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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牶为确定长叶异痣＃对水体镉污染的指示作用，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７月和８月３次在太原市清徐县东湖及鱼塘采集长
叶异痣＃（成虫）样品（每个样品含９个同性别的个体）及水样，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长叶异痣＃对水体镉具有富集性，
可作为水体镉污染的监测生物。同一时间同一采样点所采的此种雄性成虫体内镉含量样本间差异不显著，而随水体镉含

量的增加而增加。长叶异痣＃对水体镉污染的程度具有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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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鱼及水生无脊椎动物作为水体重金属污染

的指示生物的研究，国内外均有大量报道 犤１、２、４、６犦，但

关于水生昆虫体内重金属含量与水质关系方面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蜻蜓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探索此

类昆虫对水体重金属污染的指示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关于长叶异痣＃犤Ｉｓｃｈｎｕｒａｅｌｅｇａｎｓ（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ｎ）犦
曾有过此种昆虫的生活史 犤５犦及自然猎物的报道 犤７犦，我

们曾研究过长叶异痣＃对水体汞污染的指示作用 犤３犦，

但是关于此种昆虫体内镉含量与水质的关系方面的

研究，未见报道。此种昆虫数量大、分布广、易采集、活

动范围较小，适合用作水体污染的指示生物。为此，我

们对长叶异痣＃体内镉含量及与水体镉含量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样品来源
在太原市清徐县东湖及鱼塘设３个采样点牞分别

于５月２９日、７月３日和８月１０日３次进行定点随
机采样。用网捕法采集长叶异痣＃成虫（每个样品含９
个同性别的个体），速冻致死。其中５月２９日在东湖
１号样点采集雄成虫１０个样品，雌成虫６个样品，其
它样点每次采３个样品。采虫的同时采水样。
１．２样品处理

将速冻致死的各样品，分别用５０℃洗洁净水溶
液浸泡１５ｍｉ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蒸馏水冲洗
２次，然后再用去离子水洗１次，晾干；于６０℃的干
燥箱中烘至恒重，称样于 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采用
ＨＮＯ３＋ＨＣｌＯ４体系消化；然后用３２００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惠普上海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以火焰原

子吸收法对各样品进行测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长叶异痣＃体内镉含量及样本间的比较
见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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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样本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９日采自太原清徐县东湖１号样点。

表２长叶异痣＃（雄成虫）样本分组及镉含量
统计表牗ｍｇ·ｋｇ－１干重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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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牶５月２９日采自１号样点的样本牞随机分为３组牞每组３个样

本校正数 Ｃ＝３．５２牞总变差 ＝０．３１牞组间变差 ＝０．１４牞组内变差 ＝０．０７

表３长叶异痣＃牗雄性成虫牘体内镉含量
样本间差异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ＡＮＯＶＡｏｆｂｏｄｙ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
Ｉｓｃｈｎｕｒａｅｌｅｇａｎｓ牗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ｓ牘

表１长叶异痣＃体内镉含量牗ｍｇ·ｋｇ－１干重牘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Ｉｓｃｈｎｕｒａｅｌｅｇａｎｓ牗ｍｇ·ｋｇ－１ｉｎＤＷ牘

性别
样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Ｘ珚

雄性 ０．３７０．５８０．４８０．６０．８３０．８６０．６７０．３５０．８４０．６３０．６２
雌性 ０．６０．４９０．４４０．４６０．４８０．３３ ０．４７

变异原因 ｄｆ 方差和 方差 Ｆ Ｆ０．０５ Ｆ０．０１
总变差 ８ ０．３１
组内变差 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３３ ６．９４ １８
组间变差 ２ ０．１４ ０．０７ ２．３３ ６．９４ １７
机误 ４ ０．１０ ０．０３

表４长叶异痣＃（雄成虫）体内镉含量
及所处环境水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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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雌雄间样本体内镉含量平均数差异是否显

著，我们进行了 ｔ检验，计算 ｔ值为 ０．５８，ｔ＜ｔ０．０５
＜ｔ０．０１，所以此种昆虫体内镉含量雌雄样本间差异不
显著。但为了保护蜻蜓，使雌虫产卵不受影响，采样时

应以雄性为宜。

对于雄性体内镉含量样本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我

们进行了方差分析。

由表３Ｆ＜Ｆ０．０５，Ｆ＜Ｆ０．０１，说明３个组间及各组
内差异不显著，用长叶异痣＃对水体进行镉污染的监
测时，可以用雄成虫，每个样点采３个样本即具代表
性。

２．２长叶异痣＃体内镉含量及所处环境水镉含量的比
较

见表４。

３ 讨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长叶异痣＃对镉具有富集
性，可以作为水体镉污染的定性指示生物；并且同一

时间所采样本体内镉含量随水镉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对水体镉污染的程度也具有指示作用。

但是通过对同一采样点、不同时间所采的样本测

定发现，在相应水镉含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长叶异

痣＃体内镉含量略有差异，７月３日的样本镉含量略
高于５月２９日的，而８月１０日的样本镉含量比前两
次的都低。这种差异是否显著，是否具有规律性，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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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时间 采集点
体内镉含量

／ｍｇ·ｋｇ－１干重
水镉含量

／ｍｇ·Ｌ－１
ｐＨ

２０００年 ５月 ２９日 １号样点 ０．６２ ０．０２３ ８．６２
２号样点 ０．３１ ０．００９ ８．５１
３号样点 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８．７１

２０００年 ７月 ３日 １号样点 ０．７３ ０．０２１ ８．４４
２０００年 ８月 １０日 １号样点 ０．４８ ０．０２２ ８．６１

－组别
样本

１ ２ ３ ∑Ｘ Ｘ珚

１ ０．３７ ０．８３ ０．３５ １．５５ ０．５２
２ ０．４８ ０．８６ ０．８４ ２．１８ ０．７３
３ ０．６０ ０．６７ ０．６３ １．９０ ０．６３

∑Ｘｉ １．４５ ２．３６ １．８２ ５．６３
Ｘｉ ０．４８ ０．７９ ０．６１ ０．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