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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眼莲 ( E ci h h o r n ia o r sa si p se )
,

又称水凤信子
,

俗称水葫芦
,

有生长旺盛和吸收能力

强的特性
。

凤眼莲能强烈吸收氮
、

磷等营养物质
,

并能吸收和富集水中的重金属离子
,

因此 已开

始被用于净化污水
。

我们于 19 8 1年和 1 9 8 2年研究了凤眼莲对酚的净化作用
。

一
、

凤眼莲对酚的吸收

在试验凤眼莲净化酚的能力之前
,

我们研究了凤眼莲在纯酚溶液中对酚的吸收
。

试验用的凤眼莲植株是从培养在无酚或其它毒物污染的池塘中的凤眼莲群体中选取的
。

选择

其根系白嫩者做试验材料
。

试验前
,
材料在H o a gl a n d培养液中预培养两昼夜

。

试验在 9升容积的塑料桶中进行
。

在自来水中准确加入一定量的浓酚溶液
,

使成所需浓度的

试验酚溶液
。

试验在温室内进行
,

自然光照
,

温度 25
。

一35 ℃ 。

酚的测定采用直接光度法
。

水样不加处理
,

立即测定
。

酚与 4 一
氮基安替比林反应

,

在 碱 性

条件及铁氰化钾存在下
,

生成红色染料
,

在 5 10 毫微米下测量光密度
。

首先研究了在不同浓度的酚溶液中凤眼莲对酚的吸收情况
。

预培养的每份 2 50 克鲜重的 凤 服

莲植株分别放入 1
、

5
、

10
、

20
、

50
、 100 p p m 的酚自来水溶液中

。

24 小时后测定 酚 浓 度 的变

化
。

实验结果如图 l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试验的各种浓度的酚溶液中
,

凤眼莲都可以吸收酚
。

在

20 p p m 以下的酚溶液中
,

吸收酚的量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酚浓度在 20 p p m 以上时
,

出现 吸 收

饱和现象
。

在大于 DZ p p m 的酚溶液中
,

植物根系变为黑色
,

出现中毒症状
。

小于 2 00 p p m 的溶液
,

中的酚
,

经过 24 小时
,

大部分已被凤眼莲吸收
。

一公斤鲜重的风眼莲植株一昼夜中吸收酚的最大

值超过 500 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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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凤眼慈吸收酚的 t 与盼浓度的关系

为了弄清一昼夜中风眼莲吸收酚的能力是

否恒定
,

进行了时间试验
。

植物根浸入 20 p p m

的酚溶液中
,

每隔一定时间取样测定
。

结果如

图 2
。

从图 2 可见
,

凤眼莲吸收酚的强度是变

化的
。

在最初两小时内不吸收
,

可以称做诱导

期
。

在有的试验中诱导期为 4 小时
。

诱导期之

后
,

吸收强度逐步增加
,

到 8 小时左右达到高

峰
。

然后
,

逐步下降
。

到 20 小时
,

溶液中的酚

已被吸收殆尽
。

上述实验
,

实际上是在酚浓度不断下降的

溶液中进行的
。

每个点上的吸收强度也许是对

当时酚浓度的反应
。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

我们



进行了酚浓度相对恒定的时间试验
。

每两小时取样一次
。

每次取样后
,

重新换同样浓度的溶液继

续试验
。

试验结果如表 1
。

可以看出
,

在 4 种浓度的溶液中吸收强度都是变化的
,

都在 8 小时出

现吸收高峰
,

吸收强度都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可以肯定
,

凤眼莲有柑当高的吸收酚的能力
,

因此有可能用这种植物净化

含酚污水
。

二
、

凤眼莲对石油化学污水中酚的净化

在纯酚溶液试验的基础上
,

我们对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的废水进行了凤眼莲净化酚试验
。

该

公司石化废水中除含酚外
,

还含有硫
、

多环芳烃等物质
。

凤眼莲先在含 0
.

05 %硫酸钱和少量磷酸二氢钾的清水中预培养两天
,

然后将其根部浸入石化

废水
,

置 日光下试验
。

同时
,

设置对照
,

不加植物
,

以测定酚的 自然挥发
。

隔一定时 间 取 样 测

定
,

持续一昼夜
。

用直接光度法测定总挥发酚
。

试验结果如图 3
。

从图 3 可见
,

凤眼莲对石油化学废水有明显的净化作用
。

试验开始后 2小

时
,

凤眼莲处理的废水中酚的浓度降低了 2 / 3 ,

这主要是自然挥发的结果
。

2 小时后
,

凤眼莲吸

收酚的作用显示出来
, 8小时左右吸收强度最大

,

最大吸收强度为 67 O m g / k g 鲜重 /小时
。

到 10 小

时污水中的酚己挥发和被吸收干净
。

可见
,

凤眼莲净化石油化学废水中酚的总趋势与纯酚试验结

果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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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凤眼挂吸收珊的皿与时间的关系 图 3 凤眼龙对石油化学度水中珊的净化作用

在不同浓魔的姗洛液中夙眼挂吸收姗的时间进程

酚 浓 度
植物吸收姗的强度 (毫克 /公斤鲜重 /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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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气污染的监测和绿化树种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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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大气污染对植物的影响是环境科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

植物是环境监测的指标
,

植

物又可作为美化环境
、

净化大气
、

减少污染的有效途径
。

氯气是污染大气的主要有害气体之一
。

我们以一个化工厂为对象
,

研 究 该 厂 在生产过程中

氯气散出
、

滴漏
、

跑冒的情况
。

遇阴雨天
、

气压低
、

风静的天气
,

氯气蓄积在厂区不易扩散
,

皆

可引起氯气浓度的增高
,

造成了慢性和急性危害
,

影响人体的健康
。

要减少氯气的污染
,

改善环

境
,

除了加强安全管理
、

积极改革工艺外
,

还应利用植物净化环境这项重要的措施
。

为全面了解

氯气
、

盐酸雾污染的危害程度和植物对大气污染的净化能力
,

我们做了以下的工作
:

第一
、

应用

紫露草微核法
,

监测化工厂的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 ; 第二
、

进行污染区树种的实地调查
,

对比不

同树种受污染后的伤害症状和伤害程度
;
第三

、

我们首次用浸提
一
库仑法

,

燃烧
一
库仑法测定受污

染树种的叶片含氯量
,

分析各树种的净化能力
,

为生物防治氯气污染区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监测植物是从美国引种来的紫露草 ( T r a d e s e a n 七i a p a l u d o s a )
。

该厂区污 染 大气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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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发现凤眼莲净化酚的能力与日照强度有关
。

晴天的试验效果比阴天好得多
。

这可能是

因为光合作用产物提供了吸收和同化酚的能量和底物
。

三
、

讨 论

从纯酚试验和石油化学污水的试验可以肯定
,

凤眼莲有相当强的净化酚的能力
,

可 以用于净

化含酚污水
。

如果按每公斤 (鲜重 ) 植物一昼夜吸收酚 5 00 毫克
,

而每公斤植株约占水面 l / 20 平

方米来估算
,

那么一公顷的凤眼莲一昼夜可吸收酚 10 0公斤
,

即一公顷凤眼莲一昼夜可净化 含 酚

20 p p m 的污水 5 00 吨
。

如果经过实际试验确证有如此高的净化效率
,

那么凤眼莲将是一种经济 有

效的净化酚的生物材料
。

凤眼莲对酚的吸收有一个 2 一 4 小时的诱导期
。

诱导期之后
,

吸收强度逐步增大
, 8 小时左

右达到最大值
。

因此
,

用凤眼莲净化酚时
,

处理时间以 8一 10 小时为宜
。

水中酚浓度超过 20 p p m时
,

凤眼莲出现中毒现象
。

因此
,

用凤眼莲处理的污水中含 酚 量 要

小于 20 p p m ; 含酚量高时应加以稀释
。

为解决净化酚后凤眼莲植株如何利用问题
,

应研究酚吸收和进入植物体后的降解或积累 的情

况
,

以便决定凤眼莲植株能否做为饲料
、

肥料
、

造纸原料或生物能源 (沼气 ) 材料等加以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