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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对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的诱变效应

毛学文
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系 　天水 　741001

摘要 　利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方法 ,检测汞的诱变效应。结果表明 ,用 25PPM 至 150PPM 的不同浓度的

HgCl2 溶液处理蚕豆根尖 ,微核总数及微核率明显高于阴性对照组 ( P < 0105) ,从实验数据方差分析得知 ,各

组实验数据与对照组数据之间均存在着差异 ( t > 314) 。用 0 - 110 PPM 低浓度溶液处理 ,蚕豆根尖伤害不明

显 ,说明 Hg2 + 不是强诱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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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是常见的一种金属污染源。对水质污

染和土壤污染有很大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

汞的化合物、汞农药和人们的接触机会很多。

关于汞对植物根尖细胞核的影响已有报

道 (1 ,2) 。本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

一步验证汞虽不是诱变剂 ,但对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的形成有一定的诱变效应。

材料和方法

1 　蚕豆种子购买于华中师大生物系培植的松

滋青皮豆。氯化汞购于西安化学玻璃试剂商

店。用蒸馏水配 Hgcl2 溶液 ,浓度分别为 25、

50、75、100、150 PPM ,用蒸馏水作阴性对照。

2 　选择大小均匀的蚕豆 ,用自来水萌发 ,待根

尖长 015 - 1 cm 时 ,选出生长良好的蚕豆 ,每

组 3 粒分别放入不同浓度的处理液中 ,处理

48 h ,用蒸馏水冲洗两次 ,再放入蒸馏水内修

复培养 24 h 后剪下根尖 ,用卡诺固定液固定

24 h , IN Hcl160 ℃下水解 14 min ,并经 Schif f

试剂染色 ,常规压片 ,高倍镜下每组观察 3 个

根尖 ,每个根尖统计 1000 个细胞 ,统计微核千

分率。求出各实验组微核率均值及标准差 ,对

全部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 t 检验。

结 　果

1 　汞对蚕豆根尖和微核的诱变效应

本实验中各实验组与阴性对照组的微核

率差异显著 ,表明本试验体系可行。在各组处

理中 ,微核总数及微核率均明显高于阴性对照

组 ,各实验组微核及标准差列于表 1 ,在此基

础上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列于表 2 ,方差分析

的 F 检验结果表明 ,对照组微核率与实验组

微核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1 　各实验组细胞微核率统计

组别编号 浓度 ( PPM) 根尖微核率 �x ±s�x

CK 0 210 212 214 212 ±0. 20

1 25 4. 8 5. 1 6. 6 5. 5 ±0. 96

2 50 8. 1 7. 8 7. 5 7. 5 ±0. 47

3 75 8. 7 8. 2 10. 4 9. 1 ±1. 15

4 100 9. 5 11. 8 11. 1 10. 8 ±1. 17

5 150 5. 7 5. 3 5. 9 5. 6 ±0. 76

表 2 　实验数据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处理间 2 859 42915 5127 3

误　差 15 1 223 8115

总　和 17 2 072

3 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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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汞诱变蚕豆根尖微核的剂量效应关系

本试验汞处理的五个浓度均能诱导蚕豆

根尖的微核的形成。在 25PPM 至 100PPM

四个浓度组蚕豆根尖的微核率随着汞浓度的

升高而增加 ,在浓度 100PPM 时 ,达到最高

峰 ,细胞微核率达 1018 ‰,汞溶液浓度与微核

率之间呈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但继续增大

氯化汞的浓度 ,蚕豆根尖微核率有所下降 ,这

是因为高浓度的氯化汞作用强度的增加抑制

了细胞的活动 ,使细胞增殖延迟或终止进

行 (3) 。

图　氯化汞浓度与微核率的关系

讨 　论

汞的化合物是常用于教学、科研。汞农药

广泛应用于农田。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汞对

蚕豆根尖的诱变效应比明矾、煤焦油沥青等强

诱变物质弱 (4 ,5) 。但是对蚕豆根尖的形态、细

胞核和染色体等均产生较大的影响 ,汞对蚕豆

根尖的微核效应与其浓度和处理时间密切相

关 ,在低浓度汞溶液处理下 ,蚕豆根尖伤害不

明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会有多种污染

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水系 ,造成水

质污染、土壤污染。其中汞金属、汞农药最常

见。据测定汞在水中的本底值一般不超过

011PPM、在水稻的培养液中含汞 714PPM 以

上严重受害 (6) 。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不间断

的受到水质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影响 ,所以汞对

植物根尖尤其是蚕豆根尖细胞核的影响是很

大的 ,同时对蚕豆根尖的生长、水分代谢都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另外 ,由于受汞的诱导 ,蚕豆根尖内的

DNA、RNA 和蛋白质等大分子化合物均产生

化学变化 (7) 。使控制染色体状态变化和细胞

分裂的蛋白质的功能受到破坏 (1) ,影响了蚕

豆根尖细胞 DNA 的复制。

重金属汞在正常情况下 ,分布比较恒定 ,

通常并不对人体构成威胁 ,但当食物受到“三

废”污染 ,大量汞元素进入食品后 ,可使人体中

毒 (8) ,至于汞是否对人体具有致突效应 ,尚需

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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