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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舰生物指示荆的选择

有机舰在土坡和水体 中的残留浓度大 约为∗ +∀ 一∗ ∗ , 范围
。

在样品的痕量分析 中
,

不仅工作量大
,

而且由于采样

方法‘ 分析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

往往给分析结果造成很大的误差
。

为了进免上述缺点
,

人们利用有机抓化合物 在 生

物休内积累因数高的特点
,

选择适宜的生物做为监侧环境中有机饭残留公的生物指示荆
。

不同种类的生物对有 机 抓

的积早因数有很大的差别
,

做为生物指示荆应具备的条件是
− . ! / 对有机抓的积累因 数 高

。 . ) / 样 品 容 易 得

到
。

. ( / 处于食物链的上部份
,

更能说明对人类的潜在危害
。

!
 

分析方法 将生物样品用液氮冷冻后
,

在高速研磨机内粉碎 , 并通过 )毫米直径 的筛孔
 

从中取!0 克样品与

(。克海砂
、

�0 克无水硫酸钠研磨
、

棍合均匀
 

装入 内径 ) 厘米的玻瑞柱内
,

以正已烷和丙酮 . ) − !/ 混合溶荆 ) 10 奄升

进行萃取
 

用 2
一

3 浓编器将苹取液浓缩至 ! 恋升
 

浓编液经凝胶色谱 分离 . 45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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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60 厘米 , 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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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星米玻瑞 住/ ,

以苯为琳洗液
,

收 集(0 奄升
 

再用2
一

3 浓绪器浓编至7 老升后
,

经高压液相 色 谱 . 87 97 :; < =9
一

� 0 

1 徽米
,

长)1 厘米
,

内径 >
。

& 厘米不锈俐柱/ ,

以正已烷为琳洗液
。

经过提胶色谱和高压液相色谱分离和净化后的祥

品
,

用气相色谱
一

? 7 �( 电子摘获鉴定器进行定∀ 侧定 .石英毛细管柱
,

长)1 米
,

内径0
 

(毫米
,

固 定 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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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侧 室温度)& 。℃
,

柱程序升温!) 0℃    , , Χ 弓卜) �0 ℃
,

载气? , Δ ) 奄升
,

检侧室清洗气 ? − 二 � 0 老升 Β

分/  

以五抓苯和十氛联苯为内标物
,

峰高法定 ∀
。

可 将 五 抓 苯
、

六 舰 苯
、 ; 一六六六

、

君
一

六六六
、

Ε
一

六六六
、

七 抓
、

七 氯环氧
、

艾 氏剂
、

狄 氏剂
、

3 3 Φ
、

多 抓联苯等十多种有机抓化合物很好地分离侧 定
,

检 侧 极 限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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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采集的生物有青蛙
、

翰蛛
、

山鸟蛋
、

拐牛
、
田 鼠

、

蛆绷
、

蚂奴
、

炸蟒
、

密蜂等十多种
 

在 西 德

巴伐利亚州有机抓的残留且以多抓联苯为最多
,

其次为3 3 Φ
,

其他有机抓残留∀ 已经逐渐消失
,

有些 已在植洲 极限

以下
 

其 中以 山鸟蛋对有机抓的积累因致最高
,

其体内有机氛残留 9 比其他生物祥品高 工。倍到几百倍
,

比该地区土

城和水样品中的有机抓高万倍 以上
,

山鸟类似于我国的麻 雀
,

形体比麻雀略大
,

广泛存在于 各 地
。

山鸟有一定的活

动范围
,

可代表其活动地区的污染程度
,

而且鸟蛋易于得到
。

为了监侧和评价坏境中有机舰的污 染 程 度及 变 化趋

势
,

鸟蛋是一种适宜的有机饭生伪指示荆

.孙维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