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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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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纂甲苯与共存化合物对发光菌联合毒性的测定结果表明
�
�

,

�
一

二几硝基 甲苯与

邻
一

二硝基苯共存时
,

对发光菌的联 合毒性为协同作用
�

分别与三种苯的氛基衍 生物共存时
�

联

合毒性为拮抗 作用
,

这种拮抗作 书与取代基数 目
、

空间位阻等因素有关
�

关键词
�

发光菌
,

共存化合物
,

联合毒性
�

为了客观评价污染物共存时对水环境的影响
,

有必要进行化学物质联合毒性效应的

研究
�

� � �� � � � � 泛’〕指出
�

具有相似反应机制的化合物
,

混合毒性可通过浓度的增加来确

定
,

并提出了混合毒性指数 �� � ��
�

以此来评价多种化合物共存对水生生物 的影响
�

� ��
�

� � � 、

等人厄�
」

用此方法确定了 �� 个非反应性有机化合物的混 合毒性对生物发光的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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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了用联 合效应相加指数 �� �� 法研究污染物对水生生物角勺毒性作用
�

本

文以 �
,

�
一

二硝基 甲苯为主体
,

研究了它与苯的硝基
、

氨基衍生物共存时
,

对发光菌相对

发光率的影响
,

并采用联 合效应相加指数法讨论了 �
,

�
一

二硝基甲苯与共存化合物对发光

菌的联合毒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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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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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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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一

二硝基苯
、

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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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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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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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胺等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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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列出了单独测定的五种化合物对发光菌 � � � �� 的毒性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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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其毒性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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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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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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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子结构看
,

上述毒性顺序与苯

环上取代基的电子效应有关
,

即含有吸电子基 �一� �
�
� 的苯的衍生物的毒性大于含有给

电子基 �一� �
� ,

一� �
� � 的苯的衍生物的毒性

�

另外
,

取代基位置
、

空间位阻等对毒性

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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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毒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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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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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甲苯分别与苯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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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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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苯按等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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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组混合物设四个浓度梯度测定其 �� 茄
�
的发光强度

,

计算发光率
「

‘ ,

得到发光率随浓度变化曲线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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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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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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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甲苯单独存在时对发光菌的发光抑制比较
,

�
,

�
一

二硝基甲

苯与邻
一

二硝基苯混合
,

发光抑制增强
� �

,

�
一

二硝基甲苯分别与三种苯的氨基衍生物混 合
,

发光抑制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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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价这种联合毒性作用
,

本文采用联合效应相加指数法
仁�三,

分别计算

了各混合体系的相加指数 � � �见表 ��
�

该方法规定
,

� �� � 为大于相加作用
,

即协同作

用 � � �� � 为小于相加作用
,

即拮抗作用
� � �一 。为相加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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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与苯的氨基衍生物对发光菌联合毒性的 �� 值均 � �
,

均为拮抗作用
,

且拮抗作用的

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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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胺 � � � 值越负拮抗作用越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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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苯联合毒性的 �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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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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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证明
,

苯的硝基衍生物与苯

的氨基衍生物对发光菌的毒性具有不同的反应机制
,

所以分别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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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硝基 甲苯混合

时
,

表现出相反的联合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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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硬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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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药的致突变性的影响
�

他们的结果显示
,

� 一硝基药与其他硝基多环芳烃 �具有亲电子性 � 共存时
,

直接致突变性增强
� 而与其他无

直接致突变性的多环芳烃 �具有供电子性 � 共存时
,

直接致突变性减弱
,

即共存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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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效应是 影响 �
一

硝基药致突变性的主要因素
�

这与本实验结果有相似之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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