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 第 4 期
1 9 9 1 年 1 1 月

土 壤 学 报
A C T A F E D O L O G IC A SIN I C人

V o l
.

2 8
,

N 。
,

4
.

N o v
. ,

1 9 9 1

六种有机污染物
一

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曹幼琴 叶定一

(南京大学
, 2 1 0 0 0 8 )

摘 要

为排除实验误差的干扰
,

得出较为可靠的分析
,

本文 用数理统计中
“
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了

苯乙烯
、

间
一
二氯苯

、

邻
一
二氯苯

、

氯苯
、

邻苯二甲酸二丁醋
、

十六烷等六种有机污染物对自行分

离鉴定的褐球固氮细菌 (汉
万。; o石a 。; e , c 方,‘ 0 c o 、 e 。 , )

、

纤维单胞菌 (‘
e llo l0 0 0 n a ; s p

.

) 以及

土壤中放线菌
、

霉菌
、

酵母菌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邻苯二 甲酸二丁醋在 1 o PP m 卢吵p m 两种浓度

均使纤维单胞菌无一存活
,

其它五种污染物在两种受试浓度对土壤微生物效应各不相同
。

有

的无显著影响
,

有的刺激土壤中霉菌
,

有的使酵母菌数量增加
,

有的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有关农药和其他环境污染物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国内外已有较多报道比7,sJ
,

因 为

微生物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土壤肥力
、

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等有重要 意 义
。

此
、

外
,

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分解者
,

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影响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因素很多
,

作用方式也复杂
,

各种实验因子及实验操作都会造成不

同的误差
。

用数理统计方法处理所得的实验数据
,

以排除各种实验误差的干扰
,

得出较为

可靠的分析
。

本文用数理统计中
“

方差分析
” 【习方法研究了苯乙烯等六种有机污染物对固 氮 细 菌

、

分解纤维素细菌
,

以及放线菌
、

霉菌
、

酵母菌等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旨在通过这一研究考察

含有这六种有机污染物的常州大通河水灌溉农田
,

对灌区土壤微生物可能造成的影响
,

并

预测是否会由于影响微生物这一土壤生态系统的分解者而对灌区土壤产生潜在的生态效

应
。

有关这六种有机污染物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未见报道
。

材 料 和 方法

(一) 实验材料

1
.

土壤样品 : 土样采自江苏常州市郊大通河灌区
。
土类 : 黄泥土” 。 p H (H

,
o ) : 6

.

5
。

机械组成 :

砂粒 1 4
.

7 %
,

粉粒 47
.

1%
,

粘粒 3 8
.

2 肠
。

有机质 : 2
.

25 %
。

全氮 : 。
.

12 9 %
,

全磷 : 0
.

1 43 肠
。

2
.

试剂
:

苯乙烯
、

间
一
二氯苯

、

邻
一
二氯苯

、

氯苯
、

邻苯二甲酸二丁醋
、

十六烷
。

东菌种
:

均系作者自行分离鉴定
〔”(样品采自大通河灌区土壤 )

。

(二 ) 实验方法

本文工作是
“

六五
”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弘 37
一 2 (2

~ 1 )研究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

该项目已通过技术鉴定
,
并获江

_

苏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

l) 土壤理化数据承南大赵培道副教授提供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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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固氮细菌和分解纤维素细菌的影响 : 采用将受试化合物加到培养基中
,

然后接种纯菌株菌悬
、

液并培养
、

计数的方法
。

实验步骤 : 培养基冷至适当温度后加人化合物 , 使浓度分别为 5 0 p p m
、
IoPP m

,

摇匀
、

倒平板
。

以不

加化合物的培养基为对照组
。

固氮细菌用阿须贝培养基
〔” ,

分解纤维素细菌用赫琴逊食纤维菌基础培

养基
【”(加菌液后每皿加 9 厘米无菌滤纸一张 )

。

固氮细菌 28 ℃ 培养一星期
,

分解纤维素细菌 28 ℃ 培

养 10 天计数
。

2
.

对放线菌
、

霉菌和酵母菌的影响 : 化合物加至土壤
,

28 ℃ 放置 24 小时后制成土壤悬液
,

进行分

菌培养
,

并计数
。

实验步骤 : 取灭过菌的 1 00 毫升锥形瓶
,

每瓶装 20 克土
。

化合物用丙酮稀释至 0
.

5 毫克 /毫升和

。
.

1 毫克 /毫升
,

处理组每瓶加人 2 毫升化合物丙酮混合液
,

使瓶内土壤中化合物浓度分别为 S Op p m
、

IOp pm. 对照组加 2 毫升丙酮
。
待溶剂挥发后将土样混匀

,

盖棉塞
,

28 ℃ 放置 24 小时后制土壤悬液
。

接

种并培养计数
。

放线菌用高氏一号培养基
‘4 , ,

28 ℃ 培养一周
,

酵母菌用 PD A 培养基
【4 , ,

霉菌用马丁

培养基
L峪 , ,

均 28 ℃ 培养 , 天
。

3
.

数据处理
〔, ’: (l) 用 日。 : :

let
t
检验法进行多个方差齐性的检验

。

,
2

一 ,
.

3 ”, ‘

鲁
式中 q 差数为标准误的若千倍

, ‘

为校正项
。

若 K ‘< 祝
. 。” 则方差具齐性

。

(2 ) 用 F检验法进行方差的显著性检验
。

式中 M勺 为处理间均方
, M 凡

别用 来或带 带表示
。

(3 ) 用成组数据 t 检验(或

查出有显著性差异的处理组
。

为误差均方
。
若无显著性差异

,

则检验结束
。

若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

分

L sD 检验 ) 进行多重比较
,

将各处理组的均数分别与对照组均数比较
,

军 1

一 x 里

伽
s 。

仁
十

幼
’

式中 分,

一 牙 :

为差数
, 。
为观察次数

。

当
: > ‘。 。 ,

时
,

差异显著 ; 当
, > to

. 。:

时
,

则差异极其显著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对实验数据进行多个方差齐性的检验结果见表 1。

从表 l 表明
,

各实验单元中各组方差都具齐性
,

因此对各实验单元均可进行方差分

析
。

(一 ) 对褐球固氮细茵 (A 万。to 6 。。te r

动
二o o c o o c 。。 ) 的影响(见表 2)

经气相色谱测定具固氮酶活力的菌种鉴定
〔映 革兰氏染色阴性

,

细胞近球状
,

大小

为 2
.

7一 4
.

1 x 3
.

3一 12
.

5 微米 (电镜下)
,

单个
,

常成对
。

有抱囊
,

不生芽抱
,

荚膜明显
,

周生

鞭毛
。

氧化酶阴性
,

接触酶阳性
,

叫噪试验阴性
,

利用淀粉
、 一

甘露醇
,

不利用鼠李糖
。

在普

通肉汁陈上生长
,

在液体培养基中表面形成菌膜
。

在有钙盐的阿须贝 (As hby) 无氮培养

基 [31 上生长快速
。

在有钥或钒的 D o b e re ine n t1D , 氏苹果酸钠或唬拍酸钠培养基上均有固

氮酶活性
。

菌苔粘稠
,

卜

糊状
。

幼培养菌苔透明转乳 白色
,

老培养菌苔呈褐色
,

保存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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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不同微生物多个方差齐性的检验结果
T a ble 1 R e s u lt s o f t e s t s fo r h o m o g e n e ity o f

t o d iffe r e n t m ic r o b e s

s e v e r a l v a r ia n e e s

污染物浓度
(p p m )

P o llu ta n t

对 褐球固氮细一

菌的影响
In flu e n c e o n

对纤维单胞菌
的影响

In f lu e n e e o n

C 口11“ 10 仍 。称 a‘

S p
。

对放线菌的影响 对酵母菌的影响

I n flu e n c e o n

对霉菌的影响

In f加 e n e e o n In f lu e n c e o n

口

C o n Ce n t r a t 1 0 n

(P Pm )
A z o t o b

a c t e r

c方r o o c o c c u 护n
a c t ln o m y c e t e s m o ld s ye a s t s

K Z
< 义毛

。,
K

Z

< 义毛
.

。, K
,
< 义毛

. 0 ,

K
’
< 义毛

。,
K

,

< X毛
. 。,

t

、
.

户
户

,臼OJ廿哎
.

�丫爪肛人X
了

l
、
、、、几

l
‘

才沙

了
J十十、1 0 K

Z

= 3
.

7 9 9

义飞
, 。 。,

一 12
.

5 9 2)1(
K

Z

二 9
.

94 0

义蕊
, 。

.

。,

一 1 2
.

5 9 2

K
2

K 含一 5
。

27 3

5 92 毛

二 3
。

8 4 3

, 。 o ,

~ 12
.

5 9 2 义毛
, 。』 ,

~ 1 2

K
Z < X毛

.

。 犬
2

< X急
. 。,

K
,

< 溉
.

‘ 扩 < 义泵
。,

K
“

< 义毛
, 。,

丫、.r尹

,创O
J一、J

.

K
Z

~ 5
。

9 9 0

X是
, 。 。一 12

Z盛十吸产、5 0 5
.

82 4 一 9
。

4 3 2 K Z

~ 7
.

4 3 3/
j月.r.乞、

尸
o ,

~ 1 2 5 9 2)、义愁, 。。~ 12
.

5 92 / 义愁
, 。. 。,

一 12
.

5 9 2
){{
‘

’

一 8
’

‘“2 _ _ _

{
小义息

卜。
.

。,

~ 1 2
·

, , z /

久
,

非水溶性色素越深
,

皇暗褐色
。

接种时易挑起
。

综合以上结果经鉴定为褐球固氮细菌

( A
: 。多ob a ‘t。 ; ch , oo ‘oc ‘ , m )

。

表 2 六种有机污染物对揭球固氮细菌 ( A z o t o b“时“ ch ro oc o
cc o m ) 的影响

T 鹿从e Z ln f lu 七n e e o f s i x o r g a n i c p o llu t a n t s o n A 二口 , o b a e t 。 , c 万, 。 o c o e ‘路形

对对 照照 处 理 T r ea t m en
ttt

CCC
o n t r o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苯苯苯乙烯烯 间
一

二氯苯苯 邻
一
二氯苯苯 氯苯苯 邻苯二甲酸酸 十六烷烷

55555 t y r e n eee m
一
D i c hl o r o --- o 一D i c h lo r o ---

C h lo r o b
---

二丁醋醋 H e x a d
---

bbbbbbb e n 么 e n eee b e n z e n eee e C a n eee D i b u t ylll e n Z e n eee

PPPPPPPPPPPPPh t h a la t eeeee

菌菌菌 6 5 , 9 5 ,, 4 6 , 39 555 8 2 ,
‘9 ,, 7 8

,
6 1

,, 7 4 , 9 2 ,, 56 , 6 9 ,, 7 8 ,
7 4

,,

落落落 8 8 , 8 1 ,, , 111 1 0 222 7 888 4 999 5 飞飞 , 222

数数数 7222222222222222

标标本数数 555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
,
)))))))))))))))))

尸 3
.

6 8 *

3
。

7 0 8 * * 0
。

4 3 9 0
.

83 7 0
。

9 07 Z
。

2 1 , *
0

。

12 0

6 5 , 9 5
,

8 8 , 8 1 ,

72

6 , 1 5
, , 4

, 9 6 7 7 , 6 0 , 4 0 , 2 8 , 6 5 ,
5 2

,

9 5 9 9 1 3 , 5 7

数菌落

标本数
(
。
)

, 3 3 3 3

F 1 1
。

4 2承 *

7
.

1已8
未 *

。

0 7 8 0
。

6 0 1 2
.

3 0 7 * 4
.

6 9 7 * * 2
。

17 1*

l||阮|
we

|
盯|
11

!lso
esll
l

j

卜

染物浓度

p p m

注 : 。、~ 6
,
移
几二 16 时

,
F
。 。 ,

= 2一 7斗
, F o . 。:

二 4
.

2 0 , : : 。, 。 。, 。双侧 ) ~ 2
.

1 2 0
, , : ‘,

。
.

。 :

派侧〕~ 2
·

, 2 1
。

表 2 结果表明
,

苯乙烯与邻苯二甲酸二了醋在 10 PP m 时对褐球固氮细菌有抑制作



表 3 刺槐固氮量与土壤理化因紊和交互因素的简单相关

T a b le 3 S im p le c o r :r e la t i 〕n b e tw
e e n lo c u s t N

: 一 f i女a t l o n

s o iz p 一y s ie o 一 e h e m ie a l f
a e t o r s a Jl

d in t e r a e t i
v e

a m o u n t o 立 th e o n e h a n d a n d

fa e 七o r s o n t h e o t h e r

因因 素素
.

方 程程 总 RRR 总 尸尸 S(。)))
FFF a c t o rrr o p t im u m e q u a t io nnn T o t a l 尺尺 T o r a

l FFFFF

ppp H ~ xlll y - 一 呼0 0
.

3 19 6 + 1 4 3
.

9 2 1 2 x 一 1 0
,

, 2 8不x ZZZ 0
。

5 6 6 222 9
。

2 0 14 * *** 2 7
。

7 14 666

CCC a C 〔) 3

一 x ZZZ y ~ 一 2
.

刁3 0 5 牛 + 5 5
.

6 0 4 777 一 0 5 4 6444 弓
。

4 5 2 3 *** 3 1
。

2 9 5000

CCC O
Z
~ x ::: , ~ 2 3 ,

.

5 7 0 9 。二些护」竺竺 0
.

弓7 5777 1 9
。

8 之9 3 * *** 3 4
。

2 82 111

全全 P(p
2
0

,

) ”
x 击击 一 0

.

1 0 多lll D
。

3 7 6888 6
.

6 2 0 1 *** 3 5
‘

7 8 9888
yyyyy = 8 1

.

0 8 5 2 君一
天 一

~~~~~~~~~

有有效 P ~ 介介 夕 “ 7 9
.

8 B 2 6】呢
二 + 3

,

0 2 8 444 0
。

6 3 8888 2 7
.

5 7 4 2 * *** 2 5
,

6 6 6 444

有有效 K = 气气
一夕刀 6 王3 吕吕 0

。

4 1 4 000 8
.

2 72 3 * ***
3 7

.

7 1斗lll
yyyyy ~ 9 8

.

3 6 , 5口 写写写写写

有有效 M
。
~ 心心 一 1 . , 污7 000 0

。

3 9 7 777 7
.

5 16 1 * *** 3 0
.

6 0 8 000
yyyyy 一 7 3

.

8 爪6 9 二二二二二

男男 ,
十 禽 222 一0

.

0 1 0 777 0
。

8 6 7 777 12 1
。

9 2 匕7 * *** 3 4
。

6 0 8 333
yyyyy = 3 7

。

80 7 2尸一了 一一一一一

史史 , x ,, 一D
.

口廿7 乎乎 0
。

8 3 8 999 9 5 0 4 9 3 * ‘‘
3 2

.

3 1 4 333
yyyyy = 4 2

.

4 7 4 3 口 沈沈沈沈沈

尤尤 IX 下下 一0
.

口许7 222 0
。

8 22 555 8 3
.

6 3 6 9 * 泳泳 3 2
。

9 9 9 333
yyyyy ~ 4 1

。

斗1 7 4 eeeeeeeee

,, z

王不不
夕 一 8 2

.

3 8 16 x o · , ‘7 444 0
.

7 3 多OOO 4 7
.

0 0 4 7 * *** 2 6
.

7 7 4 888

气气 十 九九
~ 口

。

0 J 0 888
0

。

8 7 8 333 13 5
,

7 2 4 1 * *** 34 3 苏0 999
yyyyy 一 3 7

.

6 9 6 6 ‘‘‘‘‘

xxx , x ,, 一 0 。 0 n 6 111 0
。

7 2 3 666 4 3
.

9 石9 7 * 出出 32
.

2 6 0 了了
yyyyy 一 4 2

、

9 0 8 1 己一

一一一一一
xxx Z
十 x --- y 一 5 5

.

1 0 夕9公 0 · 4 , 8 ,, 0 3 2 5 333 4
卜

73 3 0 *** 斗0
。

3 16 999

戈戈 3 劣布布 y = 1 6 0 7 3 85 x ‘〕, 吕0 4 222 0
.

5 4 3 777 16 7 8 7 6 * *** 3 7
.

3 1 0 222

尤尤 3 工 ,, y ~ 3 2
.

7 3 1 1 10 9 :x + 86
.

9 5 4 333 0
.

6 4 4 333 2 8
。

3 9 4 8 * *** 2 5
。

, 1 1 999

斌斌不不不 夕 - 一 9
.

2 5 4 3 十 2 7 7
.

7 3 7 2 工 一 2 4 2 3 3 1 1 二
222

0
,

6 02 999 1 1
.

1 3 4 7 * *** 26
。

95略777

刃刃 , x ,, y ~ 7 9
.

8 7 3 l x
·

卜 2 7
.

4 斗9 333 0
.

6 4 0 555 2 7
。

8 1 82 * *** 2 5
.

6 2 0 222

斌斌万二不不 y ~ 一 0
.

3 9 6 5 十 2 1 8
.

4 5 9 6 劣 一 1 8 6
.

9 9 0 7 二
222 0

。

5 0 3222 6 6 1 18 *** 之9
。

1 9 5 999

杯杯不不不 y ~ 8 4 ! 5 6 9 二
·

十 1 4
.

呼5 6 555 0
。

5 72 444 19
。

4 9 6 9 * *** 2 7
,

35 3222

了了万瓜瓜
y ~ 0

.

7 4 4 2 + z3 6
.

3 9 0 8 x 一 1 80
.

12 7 0劣
222

0
,

6 2 8 000 1 2
。

6 9 5 7冲冲 26
.

2 9 3 111

犷犷不
.

不不 y 二 1 0
.

1 2 6 5 + 2 2 2
.

3 0 l D : 一 2 2 2
.

9 8 3 7 二
222 0

。

4 6 8 555 5
.

嘴芝{ 2 ,
*** 29

。

8 4 8 555

* 户< 0
.

0 5 , * * P< 0
.

0 1 ; 临界值 F : F 。, 。,
, 4

.

0 8 , F。
. 0 .

~ 7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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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这种抑制作用在 50 PP m 时增强
。 氯苯与十六烷在 50 PP证时对 才”“ ‘”b ““‘r cll r““ c 。 -

‘邝。 有抑制作用
,

在 10 P p。 时无此抑制作用
。

两种二氯苯则在两种受试浓度对 A : o -

, o b a e : 。 ; 。h ; 0 0 。。。。。。 均无显著影响
。

(二 ) 对纤维单胞菌 (及汀
。了。。0 二“ s 。p

.

) 的影响(见表 3)

以纤维素为唯一碳源的菌种鉴定团
: 革兰氏染色弱阳性

,

无芽抱
,

不运动
。

幼龄菌为

不规则的杆菌
,

有时可见
“ v ”

字型
,

栅栏状等棒状菌形式的排列
。

大小为 。
·

6 汉 0. 8一 2. 1 微

米左右
。

老龄菌变短
,

甚至近球状
。

氧化酶阴性
,

接触酶阳性
,

甲基红试验阳性
。 v P 试

验阴性
,

水解淀粉
。

在营养洋菜的培养基上产生黄色非扩散性色素
。

在赫琴逊 (H ut ‘h i
-

初n) 食纤维菌基础培养基 [3J 上生长良好
。

接种于 。
,

5 务膝水滤纸条培养基和 D ub os f习
纤

维素培养基中均使滤纸强度减弱
,

轻摇
,

纤维则散开
。

在脱脂牛奶中加热 63 ℃
, 3 。分钟不

存活
。

经鉴定为纤维单胞菌 (ce z坛lo 。口。“ :
sP. )

。

邻苯二甲酸二丁醋在 1 0 p p。
、

卯 PP m 两种浓度均使纤维单胞菌 (。 21“ lo , 口
。

, sP. )

无一存活
,

可见其对 Ce 1111 10 叨洲。 : sP
.

的代谢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

但这一结果是化合物

直接加到培养基中对 C 0

11
“lo 。 口“。 :

sP. 纯菌的作用
,

污染物进人土壤后
,

土壤胶体的吸

附或水解这两个过程
,

曾使进人土壤的污染物活性降低或失效 [s, 代 此外
,

土壤中生活着

各种类群的微生物
,

其中有的微生物或许能代谢邻苯二甲酸二丁醋或与其它微生物一起

表 5

T 欣b le s

六种有机污染物对土壤中霉菌 (M司 d s) 的影响

In f lu e n e e . o f 5 1工 。 r g 盆 n i
e

p o llu t a n r‘ o n , o ld s in t h e ‘0 11

对对 照照 处 理 T re at 皿en 亡亡

CCC o n t r o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苯苯苯乙烯烯 间
一

二氯苯苯 邻
一

二氯苯苯 氯苯苯 邻苯二甲酸酸 十六婉婉
sssss t y r e n eee m

一
D ie h lo --- o 一 D ie h lo --- C hlo r o ---

二丁酗酗 H e x a d e ‘a n 屺屺

rrrrrrr o b e n z e n eee r o b e n z e n eee b e n z e n eee D ib u t了lllll

PPPPPPPPPPPPPh t h a l
a t eeeee

lll000 一菌菌 9 ,
,

,, 666 2 5
,
3仓仓 , 4

,
54 ,, 2 ,, 15

, 8 ,, 555

落落落落 1 3 ,
6 ,, 1 JJJ l吕吕 6888 1 111 2 111 888

数数数数 l‘‘ 5555555 144444 555

标标标本数数 555 333 333 33333 333 333
(((((n

))))))))))) 3333333

尸尸尸尸 3 1
。

2 0 * ***

多多多多多 0
,

4 2 999 3
。

4 6 , * *** 11
。

6 5 5 * *** 1
。

6 3 888 l
。

1 6 111 0
。

9 0 666

555 000 菌菌 20 , 6 ,,
1 5

,
9

,, 2 1 , 年2 ,, 2 4 , 3 000 1 容容 16 , 8 , 1 111 6
,
444

落落落落 1 1 , 13 ,, 1 111 4 777 2石石 2 33333 333

数数数数 777777777 1 2222222

标标标本数数 乡乡 333 333 飞飞 333 333 333

(((((
,

)))))))))))))))))

下下下下 7
.

”
, ,,

君君君君君 O
。

0 6000 4
。

8 8 , * *** 3
.

斗0 2 * *** 一

1
.

3 9 777 0
.

0 6 000 1. 2 0 333一注 ; ,
‘:

~ 6 , , 飞= 1 6 时 , F二
。,

~ 2
.

7 4
,

F
。. 。,

= 今
.

2 0 , z : 一 ,
。

_ 。, (双侧 )二 么
.

飞2 0 , ‘ , 一
, 。, 。: (、侧)二 2 ·

兮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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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协同代谢
。

这些都将降低其对 。 11 心 口 ,

no “
:
sP. 的抑制作用

。

5 0 PP m 的十六烷与邻
一

二氯苯亦对 Cc 厅以。m 口 , 。 ;

sP. 有抑制作用
。

其它三种污染

物对 C ‘11 耐。。口
“

: sP
.

无显著影响
。

(三 ) 对土壤中放线菌的影响(见表 幻

苯乙烯在 1 0 p p n2, SOp p m 两种受试浓度均对土壤中放线菌有抑制作用
。

十六 烷 在

, o p p m 时亦对放线菌有抑制作用
。

其它四种污染物在 1帅 p m
、

so p p m 两种受试浓度对土

壤中放线菌数量无显著影响
。

(四 ) 对土壤中霉菌的影响 (见表 5 )

间
一

二氯苯与邻
一
二氯苯无论在 lo PP m 还是 5 0PP m 均对霉菌有刺激作用

,

估计可 能

有刺激霉菌抱子数增加 的效应
。

其它四种污染物在 loPP m
、

SOPp m 两浓度均对土壤中霉

菌数量无显著影响
。

(五) 对土壤中酵母菌的影响 (见表 6 )

浓度为 s o p p m 的六种污染物作用过的土壤
,

与对照土壤中酵母菌数量无显著 性 差

异
,

这表明六种污染物在 5 (}P p。 时对土壤中的酵母菌数量无影响
,

各处理组与对照组的

均数之差只是抽样误差
。

l o p p m 的苯乙烯有刺激土壤中酵母菌数量增加的作用
。

浓度为 IOPP m 的其它五种

表 ‘

T a b le 6

六种有机污染物对土壤中酵母菌 (Y
e
as t 。) 的影响

In flu e 】l e e o f six o r g a n ie p o llu t a n t s o n y e a s ts in 5 0 11

一注 : 。
几= 石

, 。
愁~ 14 时

, F 。 . 。,
= 2

.

8 5
,

F
。 。:

二 4
.

4 6
, r : ;

, 。. 。, (双 侧)二2
·

14 5 , 了: ; , 。. a , (双侧)二2
.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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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对土壤中的酵母菌数量无显著影响
。

三
、

结 论

1
·

浓度为 l师p m
、

50 p Pm 的苯乙烯等六种有机污染物对土壤中的霉菌
、

酵母菌均无

抑制作用
,

相反
,

间
一

二氯苯和邻
一

二氯苯刺激土壤中霉菌数量增加
,

10 PP m 苯乙烯刺激

土壤中酵母菌数量增加
。

邻苯二 甲酸二丁醋在两种受试浓度下均使纤维单胞菌 (Ce l坛lo
-

。 。
二

: sp
.

) 无一 存活
。

其它五种污染物在两种受试浓度下对褐球固氮细菌 (A
: 口‘ob a 。 , 。二

动 , 口口co “。)
、

纤维单胞菌 (c el lu l口。。 , 。 :

sP. ) 以及土壤中放线菌的效应各不相同 : 有

的无显著影响
,

有的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但均无 10 0 多 的抑菌率
。

2
.

邻苯二 甲酸二丁酚对纤维单胞菌 (Ce ll 耐口。口na
了
sP

.

) 的 100 多 抑菌率是化合物直

接作用于纯菌的实验结果
。

田间条件下土壤胶体的吸附
、

水解
,

以及其它微生物类群的代

谢作用等都可能降低这一抑制作用 [s, e]; 此外
,

土壤中还存在其它类型的纤维素分解菌
,

对

它们的作用各不相同
,

但均无 10 0 多 的抑菌率
,

而存活的抗性菌会很快繁殖
,

故不致对土

壤微生物数量有严重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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