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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南瓜吸收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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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通过原子吸收光普法研究了南瓜对铅的吸收特性, 结果表明: 南瓜对铅的吸收量随时间的延长而

增加, 吸收速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培养液 pH 7 时对铅的吸收量最大 ; 这一结论与南瓜对重金属镉的吸

收特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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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 � 铅不是植物的必需元素,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对植物

有益的生理功能。近年来, 由于工业废物的排放和不合理农

业管理措施, 导致农田土壤中的铅污染日益严重。目前国内

采用原子吸收法分别测定了食用坚果[ 1] 、鸡精、味精[ 2] 等多

种食品中的重金属铅。南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瓜

类蔬菜, 近年来更因其特殊的营养保健作用而倍受青睐。但

对南瓜重金属铅的污染问题尚未见报道。本文采用原子吸收

光谱法研究南瓜植株对重金属铅的吸收特性及调控措施, 期

望能够为南瓜的无公害生产和科研提供科学依据。

1 � 实验部分

1� 1 � 仪器和工作条件

实验仪器为 AA- 6501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

公司) , 附计算机和软件处理系统。工作条件见表 1。

Table 1 � Operating conditions

元素 波长/ nm 狭缝/ n m 灯电流/ mA 乙炔流量/ ( mL � min- 1) 燃烧头高度/ mm 助燃气

铅 283� 3 0� 5 14 1� 8 6�0 空气

1� 2 � 标准曲线
铅的标准储备液由分析纯的硫酸铅配制, 其标准储备液

的浓度为 1 mg � mL- 1。将标准储备液分别稀释成标准系列

溶液, 按表 1 仪器工作条件, 分别测定各标准液, 由微机绘

出标准曲线, 算出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由表 2 看出, 在工

作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

Table 2� Standard curves

元素 线性范围(�g � mL- 1)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铅 0� 5~ 4� 0 A = 0� 326c+ 0� 001 0� 999 9

1� 3 � 实验处理
1� 3� 1 � 水培营养液配方

硝酸钙 0� 265 g � L - 1 , 硝酸钾 0� 325 g � L - 1 , 硫酸镁

0� 127 g� L - 1 , 硝酸铵 0� 011 45 g� L - 1 , 微肥、硼酸0� 001 5

mo l� L - 1 , 硫酸锰 0� 001 g � L - 1 , 硫酸锌 0� 11 � 10- 3 g �

L - 1 , 硫酸铜 0� 04 � 10- 3 g � L - 1 , 钼酸铵 0� 25 � 10- 3 g �
L - 1。

1� 3� 2 � 材料的获得

试验材料为南瓜 031360- 3 自交系, 由河南科技学院南

瓜科研组提供。把南瓜种子播种于盛有适量培养土的塑料营

养钵中。待其出苗后长至 3~ 4 片真叶大小, 从营养钵中移

出, 清洗植株根部, 将其移入配制好的铅浓度不同的营养液

中进行水培试验。

1� 3� 3 � 不同铅浓度对南瓜植株的影响

用 100 mL 营养液培养南瓜植株, 采用铅浓度 200, 400,

600, 800, 1 000, 2 000 mg� L - 1六个水平, 分别在水培后 2,

4, 6, 8, 10, 12, 24 h, 取 2 mL 营养液测定其中铅含量, 计



算南瓜植株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浓度条件下对铅的吸收量。

1� 3� 4 � 培养液酸度不同对南瓜植株的影响

用 HCl将 600 mg� L- 1的铅溶液配制成酸碱度分别为

pH 4, pH 5, pH 6, pH 7 六个处理进行水培, 分别在水培后

2, 4, 6, 8, 10, 12, 24 h 取 2 mL 营养液测定其中铅含量,

计算南瓜植株在不同时间和不同酸碱度条件下对铅的吸收

量。

2 � 结果与分析

2� 1 � 不同铅浓度及培养时间对南瓜吸收铅的影响
由图 1 和图 2 结果可以看出, 南瓜在同样浓度下对铅的

吸收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但是其增加的幅度随时间的延

长而变化不大; 对铅的吸收量, 随着营养液中铅含量逐渐增

大而增大; 对铅的吸收速率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减小, 以在

培养 2 h 时的吸收速率最大, 培养 8 h 后吸收速率的变化已

经很小, 这一结论与南瓜对重金属镉的吸收特性基本相

同[3] 。

Fig� 1 � Connection between lead absorption amount in

pumpkin and lead concentration, culture time

1: 20 mg � L- 1 ; 2: 400 m g � L- 1; 3: 600 mg � L- 1;

4: 800 mg � L- 1 ; 5: 1 000 mg � L- 1; 6: 2 000 m g � L- 1

2� 2 � 酸碱度不同对南瓜植株吸铅量的影响

通过图 3 可以看出, 酸度对南瓜吸收铅有很大的影响。

在水培 2 h 的时候, 南瓜对铅的吸收出现了一个高峰, 其吸

收铅的量最多, 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吸收量增加, 但增加

的幅度较小; 在同一时间段内, 南瓜对铅的吸收随酸度的增

而增加; 但在 pH 4, pH 5, pH 6 时随培养时间的延长南瓜

Fig� 2 � Connection between lead absorption

in pumpkinand culture time

1: 200 m g � L- 1; 2: 400 mg � L- 1; 3: 600 mg � L- 1

4: 800 mg � L- 1 ; 5: 1 000 mg � L- 1 ; 6: 2 000 mg � L- 1

植株对铅的吸收量变化不大, pH 7 时南瓜植株对铅的吸收

量有明显增加, 这说明南瓜植株对铅的吸收在 pH 4~ 7 范围

内随碱性的增大而减小。

Fig� 3� Lead absorption amount in dif ferent pH

1: pH 4; 2: pH 5; 3: pH 6; 4: pH 7

3 � 讨 � 论

� � 测定结果显示, 南瓜植株对铅的吸收量随时间的延长而

增加, 吸收速率则随时间延长而降低。随着铅溶液浓度的增

加, 南瓜植株对铅的吸收量和吸收速率渐趋增大。说明南瓜

一旦受到铅污染因子的威胁必将吸收和积累重金属铅, 积累

的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也会因土壤条件不同吸收

和积累量上有差异。pH 7的中性条件下, 南瓜对铅的吸收量

及吸收速率最大, 说明南瓜生长在中性环境下最易受到重金

属铅的污染。这一结果与南瓜对重金属镉的吸收规律相

似[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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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ad Absorption in Pumpkin by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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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was car ried out on the character istic of lead abso rptio n in pumpkin v ia ato mic absor pt ion spectro pho tometer.

T he results sho wed that lead abso rption amo unt in pumpkin increased w ith time, but the absorptio n rate decreased w ith time;

And the lead absor pt ion amount r eached the peak in pH 7. Lead and cadmium hav e simila r char acteristic o f absor ption in pump-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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