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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饮用水有机污染物危害的研究
厦 门市卫生防疫站

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

厦 门大学扰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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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 D凡)等
。

因此
,

近年来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和致突变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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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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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方法 蚕豆经浸种
、

催芽后
,

用被测水样处理根尖 h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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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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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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 个细胞中含微核的细胞数 ( M N编 )
,

实验重

复 2 次
。

阴性对照用双蒸水
,

得本底 M N 为 .6 41 士 .0 82 编
,

在 7编

以下
,

符合国家规定
。

阳性对照用 .0 0 18 % 甲醛
,

得 M N 为

3 7
.

9 0士 3
.

3 0编
。

效应程度划分
:

M N编 < 1。编为正常
,

10 一 18 编为轻度
.

18

~ 30 %a 为中度
,

> 30 %0 为重度
.

二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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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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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与对照本底 M 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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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心 q效应强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阳性率

%
范围值 平均值

9
.

1 5士 1
.

9
.

7 6士 1
.

平均值差
.

别”

Q公,1左
孟
眨」

丰水期

平水期

枯水期

3 5
。

3

4 4
.

4

5 6
.

3

5
.

4 1士 2
.

1 0 ~ 2 3
.

0 8士 4
.

8

5
.

0 4士 0
.

1 3 ~ 2 7
.

3 1士 9
.

7 0

5
.

3 3士 1
.

1 5~ 2 0
.

6 1士 6
.

0 4 1 0
.

5 5士 1
.

5 4

2
.

7 4 1
。

7 0

3
.

3 5 1
.

7 2

4
.

1 4 1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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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差一处理组平均 M N编一对照组 M N编 “ 别 为平均值差的标准误
.

当平均值差 ) 2别 时有显著性差别
2

.

不同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的比较 厂水用配对比较的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出厂水 M囚 比进厂

水源水与氯化的出厂水均呈现一定的诱变性
,

经显著性检 水降低 40
.

6 %
。

验
,

水源水与对照水之间有显著性差别 (见表 )z
。

进厂水和出

表 2 不同水样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M N %0 的比较

水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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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0

5
.

0 4士 0
.

1 3 ~ 1 8
.

0 0 士 2
.

6 0

1 1
.

0 4士 1
.

5 1

9
.

0 8士 1
.

4 6

4
.

6 3

2
.

6 7

1
.

7 2

1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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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不同制水工艺的出厂水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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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叫编均在正常范围 (见

表 3 )
。

表 3 不同制水工艺的出厂水 M N %0 的比较

制水工艺 水样数 范围值 平均值 平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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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8 9士 0
.

1 0

5
.

3 3士 1
.

5 3 ~ 9
.

1 0 士 2
.

1 5

5
.

6 5士 2
.

0 8~ 1 6
.

8 5士 0
.

9 1

6
.

7 5士 2
.

8 6 ~ 1 8
.

0 0 士 2
.

6 0

6
.

6 7士 0
.

1 0

6
.

7 6士 1
.

4 3

1 0
.

6 6士 1
.

0 1

1 4
.

0 0士 3
.

6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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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研究

厦 /’ 7节环觉监测站淤成宗

厦门科技 3/ %
_

_
厦门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研究历时四年

,

先后有

l 名教授
、

4 名高级工程师
、

12 名工程师和 33 名技术

人员 为项 目研究作出了贡献
,

投人了我国最新研制成

功的环境电磁场 自动监测系统以及 n 部场强仪
,

采

集了 11 万多个数据
,

摸清了厦门地区环境电磁辐射

污染水平与分布现状
,

估算了公众受到 电磁辐射的暴

露量
,

建立了新颖的城市电磁辐射污染评价模式
,

并

对电磁环境的卫生学质量作了评价
,

探讨了防止高频

机扰民的办法和控制环境电磁辐射污染的对策
,

达到

了预定的研究目标和预期的研究目的
。

本研究由四个子课题组成
。

现分述如下
:

一
、

环境电磁辐射污染源的调查与分析
。

经调查
,

归纳与分析厦门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源

的数量
、

类型与分布
; 用三维场强计查明大型辐射源

附近局部环境电磁污染现状和影响范围
;
查明超标污

染的地带和污染强度
。

二
、

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测最与评价研究
。

使用先进的环境电磁场自动监测系统
,

依靠计算

机数据处理和人 口普查数据库的支持
,

紧密结合人口

分布造点
,

采集了大量数据
,

实测与研究相结合
,

建立

了电波的
“

功率密度传播模型
” ,

并结合三点逐进估算

法的运用
,

估算出厦门各人口小区环境电磁辐射的污

染水平
,

估算出公众受到电磁辐射的暴露量
。

经归纳

统计
,

建立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的评价模式
,

并对

厦门城市电磁环境的卫生学质量作出评价
。

三
、

主要工业射频辐射源
、

电磁辐射控制技术及

其环境电磁兼容问题的研究
。

剖析我国旧式高频热合机的技术缺陷
,

分析其扰

民问题的作用机理
,

探讨从大幅度提高频率稳定度人

手
,

旨在控制高频机电磁辐射的实用技术
,

采用
“

分道

扬镶
”

的办法
,

以谐振腔型高频机为对象
,

经计算与实

验
,

实现对全国各大
、

中城市高频机不干扰电视的最

佳工作频率的优选
。

四
、

环境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对策研讨
。

以厦门市环境电

磁辐射污染调查
、

测量

与评价结果为依据
,

借

鉴国 内外城市环境电

磁辐射污染的研究成

果
,

对厦门市作出电磁

环境的区域划分
,

并对

各功能区提出相应的

环保目标
、

电磁辐射源

的控制规定
、

电磁环境

的质量要求和其他配

套措施
,

组成厦门市环

境电磁辐射污染控制

对策的基本内容
。

专家鉴定认为
:

此

项研究具有较高理论

和实用价值
,

为我国城

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

评 价
、

防治及 城市规

划
,

提出一套有效的研

究方法
,

其研究成果居

国内领先
,

达到国际八

十年代同类研究成果

的先进水平
。

此项研究

探讨 了控制高频机 电

磁辐射的技术
,

提出全国各大
、

中城市高频机不干扰

电视的最佳工作频率
,

为我国环境科学作出了贡献
。

在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污染测量与评价工作中
, “

功率

密度传播模型
”

与
“
三点逐进估算法

”
的运用

,

较之陈

规的方格网法
,

可省去 2/ 3 的测量点
,

从而有显著经

济效益
。

此项研究成果提供了厦门市电磁环境和电磁

辐射源的大量翔实的科学数据
,

为厦门市电磁环境的

科研
、

监测
、

评价和管理
,

也为城市规划和无线电管理

事业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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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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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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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心 J%0 在正常范围
,

符合饮用水标准
.

上述结果与文献报道

一致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