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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植物防治污染
、

净化环境的研究
,

国内外均有不少报导
。

L e a v i饥等人
,

在植物与铜
、

锌
、

银
、

锡
、

铅等重金属元素的研究中
,

指出植物可以调节
、

控制自身必要和非必要的重金属元

素
。

植物对金属元素的吸收
、

积累
、

忍受
、

变异
,

表明植物的金属元素主要来自土壤
,

也可以从

大气中吸收
。

植物叶片含硫量 与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呈正比
,

表明植物能治理大气污染
。

本文是研究植物对被工业废气
、

粉尘和汽车尾气所污染的大气环境进行净化
、

治理 的能力及

效果的探讨
。

一
、

研究方法

叭 布点原则
。

在广州市区
,

按边长 2公里网格布点的基础上
,

在各行政区内
,

根据其环境

功能
、

污染源
、

供电情况
,

设 12 个点
,

鹿湖为对照点
。

2
、

采样植物的选定
。

每个点选定木麻黄 ( C a s u a r i n a e q u i s e t i f o l i a L )
、

大叶榕 ( F i一

e u s l u e o r B u e k

—
H a m )

、

石栗 〔A l e u r i t e o m e l u e e a r a ( L ) w i l l〕
、

羊 蹄 甲 ( B a u

hi n ia p u r p u er a L ) 为采样植物
。

每个点每种植物选 1一 4 棵
。

选定的植株在 树 龄
、

方向
、

位

置等要求一致` 在选定的植株上用高枝剪剪取枝条
。

每根枝条上取离顶芽 3一 5 托的成熟叶片或

嫩枝
,

用 自来水洗净
,

再用蒸馏水冲
,

用纱布吸千后
,

一

子 60 ℃烘箱中烘 1 2小时
,

随后用 F S F一 90

型粉碎机磨碎
。

在植物采样的同时
,

对大气中 5 0
2飘尘的铅

、

锅进行了采样测定
。

3
、

样品分析
。

对植物叶片进行了铜
、

锌
、

铅
、

锡
、

硫的分析
,

对大气中 5 0
2 、

铅
、

福也进行

了分析
。

叶片中铜
、

锌是采用国产 40 1型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分析
,

铅
、

福采用 日立 17 0

一 7 0型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分析
。

飘尘中铅
、

锡是利用发射光谱准定量分析法
,

叶片

含硫采用燃烧法测定 (见表 1 )
。

二
、

测定结果

1
、

市区几种植物叶片中污染物的含皿
。

铜
、

锌
、

硫是植物生长发育必要的元 素
。

人 们 对

铅
、

锡在植物体中的作用
,

也在进行研究
。

正常情况下
,

有关元素是通过植物的根从 土 壤 中 吸

收
,

但是植物的叶片也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多种元素
。

表 1在 44 3个数据中
, 4 18 个数据是高于对照点

的
,

占监测数据的94 %
。

市区各采样点的植株与对照点的植株比较
,

除市区大气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以外
,

其他生态条件基本相同
。

所以其叶片中含硫
、

铜
、

锌
、

铅
、

锡高于对照点
,

主要原因

是叶片从大气中吸收了污染物所致
。

市区叶片含铜
、

锌最高倍数是对照点的 1
.

3一 3
.

2之间 , 铅
、

锅在 6
.

7一 1 8
.

2 之间
,

见表 1 。

植物在一定的污染物中
,

能调节体内生理
、

生化代谢过程
,

继续吸收积累
、

富集污染元素
,

对植株的生长
、

发育没有明显 的影响
,

成了耐受种或者以掉叶子的形式
,

来适应污染环境
。

这祥

4 2



就把污染因素转化为生态因子
,

客观上对大气吓境起到净化
、

治理的作用
。

这是城市绿化的重要

作用之~ `
’

一
’ `

一

衰 1 采样植物为对照位物的最离倍橄

CCC uuu Z nnn P bbb

222
。
333 3

。
222 1 2

。
555

111
。
555 1

。
333 9

。
444

111
。

888 1
。
777 6

。
777

333
。
111 1

。

777 18
。
222

2
、

不同攀节叶片中污染物含 t 的变动
。

试验植物分秋
、

冬采样
。

秋冬二季各得 2 23 个数 据

中
,

冬季含量高于秋季的有 12 5个
,

占56 %
,

其中各项 目各种植物二个季度增减情况见表 2
。

衰 2 冬攀比秋攀污染一含 t 幼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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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
,

同一个元素在不同植物中
,

冬季比秋季叶片含量增加的个数不同
,

如铅
、

羊蹄甲

增加的个数占90 %
,

而大叶榕才 62 %
,

因为大叶榕是落叶乔木
,

叶子春夏长成
,

冬季凋落
,

含量

不可能再增加
。

福只有木麻黄冬季比秋季的含量增加
,

瑕加个数占 33 %
,

石栗
、

大叶榕
、

羊蹄甲

不但几乎不增加
,

反而减少
,

减少个数占98 %
。

3 、

叶片和大气中污染物的关系
。

从 1 9 2 2年开始
,

动力汽油中
,

每公斤约加 1
.

3克的四 乙铅

液作为防爆剂
。

据调查
,

广州市区全年机动车辆耗油量近 12
.

7万吨
,

其中四乙铅液约 1 65 吨
。

经测

定
,

市区 12条主要纵横贯线车流量平均为 6 02 辆 /时
。

川流不息的机动车辆排出大量的汽车尾气
,

尾气中四乙铅液在常温下
,

甚至在 。 ℃也容易挥发
, 同时四 乙铅在太阳光和紫外线的照射下可以

分解
,

给市区带来大气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

植物与环境的统一
,

是植物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
。

大气受了污染
,

在一定范围内
,

能够在植

物叶片上反应出来
。

设大气中污染物浓度为 自变量
,

叶片含该污染元素为因变量
,
计算出相应的

相关系数 r 其中铜
、

锌的相关性无规律 (略 )
,

铅
、

福
、

硫的相关系数 r 见表 3
。

从表 3 可见
,

21 个相关系数中
,

有 19 个是正相芙百
一

占相关系数的 90 %
。 、

落叶乔木 大 叶榕
,

秋季叶子吸收
、

积累备元幸已达峰镇期
,

辱娜 r b
、

C么 8 弃个元素的相关系数为。
.

88
、

,

饥 78
、

0
.

87
,

羊蹄甲
、

石栗是常绿乔木
,

铅的担关系数冬季大于秋季
。

1

木麻黄的相关系数在
, o

。

07 至 0
.

2 1

之间
。

显著性检验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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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少显著性检验表明
,

秋季大叶榕叶片中含铅
、

硫与大气的铅
、

5 0 : 之间有 高度显 著性
,

羊蹄

甲
、

石栗则是在冬季具有高度的显著性
。

木麻黄无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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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8 招烧一库仑法与沮提一库仑法的对比试脸

植 物 样 品 名 嫩烧一库仑法含氯量 ( %) 浸提一库仑法含抓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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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能测定植物叶片中的氯元素
。

实验结果表明
,

这二种方法所测的含氯量一致
。

我们认为
,

在

氯气污染环境中
,

植物主要以吸收形式积累氯
,

而没有转换为有机氯
。

结 论

1
、

应用紫露草微核法监测氯气的污染是有效的
。

通过大气
、

土壤监测的试验表明
,

距污染

源 30 米以内是重污染区
,

在此范围生长的树木有的死亡
,

有的生长不 良
。

30 一 1 00 米 处种植的树

木
,

只要加强管理
,

植株皆能存活长大
。

2
、

氯气污染对植物的损伤有急性危害和慢性危害两种
。

前种危害是高浓度的氯气
,

使树的

枝条
、

叶片突然燃焦
,

严重者植株死亡
。

而慢性危害则是低浓度的氯气
,

使植株叶 子 脱 绿
、

变

黄
,

植株生长迟缓
。

3
、

我们首次用浸提一库仑法测定叶片的含氯量
,

得知抗污树种对氯气的污染具有吸收和积累

能力
,

应大力种植抗污树种
,

减少大气中氯气的污染
,

为保护环境
,

美化
、

绿化环境
,

增强人体

的健康多做有益的工作
。

4 卜门卜
,

剥卜啼卜 州目. 礴卜
.

喇卜 4 卜磅卜
.

朴
. 门

书
. 闷十 4 卜喇卜

.

喇卜叫片. 闷冷
. .

翻 . 州目. .
侧卜

.

朴
. .

引卜州目. 礴卜 月啥
.

叫片
.

啥卜闷卜月冷
.

月卜闷卜
叫

翻
. 咭卜叫降

.

叫峪
.
叫片. 州目. 叫阅,

哮卜月冷
叫

刁卜月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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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

通过实验 4 种植物
,

均能通过叶片从大气中吸收
、

积累各种污染元素
,

采样分析数据中

9 4%是高于对照点的
。

2
、

已分析测定的 5 种污染元素 中
,

铅
、

锡在叶片中积累
、

富集较高
, 4 种植物中铅 的最高

倍数在 6
。
7一 1 8

.

2倍
,

福在 7
.

9一 13
.

3倍之间
。

从大气污染与叶片吸收
、

积累的相关关系来看
,

大

叶榕相关性较好
,

其次石栗
、

羊蹄甲
,

木麻黄较差
。

3
、

市内交通繁忙
,

汽车尾气中的四乙铅液对大气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

它对人的毒性大
。

因此大力提倡绿化植树
,

租用叶片吸收富集污染物
,

从而达到净化
、

治理大气污染的目的
。 、

这是

价廉
、

收益大的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

脱落的叶子要妥善处理
,

最好集中燃烧
,

从灰粉中回

收污染元素
。

可是目前把灰粉作月巴料
,

致使污染元素从城市转到农村土壤中去了
。

4
、

由于飘尘采样的设点较少
,

计算相关系数受到一定的影响
。

本文是环境中的植物积累污

染物的情况
。

至于街道两边的植物吸收污染物的情况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筛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