低 分 子 量 的 蛋 白 质

( 3 0 0 0一 7 0 0。道尔顿 )
,

它含有较多的半胧氨

酸
,

它能与 C d “ + 、

P b
“ + 、

C u “ +

和 Z n Z +

等多种

重金属离子产生整合物
。

有研究证明
,

真核

生物对重金属具有解毒作用
,

加拿大科学家

希望用化学合成方法生产出性能优越的专性

金属硫因蛋白质
,

以用于重金属污染的治理
。

土坡的废物处理是人们长时间以来所关

心的问题
。

土壤对废物的容量依赖于它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
,

例如
,

土壤的质 地
、

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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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土壤图集 》 ( 1: 0 0 4 1万 )

即将出版发行

本图集为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
、

综合
、

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土壤专业彩色图集
,

以地图

(辅以照片 )的形式总结大约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土壤科学研究的成果
,

形象
、

生动
、

直观地反映

了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土壤基本性质的地理特点
、

土壤分区及利用概貌
,

展示了

我国土坡资源和土壤肥力的概况
。

图集有 32 幅地图
,

分为序图
、

土坡图
、

土壤性质及成土母

质图
、

土壤分区图四个图组
,

还附有 85 幅照片
,

包括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及景观
、

微形态特征

及土壤粘粒矿物等
。

全文均有中英文对照
,

可供高
、

中等院校
、

科研
、

生产部门及农学
、

地

学
、

生物学等专业使用和参考
。

现已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

即将由新华书店发行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滚研究所

《中一土峨圈纽》翻圈组

欢迎订阅 《 土坡学进展 》

本刊为综合性科技刊物
,

着重介绍国外土壤
、

农化
、

环保等领域 的研究动态
,

进展情况
,

重要科技成果
,

以及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学科等
,

此外还报导国外重要科技信息
,

国际学术

活动等
。

可为各级业务领导和管理人员提供国际情况
, 了解发展趋势 ; 为科技和教学人员提

供重要资料
,

为研究生和在校学生提供学习材料
。

本刊每年出版 6 期
,

每期定价 0
.

45 元
,

全年

订费 2
.

70 元
。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

代号 28 一 22
。

过期可以破季订阅
,

需要者
,

请向当地邮局

(所 )订阅
。

《 土滚学进展 》编辑部

. 、 产 、 厂 、 .. 、 ~

尹
龟 ` ~ , . , ` ~ ,

二
气

有机质含量
、 p H

、

粘粒和氧化物的种类 与

含量等
。

重金属
,

特别是 C d对土壤 的 污 染

将通过植物的吸收从而污染食品链
。

中国学

者在报告中具有阐述了土壤性质
,

例如 p H
、

有机质
、

无定形 F e
等对 C d的吸附和解 吸 的

影响以及不同土壤所表现出的不同的重金属

污染的植物效应
,

从而提出了从土壤化学角

度出发
,

定向培育高营养元素
、

低毒性元素

农作物的可能性设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