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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蛇污染土壤的初步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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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研究
,

是了解其危害性及寻求防止其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

手段之一
。

汞
、

砷
、

镐
、

铬等重金属污染土壤
,

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

国内外都进行了不少

研究
,

而有关蛇污染土壤的研究
,

报道甚少
。

蛇属稀散元素
,

在地壳中含量较少 (0
.

, pPm 左右)
,

它的富矿不多
,

常作为
“

杂质
”

存

在于其它矿物中
。

蛇(蛇盐)有毒
,

属高毒类
,

毒性与砷
、

铝相似
。

以往在临床上
,

多见于误

服含蛇药剂所引起的急性 中毒
。

本地某山区耕作土壤
,

被历史遗留的废汞矿渣所污染
,

上

壤含蛇超过本底含量一百倍以上
,

达 20 一 80 pp m ; 经作物吸收
,

转人食品
。 19 6 0 至 1 9 77

年间断续引起了近二百人发生罕见的慢性蛇中毒
,

主要征状是毛发脱落
、

视力受损
、

多发

性神经炎等
Ll] 1) 。 我们结合该地慢性花中毒的防治工作

,

开展了施用石灰
、

碘化钾
、

磷酸

盐
、

尿素等作为改良剂
,

观测它们对植物吸收蛇的影响试验
。

同时
,

还初步测定了土壤中

蛇的迁移性
。

一
、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

试验分别于田间及盆栽进行
: 田间试验地

,

系选择病区中毒社员户 自留地数块
,

每块 40 平方米
,

深挖 30 厘米
,

打细土块
,

尽量使其均匀
,

每块分成九小块
,

按正交表

L g
(3 )

3
安排甲

、

乙
、

丙三组
。

分组加人一定量的石灰或碘化钾
、

磷酸盐等
,

充分混匀
,

半个

月后按株距 50 厘米栽种同种蔬菜 (莲花白菜)
,

管理条件相同
,

每半个月测定一次土壤酸

碱度
,

四个月后测定蔬菜含蛇量
。

盆栽试验
,

取蛇污染土壤若干
,

风干
,

混合过 20 目筛
,

每盆盛土二公斤 ;分甲
、

乙
、

丙三

组
,

每组三盆
,

分组加人一定量的石灰或碘化钾等
,

混匀
,

半个月后栽种同种白菜
,

每盆一

* 本工作中得到病区公社卫生院的协助
, 及贵阳地化所朱梅年同志等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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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每半个月测定一次土壤酸碱度
,

两个月后测定蔬菜含蛇量
。

田间和盆栽的试验处理

如表 1 所示
。

试验处理一耕作层(土壤含蛇 21
.

3 毫克/公斤)厚 30 厘米
,

按形成碘化亚蛇

和碘化蛇的当量计算加人碘化钾
。

试验处理三
,

将所加人尿素的三分之二作追肥
,

三分之

一作底肥
,

不另施人粪等自然肥料
。

2
.

蛇的测定方法
:
土壤和蔬菜中含蛇量的测定采用孔雀绿比色法切

。

二
、

结 果 与讨 论

1
.

各种改良剂的效果

将所测得各试验中蔬菜含蛇量
,

作数学处理
,

判断施用石灰和碘化钾等的效果 (表

l)
。

从表 1 可见
,

试验处理一一三的甲
、

乙
、

丙各组间的蔬菜含蛇量没有差异
。

所以
,

该三

种试验处理没有改良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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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泉县磷肥厂出品

,
含有效磷 16 拓

。

.* 含氧化钙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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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氧化钙 7‘
·

, %
。

试验处理四加人石灰后
,

甲
、

乙
、

丙组的土壤酸碱度分别为 PH S. 0一 9
.

0 、 p H 7. 0一

8
.

。及 pH S
.

,一 6
.

50 结果 : 蔬菜含蛇量有差异
,

施加石灰的土壤
,

所生长的蔬菜含舵量低

于对照组
。

盆栽试验
,

每组加人 1
.

6 %
、

0
.

今务 及 0
.

0务 石灰后
,

土壤酸碱度分别为 PH S. 2一 9
.

0 、

pH 7. 5一 8. 4 及声 6. 0一6
.

,
。

结果
:
加人石灰的土壤

,

所生长的蔬菜含佗量显著低于对照

组
。

2
.

石灰改良土壤的效果

由上述结果可见
,

加人一定最石灰改良土壤后
,

酸度下降
,

有利于蛇的固定
,

作物吸收

的蛇里下降
。

一般认为
,

随酸度降低
,
重金属的可给性减少

,

不易被作物吸收 ; 也有人认为在碱性条

件下
,

铁
、

铝等元素形成氢氧化铁
、

氢氧化铝凝胶
,

对重金属离子具有较强的固定作用
,

从

而减少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
。

本试验为酸性红壤
,

含铁 7
.

5一11 多
、

铝 3一5多
,

当加人石

灰后土壤呈碱性 (PH > 7
.

0)
,

具备了形成氢氧化铁及氢氧化铝的条件
,

供试蔬菜吸收蛇

量减少的现象
,

可能与此有关
。

这种现象与我们在病区调查时
,

所观察到的土壤 pH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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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含蛇量高
,

引起人体中毒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

从测定结果还可看出 : 蔬菜含蛇量
,

随石灰用量的增加
,

而有减少的趋势
。

为此
,

我

们又将石灰用量加大为 15 斤 /平方米及 30 斤/ 平方米进行试验
。

结果
,

蔬菜含钝量也随

之下降
,

但这时蔬菜生长不好
,

烂叶
、

发黄
,

产量大减
,

已无实用意义
,

故未继续试验
。

另外
,

以石灰改良土壤
,

蔬菜含蛇量有所下降
,

但仍吸收了一定量蛇
。

上述试验地中的

蔬菜生长至六个月
,

进行含蛇量测定
,

其含量仍较对照组为低
,

但是
,

还含有一定圣的蛇
。

目前国内外尚无蔬菜含蛇量的允许标准
,

为此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所以
,

我们认为以石灰改良土壤
,

对减少蛇被植物吸收只具有一定的作用
。

我们通过对病区实地观察 ;发现含蛇量仅为 4
.

,

婀的污染土壤
,

在酸性条件下
,

生长

四个月的蔬菜含馆量达 5
.

8 毫克 /公斤
。

可见
,

蛇污染土坡与锡污染土壤有些相似囚
。

3
.

污染土壤中蛇的迁移性

为了解污染土壤中的蛇
,

可否通过水流冲洗
,

排除污染
,

我们选择了病区的花污染土

坡(含蛇 竹 21
.

3 毫克/公斤
、

有机质 2
.

75 务)
,

风干
,

过 20 目筛
,
盛于底部有孔的花盆中

,

每盆二公斤
,

共三盆
。

露天放置
,

每三天浇自来水 (PH 7
.

0) 5 00 毫升
,

每半个月测定一次

(五公分深处定点取样)
,

连续四个月
。

结果土壤中含蛇量基本无变化
。

可见
,

蛇在土壤中

移动性较差
。

这与病区发病具有明显地方局限性现象是一致的
。

另外
,

我们在工作中
,

测定了几种生长于污染土壤上的灌乔木含蛇量
,

均发现其有一

定的含t
,

有的高达十几毫克/公斤
。

故建议在蛇污染土壤上栽种一段时间用材林
,

进一

步作排除土壤中蛇的试验
。

综上所述
,

蛇污染土壤后
,

具有污染容量小 (特别在酸性条件下 )
,

难以排除等特点
。

施人石灰只有一定的改良作用
。

因此
,
积极预防其污染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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