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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牶采用植物遗传监测系统，研究了新型杀虫剂吡虫啉和抑食肼对大蒜及蚕豆根尖微核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
植物根尖微核试验测得的微核千分率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而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却有极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１），提示吡虫啉和抑食肼对大蒜及蚕豆根尖微核率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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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根尖微核试验和大蒜微核试验属植物遗传

监测系统。植物微核技术是利用环境污染因子诱变细

胞染色体畸变产生微核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技术 犤１、２犦，

也是近年来环境生物监测领域的重要进展之一。吡虫

啉和抑食肼均系新型杀虫剂，已经或正在投入生产，

并将陆续投放市场，从而进入环境。为了研究这两种

杀虫剂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本文用大蒜及蚕豆根尖细

胞微核试验，对其致突变性进行了比较观察。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１．１．１受试物

吡虫啉，化学名称为１－（６－氯－３－吡啶基甲
基）－Ｎ－硝基亚咪唑烷－２－基胺。纯度８３％（江苏

省农药研究所提供）；抑食肼，化学名称为２′－苯甲酰
－１′－特丁基苯甲酰肼。纯度９５％（江苏省农药研究
所提供）。

１．１．２实验材料
松滋青皮豆（Ｖｉｃｉａｆａｂａ）牞由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院提供。大蒜（Ａｌｌｉ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牞购于南京市场。
１．２实验方法
１．２．１蚕豆根尖微核试验

蚕豆根尖微核试验按常规方法进行犤３犦。吡虫啉
和抑食肼均设４个剂量组，分别为０．１２５、１．２５、０．５
及１．０ｍｇ·ｍＬ－１，同时设吐温－８０阴性对照组及重
铬酸钾阳性对照组。每个剂量组镜检５个根尖，计算
微核千分率（ＭＣＮ‰）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１．２．２大蒜根尖微核试验

按侯家龙等犤４犦方法稍加修改，将大蒜浸入清洁自

来水中，放入２０℃—２２℃温箱中培养，待不定根长至
０．５—１．０ｃｍ时，将根浸入不同浓度 （浓度设计同蚕
豆根尖微核试验）的杀虫剂处理液中处理６ｈ，同时设



第２１卷第１期 ７３农 业 环 境 保 护

表１两种杀虫剂对蚕豆和大蒜微核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ｏｎ
ＶｉｃｉａｆａｂａａｎｄＡｌｌｉ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 牗ＭＣＮ‰牘

：Ｐ＜０．０１

受试物
剂量

／ｍｇ·ｍＬ－１
ＭＣＮ‰（ｘ±ＳＤ）

蚕豆 大蒜

阴性对照牗吐温 －８０牘 ２．５４±１．３２ ２．１９±０．８３
吡虫啉 ０．１２５ ２．９７±１．２０ ２．３７±０．８９

０．２５ ３．２７±１．１４ ２．２０±１．４３
０．５０ ３．５７±１．４２ ２．３８±０．５５
１．０ ３．３６±１．１０ ２．５８±１．１３

抑食肼 ０．１２５ ３．６７±１．６２ ２．１６±０．８２
０．２５ ３．６７±１．１３ ２．１７±０．８３
０．５０ ３．７６±１．８３ ２．３７±０．８８
１．０ ３．９６±２．１０ ２．３６±１．６４

阳性对照牗重铬酸钾牘 ０．０１ １５．２３±２．２９ １１．１１±２．５９

吐温－８０阴性对照组及重铬酸钾阳性对照组。经修
复培养后将处理的根尖用自来水冲洗后剪下，用卡诺

氏液固定２４ｈ，水解后用Ｓｃｈｉｆｆ试剂染色。在载玻片
上切取１—２ｍｍ左右的根尖，滴上少许４５％的醋酸，
用解剖针将根尖捣碎后压片，在高倍镜下观察统计小

型间期细胞微核率。处理统计３个根尖，每个根尖统
计１０００个细胞。

２ 结构与分析

２．１两种杀虫剂对蚕豆根尖微核率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１。从表１中可看出，吡虫啉和抑

食肼各剂量组的蚕豆根尖微核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

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牞而与重铬酸钾阳性对照组相
比，却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２．２两种杀虫剂对大蒜根尖微核率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１。从表１中可看出，吡虫啉和抑

食肼各剂量组的大蒜根尖微核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

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牞而与重铬酸钾阳性对照组相
比，却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为了比较两种植物微核试验的敏感性，进行了配

对资料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统计处理结果表明，两种

方法测得的微核率有显著性的差异（Ｐ＜０．０１），蚕豆
根尖细胞微核试验测得的微核率明显高于大蒜根尖

细胞微核试验测得的微核率。

３ 讨论

本文采用两种植物根尖微核试验测定了吡虫啉

和抑食肼的致突变性。结果表明，两种方法测得的微

核千分率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
０．０５），而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却有极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１），证明这两种测试系统的可靠性。我们曾用该
两种杀虫剂进行了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亦得出了

一致的结果，但蝌蚪微核试验表明，吡虫啉和抑食肼

在高剂量时均能诱发蝌蚪红细胞微核率上升 犤４犦，并能

引起蚯蚓精子的畸变及ＤＮＡ损伤犤５－７犦。这可能与生物

的种属及遗传毒性的测试终点不同有关。尽管大蒜、

蚕豆根尖微核试验都显示吡虫啉和抑食肼无致突变

性，但配对资料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蚕豆根尖细

胞微核试验测得的微核率明显高于大蒜根尖细胞微

核试验测得的微核率。大蒜、蚕豆根尖微核试验是一

种以染色体损伤和纺锤丝毒性等为监测终点的植物

微核监测系统。由于植物微核监测系统具有简单、易

操作、灵敏度高等优点，已成为环境遗传毒物的快速

筛选方法，特别是蚕豆根尖微核试验，包括我国在内

的许多国家和世界组织，如美国、欧盟成员国以及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ＶＮＥＰＡ）、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等
已将它作为一种常规的环境污染物和危险品的监测

指标犤３犦。该方法已成为我国环境监测的规范化方法之

一 犤８犦。与蚕豆根尖微核试验相比，大蒜根尖微核试验

尚具有一定的优点，因为大蒜可用鳞茎进行营养繁

殖，能够在保持遗传性稳定的情况下进行规范化推广

应用。另外每瓣鳞茎可以萌发出数条至十多条不定

根，用一瓣鳞茎作一个处理又可以消除因用不同个体

进行处理时（如蚕豆根尖技术采用主根和紫露草微核

技术采用花序等）出现的个体差异犤９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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