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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桂阳县某村 1998 年 5月发生的一起大气污染事故为例,阐述了运用植物学方法推定大气污染及其方法、步

骤。其主要步骤是:事故现场调查, 植物个体发育情况观察,植物器官受害症状观察,植物组织、细胞观察。方法是: 利用上

述观察结果与5植物、大气污染检索表6和5植物、大气污染耐受力表6进行对照分析,推定植物是否受到大气污染的危害及

其受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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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环境污染事故时, 要求采样分析, 直接认

定污染危害的因果关系。但发生大气污染损害时,

由于污染物在空气中稀释扩散快、浓度变化大,现

场采集的空气样品其分析结果往往不能充分说明

问题, 而采集植物样品化验,除了测定被叶片吸收

累积的重金属和氟元素外, 对于其他污染物, 县级

环境监测站因受技术条件的限制, 难以分析。运用

植物学方法则可间接推定大气污染物, 而且所用仪

器为显微镜,方法简单、经济、实用, 且不用化学试

剂, 无污染。经多年使用该方法, 认为认定污染事

故效果较好。

环境污染的认定,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

高人民法院 1992年 7月 14日5关于适用3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4若干问题的意见6第 74条和

75条规定: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 被告否认

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

推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因此, 运用植

物学方法推定大气污染, 符合以上法规精神。

1  原理

运用植物学方法推定大气污染物, 其原理是利

用植物对大气污染的生物效应,即植物受害症状与

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接触时间有相关性。根据各

种植物对某种污染物的耐受阈值, 将植物分为敏感

种类和抗性种类,根据植物群落受害种类和伤害症

状来推定大气污染物,并根据植物的受害程度及污

染时间,估测污染物的浓度。

2  仪器和设备

枝剪、标本采集箱、标本夹、吸水纸、镊子、解剖

针、刀片、载玻片、盖玻片、放大镜、显微镜等。

3  方法和步骤

推定植物被大气污染损害时, 从植物群落、个

体发育、器官、组织细胞 4个方面观察验证。现以

桂阳县某村 1998年 5月发生的一起大气污染事故

为例,阐述运用植物学方法推定大气污染的方法和

步骤。

311  群落调查和标本采集

发生大气污染时,在事故现场要查清污染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危害情况及污染源和污染

物。调查区间农作物群落和森林群落或草地的受

害情况,掌握植物群落受害的种类、症状、程度、面

积(株数)及经济损失。采集有代表性的植物标本

各两份,一份用吸水纸和标本夹制成干标本; 另一

份存于标本箱内保湿,带回实验室观察。标本贴上

标签并注明植物名称、种类、受害症状、程度、地点、

时间。填写农作物污染调查记录, 见表 1, 填写山

地植物群落污染调查记录,见表 2。

表1、表2中: / - 0表示未受害; / + 0表示轻度受

害; / + + 0表示中度受害; / + + + 0表示严重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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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作物污染调查记录

作物

名称
生长期 受害程度

受害面积

S / hm2 受害症状

大豆 初结荚 + 013 叶焦黄坏死,脉间

+ + 017 布满黄褐色伤斑,

+ + + 011 豆荚漂白

花生 旺开花 - 013 脉间黄褐色斑,花

+ 017 萎蔫

+ + 017

烟草 叶生长 + + 014 叶有黄白色斑块

红薯 叶生长 - 012 叶尖叶脉间少量

+ 012 黄白斑

水稻 开花 + 013 叶尖变白或黄褐

+ + 017 色,雄蕊花丝枯萎

表 2 山地植物群落污染调查记录

植物

名称
生长期

受害

程度

受害

面积

S / hm2

受害

叶片

/片

受害

株数

/株

受害症状

杉 营养 + + 012 1年~ 2年生

+ + + 015 功能叶焦黄

刺槐 营养 - 10

继木 营养 + 31 脉间黄斑

针茅 营养 + + 多 叶尖变白变黄

蕨 营养 + + 多 叶片黄褐色斑

萘李 育果 + + 013 叶脉间黄褐,果
有坏死斑

312  个体发育观察

对当地主要农作物和森林树种个体的发育情

况进行调查, 并与非污染区同种同龄植物进行比

较, 以便分析污染发生的历史、程度。根据植物茎

或枝条横切面的年轮对比, 可推测其受污染的历

史; 根据胸围和一年生枝条长度( 20 株以上平均

值) ,推测其木材损失量;根据叶面干重和种籽千粒

重,推测农作物减产量, 填写植物生长发育受污染

损害记录,见表 3。

313  器官受害症状观察
对采集的标本进行观察,把叶片及其他器官出

现的受害症状填入表 1、表 2中。内容包括叶片是

否萎蔫、褪绿、漂白、变色,斑点颜色、形状、位置(叶

尖、叶缘、脉间)、花的开闭及叶、花果的脱落现

象等。

观察植物受害部位的附着物有无霉状物、粉状

物和菌脓。若有, 要用显微镜观察, 以便排除病害

因素,以免病害与污染危害相混淆。

314  组织和细胞观察

选择典型受害叶片,沿着植物病键的交界处撕

下表皮层制成装片,用刀横切制成切片。用显微镜

观察组织细胞的异常情况,看细胞是否变形、解体,

叶绿体、细胞核是否完整,以及质壁分离现象。观

察内容记录于表 4。

表 3 植物生长发育受污染损害记录

植物名称

叶干重
m/ ( g#100 cm- 2)

污染组 对照组

一年生枝长度
l / ( cm#20株均值- 1)

污染组 对照组

胸围
l / ( cm#20株均值- 1)

污染组 对照组

种籽千粒重
m / g

污染组 对照组

减产率
/ %

杉  树 712 816 1013 1416 819 910 29

水  稻 413 514 1013 1516 34

大  豆 212 218 6517 8916 27

表 4  叶组织细胞观察记录

观察组织

部位
细胞形状 细胞核 叶绿体 质壁分离现象

表皮附属物 少变形 无 有分离

气孔 正常 正常 模糊 无

上表皮层

 
少变形

 
有黄褐色团块

分离

叶肉细胞

 
多 扭 曲

变形

无

 
褪绿

或无

有黄褐色团块

分离

下表皮层 少变形 无 有分离

315  结果分析

将通过对作物受害现场的调查、对作物个体发

育情况的观察、对作物器官受害症状的观察以及对

作物组织、细胞的观察结果, 与5植物、大气污染检

索表6(略)和5植物、大气污染耐受力表6( GB 9137

- 88)进行对照分析, 以便推定作物是否受到大气

污染的危害。从例举的情况分析可见该村的作物

是受 到 SO2 的危害, SO2 的致害 浓度约 为

011 m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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