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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是大气污染中数量最多
、

散布最广的一种污染物
,

对人体健康和动植物生长都有一

定的危害性
。

而植物对环境污染物有一定的吸收净化能力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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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
一

蕊
一

四孟石
我们于 1 9 8 0年对桂林六个功能区

、

灵川钢铁厂等地绿化植物叶片含硫量进行分析研究
,

纂篆藻靡而示认的吸收
、

积累规律
,

为利用植物净化大气提出科学依据
。

现将结果整理

如下
,

供参考
。

一
、

材料和方法

供试植物采自广西环境保护研究所监测站对桂林市进行大气监测而设的大气采样点 ( 表

i )附近 2 0 0米范围内的绿化植物
。

有
`

桂花 o s m a n t h u s f r a g r a n s L o u r . ,

樟树 C i n o a m o m
-

u m c a m p h o r a ( L
.

) S i e b
. ,

夹竹桃 N e r i u m i n d i e u m M i l l
. ,

女贞 L i g u s t r u m l u e i d u m A s t
. ,

小叶女贞 L i g u s t r u m s i n e n n s e L o u r . ,

苦谏 M e l i a a z e d a r a e h L
. ,

泡桐 P a u l o w n i a f o r t u
-

成i ( s e e m ) H e m s l
. ,

阴香 e i n n a m o m u m b u r m a n n i ( N
e e s

) B I
. ,

大叶按 E u c a l u p t u s

r o b u s t a S m
. ,

蓖麻 R i e i n u s e o m m u n i s L
.

构树 B r o u s s o n e t i a P a p y r i f e r a ( L
.

) V e n t
. ,

木芙蓉至H i b i s e o s m u t a b i l i s L
. ,

柳树 S a l i x b a b y l o n i e a L
.

等
。

采样方法
: 选择树龄相近

,

在树冠中部的外围
,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取叶片
,

混合均匀后

按对角取样法取样 25 。克
,

剪去叶柄
,

用清水洗净
,

烘干 (7 0℃ )
,

粉碎
,

过筛 ( 60 目) 备用
。

不同季节叶片含硫量的样品是定株
、

定向取当年生枝条基部叶片
,

然后按上述方法处理
。

分析方法
: 硫酸钡比浊测定

. 。

二
、

结果和讨论

( 一 ) 空气中5 0
2

浓度对植物叶片含硫量的影响见表 2
。

从表 2 看 出
,

植物生长在大气受 5 0
2

污染的环境中
,

其叶片含硫量比相对 洁 净 的 地区

高
。

植物生长在大气 5 0
:

含量不 同的地区
,

其叶片的含硫量有一定的差异
。

生长 在 空 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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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体内总硫量的一种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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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大河公社

样 点 大 气 污 染 情 况

-
` - -一 ~ ~ ~ ~ - - - - - -

( 对照点 )

园阁七 星

观 音

冶 金 机 械 厂

航 修 厂

北 村

供 电 公 司 招 待 所

大气污染情况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 一 ~

~
~

一
为清洁对 照点

风景区
,

附近无 污染源

交 通要道
,

机动车来往频繁
一

-
~

一一
.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一
-

.

—

—
~

一 ~~
一

一

桂钢下风侧 30 0米
,

上风有耐火材料厂

大风山化 工厂
,
日用化工厂

,

氮肥厂
,

洗涤剂厂
,

电化厂等污染源中心下

风侧 10 0 0米处

有瓦 窑电厂
,

棉纺厂
,

造纸厂
,

桂林化工厂等污染源

有桂林制药厂
,

玻璃厂
,

毛 巾厂 等污染源

表 2 不 同 采 样 点 植 物 叶 片 含 硫 量 比 较

(毫克 /公斤干叶 )

泡 桐 大叶按

量株

苦

硫
采 样 地 点

大 气 5 0 :

浓 度 ( 毫

清洁区
(对服 ) …

棒 树

叶 片

桂 花

含

女 贞

2 56 3
.

8 1 6 4 1
.

4 2 7 5 1
.

4 2 4 2 1
.

9 2 0 9 1
.

2 19 8 9
.

0

北 村

七 星 公 园

观 音 阁

冶金机修厂

供 电公 司招待所

航 修 厂

2 9 3 7 5

2 4 0 8
.

0

3 8 6 4
.

9

3
_

4 1
.

4

3 70 9
,

2

2 76 9
.

0 3 1 2 7
.

4

0
.

0 4 3

0
.

0 4 8

0 0 C3

0
.

0 7 2

2 13 7
.

0

3 8 1 5
.

4 3 4 7 4
.

2

3 91 9
.

9

3 93 1
.

6

4 85 0
.

9

2 9 3 8
.

4

2 4 2 2
.

5

2 88 7
.

9

3 0 6 0
.

9

2 4 9 4
.

4

2 9 3 7
.

0

2 7 5 5
.

0

3 1 9 5
.

4

…阴 ”

l : 1 37
.

2

3 26 5
.

2

3 2 8 9
.

4

2 8 0 4
.

1

2 1 8 8
,

0

3 3 2 5
.

8

3 2 1 2 5

2 4 6 8
.

1

2 4 3 7
.

5

1 70 0 3

2 3 6 0
.

2

3 00 9 2

普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境保 护科研所监测站监测室
, 19 8 0年夏

。 “ 佳林市大气监测报告 ”
( 三 )

5 0
:

含量较高的地区
,

植物叶片含硫量比相对洁净的地区高
。

这说明大气 5 0
:

浓度对植物瞬

片的含硫量有直接的影响
。

但叶片的含硫址与空气中 5 0
2

浓度增加不完全呈正相关
。

在供诚

的 7 种植物中
,

除女贞 、`卜片含硫量随着大气 5 0
。
浓度增加而显著增加外

,

其他植物看不出摄
律性

。

这可能是由于植物叶片含硫量不仅受大气 5 0
2

浓度的影响
,

而且植物的代谢活动受瘫
土壤

、

光照
、

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

因此我们认为空气中 5 。 :

浓度对植物叶片含硫量有一定时
影响

,

但不是唯一的
。 一

份

北村大气 5 0
2

浓度仅 0
.

o n 毫克 /米
“ ,

比大河 ( 对照点 ) 低。
.

00 2毫克 /米
” ,

但生
一

长在北村
的植物其叶片含硫量均比对照高

,

其主要原因是北村采样点北面约 8 。。米处有瓦窑电厂
、

嚼
林棉纺厂

、

造纸厂
、

化工厂
、

三塑料厂等污染源
,

在进行大气监测时现场测风向 20 次
,
a o呢

是南风和西南风
,

所以这次监测结果
,

北村大气 5 0
2

浓度低于对照点
。

据同年 3 月测定
,

大

河和北村大气 5 0
2

浓度分别为 0
.

00 3毫克 /米
3

和 0
.

05 4毫克 /米
3 ,

北村大气中 5 0
2

浓度比大河

点高 0
.

0 51 毫克 /米
” 。

植物长期间断地接触较大浓度的 5 0
2 ,

吸收的硫较多
,

积累于植物体
内

。

当大气 5 0
:

浓度降低后
,

植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

因此
,

出现大气
5 0

:

浓度低
,

而叶片含硫量却较高的现象
。

一
_

( 二 ) 不同植物与其对 5 0
2

吸收积累的关系 二
-

硫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是 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
,

但是不同植物体内硫 化 物 的 含量不

一
。

从表 2 中看出
,

在相对一致的生态条件下
,

不 同植物叶片含硫量不一样
,

在污染区不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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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叶片含硫量的增加值 (污染植物叶片含硫量减去对照区叶片含硫量 ) 也不一样
。

如航修厂

内植物叶片含硫量与对照区相比
,

其增加值为
: 女贞 2 0 9 9

.

5 毫克 /公斤干叶 (以下单位 同 )
、

桂花 1 8 33
.

1
、

樟树 12 78
.

6
、

大叶按 1 020
.

8
、

泡桐 7 1 2
、

苦谏 5 1 5
.

1
、

阴香 300
.

0
。

从上面数字

看 出
,

不同植物对 5 0 。的吸收积累有明显的差异
,

这可作为筛选净化大气效率高的绿化树种

的依据
。

( 三 ) 植物吸收积累硫的情况

不同季节植物叶片含硫量见表 3
。

表 3 不 同 季 节 与 叶 片 含 硫 量 的 关 系

采 样 地 点 采样时间 (年
,

月 ) 节鑫九繁产
飞

净吸 “ 量 `毫 “ / “ ” ’

对 照
1 9 8 0 ,

1 9 8 0 -

3 1 84
.

6

3 94 9
.

2

7 6 4
.

6

航 修 厂
1 9 8 0 ,

1 9 8 0 , 几
4 5 77

.

5

8 8 3 9
.

2

4 2 6 1
.

9

;::::几
4 0 5 3

.

9

4 7 99
.

3

7 4 5
.

4

航 修 厂
1 9 8 0 -

1 9 8 0
, 几

2凌6 6
.

9

3 9 2 0
.

9

1 5 4 4
,

0

::::: 凡
3 2 1 9

.

6

4 9 2 2
.

7

1 7 0 3
.

1

:::: 几
3 6 55

.

盔

7 0 73
.

了

3 4 1 8
,

3

1 9 8 0
,

1 9 8 0
, 几

2 9 3 9
.

8

3 1 1 1
.

1子

1 72 0

泡 桐
-

-
-

一

_ _
_ _

航 修 厂
1 9 80

1 9 8 0 几
3 7 1 9 7

4 7 4 8
.

〔l

1 0 92
.

1

从表 3 中看出污染区和对照 区
,

12 月份叶片含硫量均比 5 月份高
。

同一种植物在污染区

积累明显比对照区多
,

这与我们组 1 9 7 9年对桂花
、

构树和夹竹桃等三种植物测定的结果 声 〕

相 符
。

大气受 5 0
2

污染
,

植物叶片从大气中吸收的 5 0
: ,

大部分经过植物体内的生理生化作用

被转移到根
、

茎
、

枝条
、

果实等各部位
。

但 当植物吸收的硫超过它自身的需要
,

吸收过量的

部分就积累于叶中
。

夏季测定
,

叶片含硫量较低
。

主要是生物生长旺盛季节
,
5 0

:

被植物吸

收后
,

一部分比较迅速地被同化转移
,

在 母卜内积累的少 ; 而冬季大部分植物处于休眠或生长

缓慢
、

代谢活动减弱状态
,

硫被同化转移的速度缓慢或停止
,

累积于叶内的硫就比较多
。

同

时 由于 当年生的叶子随着叶龄的增长而含硫量增加
。

5 月份采 当年生枝条上的叶子
,

叶子较

嫩
,

在受 5 0
2

污染的环境中的时间短
,

吸收积累的硫较少
,

叶片含硫量较低
。

随着时间的延

长
,

叶片接触有 5 0
2

的空气较长
,

吸收积累的硫较多
,

因此其含硫量高
。

( 四 ) 植物叶片含硫量与污染源距离的关系 ( 表 4 )

将表 4 中对照点叶片含硫量定为 1 00
,

求 出距污染源距离的两点叶片含硫量指数 ( 污染

区叶片含硫量 * 对照区叶片含硫量
x 1 00 ) 绘成下图

,

可清楚地看 出叶片含硫量随距污染源

距离的增加而 降低
,

因距污染源的距离越远
,

空气中的 5 0
:

浓度越低
,

叶片含硫量就低
。

而

1日9



表 4污 染 源 距 离 与 叶 片 含 硫 量 的 关 系 ( 单位 .毫克 /公斤 )

一一
二

一份
一

;

近处
,
植物长期间歇地接触高浓度的 5 0

: ,

叶片吸收较多的硫积累于叶中
,

叶片含硫量就舞`
_

这进一步说明空气中5 0
:

浓度对植物叶片含硫量的影响
。

空气中5 0
2

浓度越大
,

叶片含娜舞
相对高

。

一

撼靶喇撼敬士古

距污染源不同处叶片含硫量指数的变化

1
.

5 0米 ,
1

.

4 0 0~ 5 0 0米 ,
1

.

2 0 0 0 0米

1
.

柳树
, 2

.

女贞
, 3

.

小叶女贞 , 4
.

棒树 , 5
.

蓖麻 , 6
.

木芙蓉

小 结

本试验探讨了植物对大气中 5 0
:

的吸收净化作用
。

1
.

植物生长在大气受 5 0
:

污染的环境中
,

其叶片含硫量比相对洁净的地区高
。

多种植物对 5 0 :
都具有一定的吸收净化能力

。

2
.

不同种类植物对 5 0
:

的吸收积累能力有显著的差异
。

本试验结果
,

以蓖麻
、

贞
、

小叶女贞
、

桂花
、

樟树等吸硫净化能力较强
。

供试的十

柳树黑声

3
.

植物叶片在一年之中随季节的推移而含硫量增加
,

秋冬叶片含硫量比夏季高
。

4
.

叶片含硫量随距污染源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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