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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根尖微核技术在饮用水致突变性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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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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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要 采用蚕豆根尖微核 (M N )监测技术
,

对饮用水有机污染物的诱变性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饮

用水诱变性强度
,

枯水期> 平水期> 丰水期
.

采用混凝沉淀工艺
,

出厂水 M N 比进厂水降低 4 0
.

6 %
。

用气

浮法制水工艺的出厂水MN 在正常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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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表 明
,

城市饮用水中存在着致突变的有

机物
,

它们来源于水源水的污染
、

饮水氯化消毒的副产

物三卤甲烷(T H M
s )等

‘” 2) .

因此
,

近年来饮用水中有机

污染物的监测和致突变性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

视
。

我们在饮用水有机污染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于

1 9 9 2一 1 9 9 3 年采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监测技术
,

对饮

用水的致突变性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采用华中师院提供的国家定点培养实验

用的松滋青皮豆
,

豆种为当年成熟的饱满种子
;

水样为

平水期
、

丰水期和枯水期分别采取的水源水
、

出厂水和

管网末梢水
。

试剂均按我国环境监测技术规范配制
。

1
.

2 方法 蚕豆经浸种
、

催芽后
,

用被测水样处理根

尖 6h
,

然后根尖细胞恢复培养 24 h
,

再用卡诺氏固定根

尖细胞
,

最后染色
、

压片和镜检
。

每份水样处理观察 3 个根尖
,

每个根尖计数不少

于 10 00 个细胞
,

计算 1 0 00 个细胞中含微核的细胞数

(M N %
。)

,

实验重复 2 次
。

阴性对照用双蒸水
,

得本底 MN 为 6
.

41 士 0
.

82 炜
,

在 7%
。以下

,

符合国家规定
.

阳性对照用 。
.

01 8 % 甲醛
,

得 M N 为 3 7
.

9 0 士 3
.

3 0 %
。

。

效应程度划分
:

M N % < 10 %为正常
,

10 一 18 隔为

轻度
,

18 ~ 30 %。为中度
,

> 30 %
。
为重度

。

2 结果

2
.

1 不 同季节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的比较

季节不同饮用水微核效应强度
,

枯水期 > 平水期> 丰

水期(表 1 )
。

应用马德修教授
“

平均值差的标准误
”

公

式
‘, , ,

来鉴别处理组与对照本底组间差别的 显著性
,

结

果 显示枯水期平均 M N %
。
与对照本底 M N %

。

有显著性

差异
,

枯水期水样诱变性较强
.

表 1 不同季节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编的比较

水样数
MN 效应强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阳性率

(% )
范围值 平均值 平均值差

’

Sd
’

匕Jd
‘�b3

‘任匕」000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1 7

18

l6

5
.

4 1士 2
.

1 0 ~ 2 3
.

0 8 士 4
.

8 9
.

1 5土 1
.

4 9

5
.

04 士 0
.

1 3 ~ 2 7
.

3 1士 9
.

7 0 9
.

7 6士 1
.

5 1

5
.

3 3土 1
.

1 5 ~ 20
.

6 1士 6
.

0 4 1 0
.

5 5 士 1
.

5 4

2
.

7 4

3
.

3 5

4
,

1 4

1
.

70

1
.

7 2

1
.

7 4

,

平均值差一处理组平均MN %
。
一 对照组 M N 编

, ,

Sd 为平均值差的标准误
。

当平均值差 ) ZSd 时有显著性差别

2
.

2 不 同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的比较

水源水与氯化的出厂水均呈现一定的诱变性
,

经显著

性检验
,

水源水与对照水之间有显著性差别 (表 2 )
。

进

厂水和出厂水用配对比较的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出

厂水 M N 比进厂水降低 40
.

6 %
。

水样数

表 2 不同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
。

的比较

范围值 平均值 平均值差

水源水

出厂水 ::
5

.

8 4 士 0
.

9 1 ~ 2 7
.

3 1士 9
.

5
.

0 4 上 0
.

1 3 ~ 1 8
.

0 0 士 2
.

1 1
.

0 4 士 1
.

5 1

9
.

0 8士 ]
.

4 6

4 6 3

2
.

6 7 : ;:
7060

2
.

3 不 同制水工 艺的 出厂水 MN 的比较 制水工艺

不同
,

出厂水 M N 的高低有所差别
,

采用气浮法制水工

艺的诱变性低于沉淀法
,

而且 MN %
。
均在正常范围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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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制水工艺的出厂水 M N %
。

的比较

制水工艺 水样数 范围值 平均值 平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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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浮法

斜板沉淀法

自然沉淀法

加速沉淀法

5
.

7 5士 2
.

4 7一 6
.

8 9 士 0
.

1 0

5
.

3 3士 1
.

5 3一 9
.

1 0 士 2
.

1 5

5
.

6 5士 2
.

08 一 1 6
.

8 5 士 0
.

9 1

6
.

7 5土 2 86 一 18
.

0 0 士 2
.

60

6
.

6 7士 0
.

1 0

6
.

7 6土 1
.

4 3

1 0
.

6 6士 1
.

0 1

] 4
.

0 ()士 3
.

6 5

3 讨论

据文献报道
,

富营养化水样经加氯 处理后
,

生成有

机直接致突变物
,

致突变活性与水样中藻类浓度呈正

相关
“, 。

用混凝沉淀制水工艺可去除有机物
,

降低水浊

度
,

减少水中诱变物
‘5 )

。

经混凝沉淀制水工艺处理后
,

出厂水的诱变性比水源水降低 40
.

6 写
。

用气浮法制水

工艺制水
,

也可 降低出厂水的 诱变性
,

使 M N %
。

在正常

范围
,

符合饮用水标准
。

上述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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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铅消化提取器的设计与应用

黑龙江省依安县卫生防疫站 ( 16 1 5 0 0) 郝凤鸣 张艳玲 刘光影
‘

仇荣英

冷消化法测定尿铅 已被广 泛应用
,

但此法仍有一

些缺点
。

笔者 自行设计了尿铅消化提取器
,

收到满意效

果
。

现介绍如下
。

提取器设计
:

冷法测定尿铅时
,

先在三角瓶中进行

标本的消化
,

再于分液漏斗 中提取铅后 比色测定
。

利用

提取器试验时
,

消化与提取铅同在提取器内进行
。

提取

器既是消化用的三角瓶
,

又是提取用的分液漏斗
,

它由

两部分 组成
:
下部为容量 25 0 m l的消化瓶

,

消化瓶为普

通 2 5 0 m l 的标准磨 口三角瓶
;
上部为安装在消化瓶上

的分液器
,

分液器为安装在标准 磨 口 消化瓶上的改 良

的分液漏斗
,

其壶腹部 比三角瓶 口 稍大
,

起缓冲作用
,

其上端为一磨 口 活塞
,

为分取提取液与试验中放气时

使用
。

使用方法
:

将除铅洗净干燥后提取器编号
,

按冷法

测定尿铅步骤加标本 与试剂于消化瓶内
,

再把分液器

安装在消化瓶上
,

放通活塞
,

在 37 C 温箱中消化 24 h
,

然

后取出提取器
,

将分液器取下
,

再按冷法步骤加人试

剂
,

再把分液器重新安装在消化瓶上
。

在放通活塞的情

况下
,

剧烈振摇提取器 In
l in

。

提取过程中不必放气
,

氨

气等气体在提取过程中
,

自行从活塞开 口 处逸出
·

无气

体喷溢现象
。

在分液器上 口处
,

塞进一小块脱脂棉
,

关

闭活塞把提取器倒转过来
,

慢慢放开活塞
,

弃掉头几滴

铅提取液
,

用 k m 比色杯接取双硫踪铅之提取液
,

足量

后
,

把提取器复转过来
,

放通活 塞
。

在 51 0n m 波长下比

色测定
。

根据其光密度值
,

在标准曲线上查取铅之微克

数
,

再除以尿样毫升数
,

即为尿铅含量 (m g /L )
。

注意事项
:

( l) 尿铅消化提取器为标准磨 口
,

消化

瓶与分液器可以互用
,

分液器活塞也可互用
。

.

( 2) 在温

箱中消化时
,

分液器活塞要放通
,

挥发的钾体可通过活

塞开 口处逸出
。

(3 )振摇提取铅时
,

活塞也要放通
,

气体

可 由开 门逸出
,

瓶内流体无喷溢现象
。

( 4) 提取铅后
,

为

缓冲消化瓶内负压
,

要把活塞放通
。

( 5) 洗刷时
,

上
、

下

两部分要分开处理
,

以免破碎
。

(幼分液器活塞要保持

滑润
。

用提取器测定尿铅应用器材少
,

且在除铅处理时

也很方便
。

实验时所占空间小
,

尤其在大批体检测定尿

铅时
,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

同时避免了冷法操作时由三

角瓶往分液漏斗注时氨气逸出对空气的污染
。

以分液

器潜代易于破损的分液漏斗
,

处理器材时又 可节省一

大部分 硝酸和去离子水
,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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