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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稀土与咪唑配合物对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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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定 了 4种氯化稀 土与咪唑配合物：RECIa·2Im ·2HCI-4HzO(RE—La，Pr，Dy， 

YiIm=咪哇)厦单一稀土盐(I acl )对土壤微生态环境的静响。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各配合 

物对土壤中的细菌、霉菌的生长和土壤过氧化氢酶、脱氢酶的活性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漫{ 

试化舍物浓度为 20 mg·g 土样中：细菌抑制率迭 64 ～71 ，霉菌为 3O ～43 ，对土壤 

过氧化氢酶活抑制为 21．5 ～38．3 ，脱氢酶活性明显降低。稀土配合物的应用对土壤微环 

境的影响值得重视。 

关键词 稀土；配合物 圭墨堡墨苎 塑型生 圭墨肇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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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稀土资源丰富，约 占世界储量的 8O ，随着稀土的广泛开发应用 ，特别是稀土农用 的迅速发 

展，大量的稀土类化合物将较集中地进入环境，因此，稀土对 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 问题已 日益受到社会 

的关注 。j。目前国内外对稀土的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动、植物毒理学试验 ]，而对它们农用 

后对土壤微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报道甚少 。 

氯化稀土与眯唑配合物对细菌和植物瘸害霉菌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i．s3，对动、植物病害的防治具 

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研究了轻、重稀土元素组中各 2种稀土元素氯化盐与眯唑配合物对土壤微环境的影 

响情况，以探讨它们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前景。 

l 材料与方法 

l_1 供试化合物 

4种氯化稀土与咪唑配合物：RECIa·2Im·2HCI·4H2O(其中RE=La，Pr，Dy，Y稀土元素；Ira= 

咪唑)。 

稀土盐 ：Lacl 

以上化合物 由西北大学热化学研究室提供 

1．2 培养基 

细菌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f霉菌用马丁氏选择培养基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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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壤样吕的制备 

土样采 自西北大学生物学系植物试验 田。用无菌小铲取表层土下约 10 cm 处土壤于无菌大烧杯内， 

在无菌室内过筛( 2 ram)，分别称取 20 g土样，装人大试管中(每次共 36支)。给各试管分别加入一定 

浓度的各供试稀土化合物 5 mL，使每种供试配合物在土中浓度分别为 1 mg／g，3 mg／g，5mg／g，8 rag／ 

g，10 mg／g，20 mg／g。同时另设 1管对照 ：20 g土中加入 5 mI 无菌水 置 30"0恒温培养 a 

1．4 各供试配合韧对土壤微生物影响的测定 

1．4．1 细菌的测定 上述土样恒温作用 48 h后，取土样 l g加入装有玻璃珠 99 mI 无菌水的三角瓶 

中，振荡 20rain后，依次稀释至10～。取后两个稀释度，作混合平皿，每稀释度重复 3个皿，30"C培养，24 

h和 48 h连续计菌落数并计算抑菌率。 

1．4．2 霉茵的测定 上述土样恒温作用 4 d后，取土样 5 g加入装有玻璃珠 95 mL无菌水三角瓶中， 

振荡 2O min后，依次稀释 至 5×10～，将后 3个稀释度用马丁 氏培养基制混合平皿 ，每稀释度重复 3个 

皿，置 28 C培养，第 4 d起每隔 24 h连续计菌落数至第 7 d。并计算抑菌率： 

抑菌率一塑 童等 鑫 塞 坠 x lOO％。 
1．4．3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 将经各供试化合物不 同浓度处理 2 d后 的土样和对照土样，用高锰 

酸钾滴定法H 分别测定其过氧化氢酶括性的变化。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以单位土重的 o．1 mol／I 高锰酸钾 mL数(对照与试验测定的差)表示。 

1．4．4 美蓝法测定土壤脱氢酶活性变化 经各供试化合物不同浓度处理 2 d后土样及对照土样悬液 

各 1 mL分别 于已编号的小试管中，再各加 l：3 000美蓝溶液混匀，再用 1 mI．液体石蜡覆盖于液面上。 

另设一不加土样悬液改加磷酸缓冲液(pH 7．4)的对照。置 37℃水褡，每隔5rain观察记录1次，记录各 

管美蓝退色所需时问。 

2 结果与讨论 

2．1 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分别对经各供试化合物处理的土壤中的细菌和霉菌的数量变化进行测定，其各化合物不同浓度对 

土壤微生物生长影响结果见表 1。 

结果表明：供试的4种稀土盐与咪唑配合物和单一稀土盐对土壤微生物的生长都有一定抑制作用， 

且1瞳其浓度的增大，抑制作用呈上升趋势。同时，土壤中细菌对各化合物的敏感性均高于霉菌。 

2．2 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 

通过对经各供试配合物作用后土壤中细菌和霉菌生长变化的测定，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各配合物对 

土壤微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土壤中有些微生物种类在实验室条件下不易培养出来。根据几乎在所有的 

生物体内都有过氧化氢酶及脱氢酶的特点 ，故对经各配合物处理后土壤中这 2种酶活性的变化进行 

测定，以反映出土壤呼吸强度螅变化情况，从而研究各配合物对土壤微生态环境的影响。 

2．2．1 土壤过氧化氢酶的变化 结果(图 1)表明：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均有一定抑制 

作用，其中氧化镨眯唑百己合物的抑制力相对较强。不同浓度的各稀土配合物，对土壤过氧化氢酶的抑制 

率分别在 0．5 ～38 之间。 

2．2·2 土壤脱氢酶的 变化 经不 同浓度各供试化合物作用后，土壤脱氢酶恬性变化见表 2。 

结果表明：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脱氢酶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且随着各配合物浓度增加，美 

蓝退色的时间增长，即土壤脱氢酶活性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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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供试化合抽对土壤中细菌、霉菌生长的影响 

Tab．1 The Effect of Compound on the Growth of Bacteria and M old in Sol 

表 2 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脱氨酶活性影响 

Tab·2 The Effect of Compound Soil Dehydroge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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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供试化台物对土壤过氧化氧酶影响 

Fig．I The Effect of Compound on Soil Cata1ase 

图中：口 ：对照土样} △；氯化铺眯唑配合物 ● ：氯化错眯唑配合物； ▲：氯化铺咪唑配合物 0
：氯化钇眯唑 配 

台物 ； × ：氯化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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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文对 4种氯化稀土盐与咪唑配合物和一种单一的氯化稀土盐对土壤微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 了初 

步研究 ： 

(1)土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但总的可分为原核微生物与真核微生物 ．其典型代表为细菌和霉菌 ，故 

选此二类菌为测定对象。结果表明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并且对原核微生 

物的抑制作用强于真核微生物，这与实验室对纯种细菌和霉菌作用的测定结果相一致 。 

(2)对土壤过氧化氢酶和脱氢酶活性变化的测定结果同对土壤中微生物生长的抑制作用呈正相关 

性，故认为各供试化合物对土壤微环境生态平衡均具有一定的危害作用。然而与实验室对纯种细菌和植 

物病原霉菌的抑制作用相比 ，这几种化合物在相应浓度下对土壤微生物的抑制率明显较小，故认为在 

合适浓度下它们作为杀菌剂仍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而对于其他稀土配合物是否有同样的作用尚需进一 

步研究。 

(3)实验结果还表明：4种供试稀土配合物中，氯化镨咪唑配合物对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和土壤呼吸 

强度抑制力相对较高。 

以上研究结果提示：稀土的广泛使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使用时应在其浓度或配比等方面 

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其对 自然环境产生危害，使我鼠丰富的稀土资源真正用于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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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ordination Comp|exes of Rare Earth 

Chlorides with Imidazole on Soil—microenvironment 

Huang Jianxin Yang Yixin Yuan Chengling。 

(Department ofBi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710,3369．Xi an) 

Abstract The effect of four kinds of coordination complexces of the rare earth chlorides with imida— 

zode；RE C13·2Im ·2HCl·4H2O(RE— La，Pr，Dy，Y ；Im =Imidazole)and simple chloride salt on soil 

microenvironment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laboratory．The result shows th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rare earth coordination compounds may have certainly inhibitory effect on bacteria，mold，catalase 

and dehydrogenase in soil．When concentration of the rare earth compound is 20mg／g．inhibitory effect 

on bacteria is 64 ～ 7l ，on mold is 30．3 ～ 43 ，and on soil—catalase is ZI．5 ～ 38
． 3 ；It can not 

be ignored that the rare earth coordination complexes has effect on soil microenvironIllent． 

Key words rare earth；coordiationComplexes；soilmieroenuiromnent；inhibitory；soil enzymtic acliv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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