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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温室条件下 研究了三 氛乙醛
、

三 氛 乙酸和废酸磷肥对小麦生长的 影响
。

结果表明
, 三 者对小麦表现出的

毒性大致相近
,

小麦受窖程度与各自的浓度呈正相关
, 三 氛 乙醛

、

三氛 乙酸对小安的致害浓度为 o
.

sp pm
。

三氯乙醛 ( C h l o r a l
,

简称 C H )是化学工业的重要中间体
,

是合成农药
、

医药和其它有机

化合物的原料
。

在我国
,

三氯乙醛主要用于合成滴滴涕
、

敌敌畏和敌百虫
。

生产此类农药的

工厂排放的废硫酸
、

废水中常含有三氯乙醛和三氯乙酸 ( T r i e h l o r o a e e t i e a e id
,

简称 T C A )
,

若不经处理而排入河流和湖泊
,

就会污染水源
,

引起鱼虾中毒 ; 若进入农田
,

则会危害作物
。

近年来发生的作物受害事故
,

多半是因施用了含三氯乙醛
、

三氛乙酸的废硫酸 (浓度低则几

百 p p m ; 高则达几万 PP m )生产的过磷酸钙而引起的
。

此外
,

施用造纸厂含三氛乙醛
、

三氛乙

酸的废硫酸与造纸废液生产的胡敏酸按肥料
,

也是造成土壤污染
,

危害作物的原因之一
。

奄 19 74 年以来
,

全国有十多个省 (市 )发生大面积农田受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的污染事故
,

受害面积少则数百亩
,

多则达20 余万亩 ; 受害作物有 10 多种
,

轻则减产
,

重则绝收
,

经济损

失较大
,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

关于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造成农田污染的原 因〔 1〕以及它们在土壤一植物体系中的归宿问

题已有报道比 3〕
。

本文就温室条件下
,

土壤中三氯乙醛
、

三氛乙酸的浓度与小麦生长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
,

描绘了小麦受害的症状 ; 确定了三氛乙醛
、

三氛乙酸对小麦的致害浓度 ; 比较

了三氯乙醛
、

三氛乙酸及沪产废酸磷肥 (含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 )对小麦的毒性以及土壤对毒

性的影响
。

为合理利用废酸
,

变废为宝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一
、

试验材料与方法

(一 )供试土壤 分别采自南京
、

郑州
、

安庆郊区和陕西省杨陵
。

主要性质见表 1
。

(二 )试荆 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
、

硫酸按均为分析纯
。

上海磷肥厂生产的废酸磷肥
,

含三

氯乙醛和三氯 乙酸总量为 3
.

o x l o “
毫克 /公斤 ; 含磷 (P

2 0
。
) 1 6

.

1%
。

南京化肥厂生产的普钙
,

含磷 ( P :
O

。
) 1 5

.

5%
。

(三 )试验方法 称 2
.

75 公斤风干
、

磨碎的供试土壤与 2 克硫酸按
、

6
.

6克南京产普钙和毒

土 (即混有规定数量的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和废酸磷肥的细土 ) 混合
,

充分拌匀后将 2邝的土

铂 壤先装入 20 X 15 (直径 )厘米的盆钵中
,

然后加入相 当于供试土壤饱和持水量 60 % 的水分
,

再

将余下的 1/ 3土壤全部装入盆钵中
,

每盆播入宁 8 1 7 3种子 10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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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
、

废酸磷肥的浓度分别为 。 ; 0
.

5 , 1
.

0 , 2
.

。和 5
.

OPP m
。

每处理重复 3一 5次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三级乙醛
、

三级 乙酸毒害小麦的机理与症状

三氛乙醛在植物生理学上被称为生长紊乱剂
,

有破坏植物细胞原生质的极性结构和分化

的作用
,

使细胞及核的分裂紊乱
,

形成病态组织
,

阻碍植物正常发育
。

三氯乙酸则是极性较

强的脂肪酸
,

有扰乱植物酶系统
,

减弱酶活性 ; 抑制氨基酸
、

蛋白质
、

核酸的合成
,

阻碍植

物代谢的作用
,

’

而最终导致植物变形枯萎
。

三氛乙醛
、

三氯乙酸都是水溶性极大的化合物
,

进入土壤后
,

一旦被小麦根系吸收而进入

体内时
,

一星期左右即出现中毒症状
。

在幼芽时
,

外壁形成一坚固的叶鞘
,

鞘的尖端呈白色

半透明锥体
。

长度一般在 1厘米左右
,

阻止
』

合叶吐出和扩展
。

受害严重时非但心叶抽不出来
,

而且尖端逐渐变黄
,

直至枯死 ; 受害轻的
,

在苗期和分集期间
,

植株出现矮化
、

茎基膨大
、

分

孽丛生 ; 叶片老化
、

硬脆肥厚
、

颜色浓绿 ; 新生叶卷曲
、

给缩 ; 次生根短粗或不长新的次生

根等现象
。

在孕穗期
,

穗被旗叶紧紧包住
,

穗呈畸形
,

甚至难以抽出
。

(二 ) 三级乙 醛
、

三抓乙酸及含三氯 乙醛 (酸 )的废酸磷肥对小麦的毒性
、

试验表明
,

在试验用量范围内 ( 0
.

5一 5
.

OP p m )
,

三氯 乙醛
、

三氯 乙酸对小麦发芽率无明

显影响
,

无论是经温水催芽后播种的或直接播种的
,

小麦的发芽率均在 90 %以上
。

但是
,

随着小麦的生长
,

三氯 乙醛
、

三氯乙酸的不利影响则逐渐显现出来
,

小麦植株的

高度
、

重量以至籽粒产量都与土壤中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 的含量有直接的关系
,

即用量愈大
,

植株愈矮
,

产量愈低
,

危害愈重 (表 2 )
。

土壤中三氛乙
,

醛
、

三氯乙酸浓度为 1
.

仰 p m时
,

株高较对照分别矮22 %
。 2

.

OP pm时
,

较

对照分别矮46 %和 48 % ;
鲜重较对照分别降低 46 %和 42 %

。

5
.

OP p m时
,

株高分别 矮 58 % 和

57 %
,

鲜重分别降低 77 %和 71 %
。

当土壤中二者的浓度为 1
.

OP p m时
,

对产量影 响 不 大
。

但

达 2
.

o p p m时
,

产量则明显下降 ; 浓度达 5
.

OP p m时
,

将颗粒无收
。

(三 )三抓 乙醛
、

三抓乙酸
、

废酸磷肥对小麦毒性的比较

关于三者对小麦的毒性
,

通常以总受害率 (包括致畸率
、

死苗率 )
、

鲜重
、

株高及产量等

指标衡量
。

以小麦三叶期的受害状况而言
,

三氯乙酸略大于三氯乙醛 , 从收获期的茎秆重和

麦粒重来看
,

三氛 乙醛略大于三氯 乙酸
,

而废酸磷肥对小麦的毒性则较三氯乙醛
、

三氛乙酸

为轻
。

有关试验资料的方差分析 (表 3
、

4 )表明
,

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和废酸磷肥三者对小麦

的毒性大致相近而无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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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CH
、

T CA
、

废酸磷肥对小麦植株鲜重
、

株高
、

茎重和粒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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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C H
、 ·

T C A废酸磷肥对小麦茎重

影响的方差分析

表 4 C H
、

T C A
、

废酸磷肥对小麦粒重

影响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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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表 5 O H
、

T C A在不同土壤中对小麦毒性的差异
*

添加物浓度 (pp m )

表 6 不同土壤对小麦株高影响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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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土壤对小麦株高影响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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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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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四 )不同土壤对三复 乙醛
、

三抓乙酸毒性的影响

在加有三氛乙醛
、

三氯乙酸土壤中进行的小麦试验结果 (表 5 )表明
,

生长在采自安庆
、

南

京土壤中的小麦受害最重
,

而生长在采自郑州和杨陵土壤中的小麦受害较轻
。

这是因为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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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土壤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

( 1) 质地较轻
,

保水能力差
,

淋溶快
,

加入的三氯乙醛
、

三氯 乙

酸易随水下渗
,

从而降低了土壤中的含量 ; ( 2) p H值较高 (在 8
.

。以上 )
。

在碱性介质中
,

三

氯乙醛不稳定
,

易分解为氯仿和甲酸
:

O“CI|C 1 0

1 11
C I一 C一 C一 H + O H -

一
》 C l一 C一H + H一 C一 O

-

己
:

己
:

在某些受三氛乙醛危害的土壤中施用石灰
,

作为减轻三氯乙醛的毒性的措施
,

就是根据此化

学反应而提出来的
。

将表 5 结果经方差分析可以看出
,

三氯 乙醛
、

三氯乙酸的毒性在四种土壤中并无显著差

异
。

而浓度对毒性的影响都达极显著水平 (表 6
、

7 )
。

三
、

结 论

1
.

三氛乙醛
、

三氛乙酸和废酸磷肥对小麦的毒性大致相近
,

没有明显差异
。

2
.

小麦受三氯乙醛
、

三氯乙酸的危害程度与其浓度呈正相关
;
而鲜重

、

株高
、

产量与其

浓度呈负相关
。

3
.

三氛乙醛
、

三氛乙酸在各土壤中表现出的毒性
,

无明显差异
。

4
.

三 氧乙醛
、

三氧乙酸对小麦的致害浓度为 O
.

S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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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班还安排学员实验
,

并有各类土壤物理仪器供应
。

欲参加培训者
,

请来函与我公司

项思贤
、

黄玉琴联系
。

培训班举办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科技开发公司

地址
;
南京市北京东路71 号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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