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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监 测 环 境 污 染 研 究 的 进 展

彭桂英 陈锐 章

(广西 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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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

人们就 观察 到环 境 污染 物可 使 植物受 到 伤 害而呈 现 出 种 种 外 观 症状
,

从而 进 行 以 植

物 受害症 状作 为环境 受到 污 染 的 指示 物 的研究
,

期望 找到对 环 境污染 比较 敏感 且 能迅 速地出现

外 观症状 的植物
,

作为 鉴别 环 境是否 受到 污染 的指示 物
,

并把这 些植 物 称 为 敏 感植物或报 普 植

物
、

指示 植物
、

监测 植物
.

地衣是 最早被 选作 环 境污染 指示 物 的植 物
,

1866 年
,

N贝叨介汀 提 出
,

称 地衣 是一 种很灵 敏 的

空气 性质测 定器 ; 1879 年
,

Jo 加昭on 认 为
,

吉布塞 地 区 森林 中的地 衣 死亡 的原 因 是 当 地 的 煤 矿 使

产气受 到 污染 ` 1969 年
,

sk四 和 alH lbe yr 报道说
,

克伐 塔普 的页岩石 油工厂 附 近
,

因大气 中的 二

氧化硫 浓度太 高
,

导 致地 衣 停 止 生 长
,

当 该厂 于 19 66 年 关 闭 后
,

到 1967 年夏 季
,

这 些 地 衣 又 恢

滚生 长
.

从此
,

世界 各 国 都有 人 在用 地 衣 进行 监测 大气 污染 的研 究
.

目前
,

用于 监 测 环境 的植物 已 不再 局限 于 地衣
,

而 是 发展 到包 括从最 低等 的菌 藻植 物
、

苔醉

植 物⋯ ⋯ 直至最 高等 的种 子 植 物 的 整个 植物界 中对环 境 污 染 比较 敏感 的种类
.

植物 在生命 活动过 程 中
,

通 过 同化作 用从环 境 中吸 收本 身生命 活动所 必需 的物质建 造 自身
,

与 此 同时
,

也 或多 或少
、

主 动或 被 动
、

吸附或 吸 收存 在于 环 境 中并 非 自身 生命 活 动 所 必 藉 的各

种物 质
,

当这 些不 需 要 的物 质在 体 内累积到 一 定 的程 度
,

体 内的 各种 生 理 过 程 便受 到 干 扰 而 出

现混 乱
,

表现 为 中毒 或局 部 或整 体 的生长发 育受 阻
,

甚至 死亡
。

在种群 内
,

往 往 由于不 同物 种 之

间对 环 境污 染 的耐 受程 度 不 同而 兴 衰
,

从而 造成植 被的 演替
。

由于 污 染 物 进人 体 内
,

从 而 引 起

植 物 体的化学 组分 发生 变 化; 细胞 生物 学 的种种 变化
,

例 如染色体 畸变
、

断 裂和 出 现 微 核 ; 导 致

组 织 含水 量
、

质膜透 性
、

原 生 质 等 电点
、

绥 冲容 量
、

电阻 以 及 吸 收和反 射光 谱发 生变化
。

观 察 和

测 定这些 变化
,

就成 为人 们 了 解环 境 污染 状 况 的依 据
。

根据古 树和古树 化石 的 年轮形 状和 化 学

组 分还 可 以 推 断当 地环 境污 染 的沧桑 史
。

植物 以 外观 形 态上 的变 化反 映环 境 污 染状况 是非 常直观 的
,

可 以 比喻 为是 用通 晓 的文 字 记

录 的资料
.

但是
,

这种 资料 必 需在 污 染 比较严 重 或 持续较 长 时 间以 后 才 能得 到
.

人们 为 了 能够

较早 地 得到 这种 资料
,

曾致 力于 寻 找对 环 境 污 染 比 较敏 感
、

能够较 快 出现 外 观 症 状 变 化 的植 物

种类
。

例如
,

到污 染 地 区 调 查较 早 出 现受 害症状 的 种 类
,

将植物 置于 人 工 模 拟 污 染 的条 件 下筛

选敏感 的种类 ⋯ ⋯ 等等 方 法
,

已 筛选 出一 批对 二 氧 化硫
、

氯气
、

氮氧 化物
、

氟 化 物
、

臭 氧
、

乙 烯

等 污 染 物质 的敏感 植物
。

不 过
,

它 们 只 能达 到 定性 至 多 只 能粗 略地 定 量 反 映 污 染 的 程 度
,

将 污

染 程 度划 分为 重
、

中
、

轻等 级别
。

其实
,

植物对 环 境 污染 的反应 是非 常敏感 的
,

只 不 过反 应 发 生在 植 物 体 内 部 的 生 理 生 化 过

程
、

细胞 生物学 方 面 的 变化
、

物 理学 方面 的 变化等 等
,

可 以 比喻 为是 用密码 记录 下 来 的 资 料
,

只

能分 别用 生 理 生 化 的 方法
、

细胞 生 物 学 的 方 法 或 物 理 学 的方 法 才 能 破 译 这 些 资 料
。

下 面 略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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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级盆既 受到 大气含抓量 的 影 响
,

也受 到 土 壤含抓量 的影 响
,

因 些
,

叶片含抓量 反映的 是环 境总

椒 包括大气和 土 壤 )受 抓污 染的状况
。

氮氧 化物 的污 染 就 完 全不 能用 叶 片 含氮 量来 衡量
,

因

为氮是植物生命 活 动所必 需 的 大量 元素
,

而 且 又 是 植物 生 命 物质
—

蛋 白 质的 主 要 组成部 分
,

不论从 叶片 还 是 从根 系 吸 收 的 氮
,

都不 可 能 长 期 累 积 在 叶 片
,

而 是 迅 速地 进行 一 系 列 的 合 成
、

转化
、

输导 和 分解 等等过 程
,

在植物 体 内进 行 分 配
,

所 以 不 能 从 叶 片 含 氮 量 去 判 断大 气氮 氧 化

物 的污 染
.

2
、

土壤 或水 中的污 染 物与体 内所 含 污 染 物 之 间的 关系 就更为 复杂
,

除污 染 物 的 含 量 以 外
,

还有许许多多 其它 因索在 发生 影 响
。

例 如
,

稻 田土 壤中的 锡
,

当 土壤 州 值在 .7 3 一 .7 5之 间时
,

水 稻 难于 吸 收
,

即使土 壤含锡 量 较高
,

稻 谷 含 锡 量也 不 高
,

所 以 不 能 以植物 体含锡量表示 土 壤 的

含福
。

3
、

细 胞生 物学工 作者 发 现
,

环 境污 染可 以 引 起 紫露 草 的 花 粉母 细 胞 和 蚕 豆 根 细碑在 分 裂

过程 中
,

母细胞的 染色 体不 能全 部都 用 于构成 子 细 胞 的 细 胞核
,

从而 出现 一 些 染 色体块 游 离 于

子细胞之 外而成 为微核
,

而 且
,

微核的 数 目与 污染 物的 浓 度有对应 的 关系
,

因 而 可 以根 据微 核 的

有无和 多少来 了解 环 境污 染 的状 况
。

国 外在 近 为 年来
,

着重 用于 监 测 药 物 中是 否 含 有诱 发微

核的物质(又称为环 境诱变剂 )
,

此 项 技术 于 19 劝 年 引进 我国 后
, 已 广泛 应 用于 监测大气

、

海 洋
、

河流
、

土 壤
、

药物和 工 业废水
,

收到 良好 的 效 果
.

19 86 年 6 月
,

广 西 植 物 研究所 召 开 了 国 内 10

多个省
、

市
、

自治区 从事微核工 作 的单位参加 的微 核技术研究会
,

总 结 交流 经 验
,

与会 代表 一 致

建议
,

在试材标 准 化
、

监 测 结 果 可 比性
、

理化指 标 与生 物 指 标的 相 互关 系
、

液态 高 酸
、

碱性 污 染

物和 固态 污 染物 的 预 处 理 等等方面
,

还 有 许多 工 作要 做
。

19 86 年 n 月
,

国 家环 保局 将 紫露 草

徽核和 蚕 豆 根尖微核列 人 环境监 测 技术规范
,

在 全 国范 围内 正式 推广应 用
。

4
、

受二 氧化硫 伤害的棉花 叶片
,

可 见 光部分的 反 射率普 遍 增 加
,

近 红外 部分 的 反 射率低
,

整个 光谱反射 曲线 发生 兰 移
,

因此 可 以根据 棉花 叶片 光谱反射特性
,

判 断大 气二 氧化硫 的 污 染

状 况
。

5
、

以藻类叶绿素含 量代表藻类生 物量用于 监 测 水体 富 营养 化
,

以 花粉 管伸 长速 度检 测 环

境污染的程 度⋯
。

” 等等
。

此外
,

用动 物和微生物 监测 环境 也有很大进展
。

例 如 以 鱼 的 中毒 与 畸 变 监测 铬 污 染
,

以 河

虾虾体分析监测场 aR 和 2拍0P 污 染
,

以 鳝鱼 血 液有 核 红 细 胞 的微 核率监 测 百 菌清
,

以蛾 抖肠 细 胞

染 色体 畸变监测 铬和 环 碱酞 肢
,

以鱼脑 胆 碱 醋 酶 监测 有 机贬 农 药
,

用 鸟 卵 分 析监 测金 属元素
,

以

徽 生 物类群和 生 化活 性监 测 土 壤 中的 锡
、

铅
、

油
,

以 发 光细 菌监 测 砷
、

锡
、

铅
,

以茁 芽丝抱 酵 母 制

成 电报检测酚等等
.

总之
,

植物 (生 物 )检 测 已 经 向广 泛地 应 用 现 代 化 学
、

物 理 学
、

生 物 学 的 方 向 发 展
,

并 日益 显

示 出它具有仪器监测 无法 比拟 和 代 替 的 独 特 优越 性
,

因 为 它 可 以反 映 出 环 境 总体 中 的各 种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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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质及 其 拮抗物 质或 协 同物 质对 生 物所 产 生 的总效 应
,

因此 日益 受到 重视
,

并有 广 阔的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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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本 文 曾参 加桂林 市环 境科学 学会 198 9 年 年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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