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环 境 科 学 ,

,

重金属形态与生物毒性及生物有效性
关系的研究进展

刘 清 王子健 汤鸿霄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北京

摘要 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环境化学中与生物毒性有关的重金属化学形态分析研究
,

同时归纳了环境因素对形态

分布及生物毒性影响的研究进展
。

如何建立起形态和毒性两者间的联系
,

即由物理化学测试给出生物毒性和生物

有效性信息
,

是形态分析的发展方向 , 在形态与生物毒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水质标准
,

是 目前研究的重

点
。

关性词 重金属
,

形态分析
,

毒性和生物有效性
,

水质标准
。

从 年代开始
,

环境科学家认识到重金属的生物

毒性不仅与其总量有关
,

更大程度上 由其形态分布决

定
,

不同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
,

因此研究的重点

集中到确定重金属的活性形态及其影响
,

并试图据此建

立更合理的水质标准
。

当前发展的形态分析技术力求与

生物效应取得一致
,

使化学形态的测定能提供生物毒性

和生物有效性信息
。

这一介于分析化学和毒理学学科界

面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环境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

关注
,

其中化学家侧重以化学分析为手段模拟生物测试

结果
,

而毒理学家以生物测试为手段
,

通过分析影响因

素模拟环境过程
。

本文就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

以重金属形态分析为主的研究工作进展

重金属的形态包括化合态
、

价态
、

结构态和结合态

等
。

由于 目前缺乏快速可靠的分析手段来确定所有形态

的浓度
,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
,

形态分析大多根据其不同

行为特征为进行
。

形态分析的主要 目的是确定具有生

物毒性的重金属含量
。

当所测定的部分
,

如溶出伏安法

中电极上富积的部分
、

离子交换技术中离子交换剂吸附

的部分
,

或者其它方法测定的部分与重金属生物有效性

或毒性一致时
,

形态分析的目标就可实现
。

下面就一些

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分别讨论
。

阳极溶出伏安法

将总的金属形态按其电极行为特征分为电极

有效态
一

和惰性态
一 。

电极有效

态包括游离离子和一些简单无机络合物
,

是可能的毒性

态 惰性态一般是一些结合紧密的有机络合物
,

较少具

有毒性特征
。

因为 中电极动力学过程与重金属穿

过细胞膜进入细胞的过程类似
,

所以 能够较好地

反 映 出重 金 属 的 毒性
,

微 分 脉 冲 阳 极 溶 出 伏 安 法

因其高灵敏性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

该方法的

缺点是水体中存在的腐植酸
、

和其它有机物影

响电极富积和溶出过程
,

从而导致极谱峰分裂 出现肩

峰或亚 峰
,

给定量 带来误差
。

近年 来 等

人 「, 〕采用两步酸化法 来

消除络合剂对 溶出过程的影响
,

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
。

用此方法测定
、 、

的结果与用藻类测量的

毒性一致
。

等人川认为有机物质在 电极表面的

吸附与富积电位有关
,

从电毛细管曲线可知
,

当电位低

于 一 时吸附量将大大减少
。

由此他们在富积过程

结束时增加一负电位静置步骤
,

让吸附在电极表面的有

机物质脱附
,

然后溶出
。

该方法对消除有机物干扰也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
。

阴极溶出伏安法
〕研究指出 比 具有更高

的灵 敏 度
,

并 且 较 少 污 染 样 品
。

和

〕用 研究了巴西 海湾高污染区

中铜的形态
。

发现在大多数样品中
,

铜以有机络合态形

式存在 一
,

块 等人 〔 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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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河 口 中铜和锌的形态分布
,

认为铁

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铜和锌的电极有效态
,

从而影响了

它们的环境行为
。

化学修饰电极

化学修饰电极是将 电极表面固定可以改变其特性

的物质
。 。 等人仁, 〕用 全氟磺酸聚合物 修饰

电极作为指示 电极
,

在腐植酸存在的情况下直接测定河

水中的铜
,

灵敏度可达 一“ ,

与先用阴离子交换剂除去

腐植酸
,

再由微分脉冲阳极溶出伏安法 测试

的结果有可比性
。

等人 〔 将
一

型

树脂 含亚氨基 二乙酸 修饰到碳糊电极上
,

利用水中有

机物与亚氨基二 乙 酸基团的交换反应来进行有机络合

态铜的形态分析
,

并由此对天然水中的络合剂进行了分

类
。

化学修饰电极可以认为是一类选择性 电极
,

有关测

定结果与生物毒性的关系研究未见报道
。

离子选择电极法

游离离子被认为是主要毒性形 态
,

由于 只对游

离金属离子有响应
,

因而引起广泛的兴趣
。

等人图用 研究了污水中铜的络合程度
,

发现铜几乎

全部以络合态存在
。

等人 〕用 测定了天然水

体中铜和福络合物的表观稳定常数
,

然后 由

模型计算了它 们的形 态分布
。

等人〔‘’ 在

研究 离子在液膜中的迁移时用 测定 了铜离子

浓度的变化
,

发现穿过膜的铜 由游离铜离子浓度决

定
,

结果与超滤法一致
。

该方法的缺点是 的线性响

应范围都在高浓度区 一般在 『
‘ 以上

,

而绝

大部分环境样品中离子态的金属浓度远低于其响应范

围
。

化学分离
一

含量测定法

将化学分离与分析测试技术联用
,

也可得到形态含

量的信息
。

等人 〕在研究土壤污泥提取液中铜

的形态分布时
,

先用高效凝胶色谱将各组分按分子大小

进行分离
,

然后 由原子吸收光谱法 测定每一组分

中铜的含量
,

结果发现 一 的铜 因与土壤 中的

腐植酸结合而不会被植物吸收利用
。

等人 〕将

紫外照射
、 一

离子交换
、

三者联用
,

通过

铜与 个标准试剂 甘氨酸
、 、

的反应物的

测定
,

表明这一技术可以很好地用于形态分析工作
。

一般认为以离子形式存在的金 属元 素是可被生物

利用的形态
,

因此
,

用离子交换树指可以 分离出金属的

生物有效态
,

其 中亚氨基二 乙 酸

树脂
一

的应用较为广泛
。

样品中游离态或弱

络合态的金属被吸附滞 留
,

而胶体颗粒吸附态的金属部

分地被滞留
,

惰性的络合态金属则不被
一

柱

保留
。

近年来发现水解铝的交换树脂与一些金属的稳定

常数与金属对细胞膜的亲和力接近 一 因

而有可能成为更理想的替代树脂 二。

渗析
、

超滤和凝胶色谱技术将形态按分子大 小分

类
,

尽管一般认为与大分子结合的金属 如
一

几

乎没毒性
。

但还没有明确的分子大小与生物毒性关系的

实验证据
。

紫外照射可以使有机物分解
,

从而释放出与之结合

的金属离子
,

因此
,

紫外照射作为一种简单的前处理技

术在重金属形态分析中被广泛采用
。

具体步骤为 先在

样品中加入几滴 的
,

然后在
一

的紫

外灯下照射 一
,

再用电化学方法测定照射前后的含

量
。

紫外照射前处理将全部金属划分为非络合和 络合

态
,

前者代表了生物可给性的主要部分
。

化学前处理方法中样品的离子平衡状态都不同程

度被破坏
,

因此利用实验结果对生物有效性进行沽算
,

需要有直接的生物实验数据佐证
。

此外
,

上述方法易使

样品沾污
,

从而夸大了部分形态的含量
。

形态分布规律的数学计算方法

金属形态研究的另一途径
,

则是通过建立在有关热

力学数据基础之上的平衡方程来计算
。

根据络合物化学

原理
,

如果浓度和各组分之间的反应 已知
,

平衡条件一

定
,

则元素的任一形态都可以计算出
,

如 等人二, 二

计算了英国 河 口 样品中铜的形态
,

发现 由于大

量有机物的存在
,

几乎所有的铜都以络合形态存在
,

而

游离铜离子的浓度大大降低
。

目前数学计算模型 已经有

不 同版本 的计 算 机 软 件
,

如
、

及
、

、

等系列
。

但 由于天然

水体成分的复杂性和所采用平衡常数的不确定性 计算

的结果与实际情况 尚有相当的距离
。

数学计算模型应用

于描述污染物质在环境中迁移转化规律的工作较多
,

但

应用于描述形态分布与生物有效性和毒性关系方面的

工作尚未见报道
。

以生物毒性试验为主的研究工作进展

重金属 的毒性受非生境因素 如
、

温度
、

硬度
、

碱度
、

游离离子浓度以及和无机
、

有机试剂的络合作用

等 和生境因素 如大小
、

重量
、

生长期
、

耐受性
、

竞争

和演替能力等 决定孙二
。

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毒性大小

的变化
,

如硬度和碱度是改变重金属对水生生物毒性的

重要因素
, 一 和金属离子在细胞膜上的竞争吸附可以

降低对金属的吸收等
。

根据实用性原则
,

在保护水生生

物的水质标准中
,

一些金属的安全浓度已表示为水质硬

度的函数 , ’三 ,

因此需要理论研究进一步阐明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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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

酸度对重金属毒性的影响

酸度对形态和毒性的影响较为复杂
,

它可通过 种

不同的机制来影响金属的形态分布 〕 首先酸度 可改

变金属的水解平衡
,

从而改变游离金属离子的浓度 其

次 与金属离子对有机或无机试剂的竞争
,

改变络合

平衡 此外
,

酸度还是影响吸附过程 金属氢氧化物的

共沉淀
、

生物表面吸附等 的主要因素
。

生物试验观测

到重金属的生物毒性有时会随 值的降低而降低
,

可

能是由于 和金属离子在吸附位上的竞争引起 〕 有

时会随 的降低而增加
,

可能是由于形态和生物有效

性的改变 〕 认为 种效应很大程度上 由受试

生物物种决定 〕,

这就指明了以化学形态分析为主研

究生物有效性或毒性的一个诸区 形态与生物有效性或

毒性的关系是物种相关的

无机物对重金属毒性的影响

一般认为
,

水的硬度影响金属的毒性是通过形成不

溶性碳酸盐或为碳酸钙吸收 引起
。

但溶液 中
、

抖等离子浓度的增加能降低重金属的毒性
,

因此被

认为具有保护功能
。

等人卿 〕用褐藻第一次系

统地研究了
,

对
、 、

的解毒作用
。

他们设计

了一系列实验
,

发现在所有实验中
,

都有明显的保

护作用
,

但解毒机理 尚不清楚
。

等人卿 〕在研

究大西洋蛙鱼对铜的急性毒性试验时
,

发现 当
, 、

浓度增加时
,

铜的毒性大大降低
。

等人〔, ‘

研究了 种常见元素
、 、

在藻类试验中对
、

、

毒性的改良作用
,

发现在浓度达到 之

前
, ,

和 浓度的增加都可以降低重金属的毒性
,

但当浓度继续增加时
,

会出现相反的情形
。

尽管有人提

出钙
、

镁等常见离子对毒性作用的影响与金属离子在作

用部位的竞争反应有关
,

但这一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
。

有机物对重金属毒性的影响

大部分工作认同有机络合试剂可以大大降低重金

属的毒性
,

因为金属与有机试剂的结合降低了游离形态

的浓度 最近 等人 〕研究了天然水中的腐殖酸

对有机毒物和重金属毒性的影响
,

发现 可增

加 和 的毒性
。

和 玫 仁 ,发现当

加入水中时
,

大型搔可以富集更多的福
,

而

当 浓度更高 一 时
,

金属 的富集将减少
。

这说明腐殖酸对金属毒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其机理尚

有待探讨
。

此外
,

重金属络合物的生物毒性也有报道
,

如铜与藻类的分 泌物卿 〕、

铜与柠檬酸和 乙 二胺络合

物 〕均有毒性
。

等人
, , 」证实

,

无论 浓

度多大
,

铜的少量加入即可影响细菌和水藻结构和功能

的变化
,

这些都说明 络合态铜同样对细菌和藻

类有毒性作用
。

其他需综合考虑的因素

和 〕发现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水质标

准配制的金属 混合液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都有毒性
。

等人 川也发现荷兰的水质标准 种金

属 不足以保护水生生物
,

因为其混合液对生物有不利

的影响
。

因此对环境样品进行生物毒性测试时必须考虑

元素间的协同作用
,

加和作用和拮抗作用
。

等

人山 〕通过观察蓝藻的生长速率来研究二价金属离子的

共同作用
。

结果显示
,

十
、

具有协同作用
、

十 有拮抗作用
,

但能量分散 射线

光谱分析未发现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
。

等人山 〕

研究了 和 对海洋发光菌发光强度的影响
,

毒性

具有加和特征 但在研究 和 对刚孵化的黑头软
口绦作用时

,

却发现两者具有拮抗作用
。

一些物质即使浓度很低
,

也会因生物积累作用产生

毒性
。

等人田 〕研究了豹须贝的毒性反应
,

它可以

保持体内的低铜状态
,

但福在体内的浓度却逐渐增加
。

勘 等人仁 〕也发现
, 、 、

在端足 甲壳体

内
,

随暴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

的浓度却保持恒定
。

因此
,

不同金属的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的关系不同
,

不

能根据短期试验的结果来预期金属的长期毒性
。

不同的藻类对毒物的耐受性不同
,

同一类的藻受重

金属污染的比未受污染的具有更大的耐受性
。

这种耐受

性一般认为具有很高的专一性
,

但有时也可获得对其它

离子的抵抗力
,

即共同耐受性
。

等

人哪 〕研究指出 这种共同耐受性在 自然界可能有较大

的普通性
。

生物在不同的生长期对毒物的敏感不一样
,

物种之

间的相互作用
,

如竞争和寄生可能形成附加压力
,

导致

对毒物有更高的响应 〔, 〕。

等人
, 〕发现在群体

中试验 比单个生物试验更敏感
。

结论及展望

在美国清洁水法 中明确提出 禁止排放毒

性剂量的有毒污染物
。

实施方案主要以控制有限种类污

染物 包括优先监测污染物 的排放浓度
,

其中对与重金

属污染有关的水质标准制定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

首先采

用总量控制
,

随后考虑到碱度和硬度的修正
,

后来又建

议用金属的溶解态作为水质标准咖 〕,

因为金属 的溶解

量比金属的总量更接近天然水体中生物可利用的部分
。

形态与毒性关系的研究是在此基础上更深层次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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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节各参数
,

形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出

重金属的生物毒性信息
。

环境因素可以改变重金属的形

态分布从而影响毒性大小
,

生物毒性测试在此意义上可

以和化学形态分析统一
。

但 目前大多生物试验都是在单

一金属和单种生物环境下进行
,

金属混合物的毒性以及

生物群落对毒性效应的影响还有待开展
。

通过形态与生

物毒性关系的研究为在形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水质标

准提供依据
,

这正是国际环境界研究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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