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质对两种植物幼苗暴露及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小麦来说，ＰＦＢＳＫ对其出苗及幼苗生长影响显著，
最高浓度组对出苗抑制率达到８７．５％，鲜重抑制率达到９１．９％，小麦出苗终点的ＬＣ５０值为５６．４５ｍｇ·ｋｇ

－１

（９５％置信区间：４６．６８～６６．５４ｍｇ·ｋｇ－１），鲜重终点的ＥＣ５０值为４５．０９ｍｇ·ｋｇ
－１（９５％置信区间：３２．６６～

５６．０２ｍｇ·ｋｇ－１）。相比之下，样品对水稻影响较小，最高浓度组对出苗抑制率只有５．５％，对鲜重抑制率也
仅达到２６．３％。水稻出苗终点的ＬＣ５０值和鲜重终点的ＥＣ５０均大于１００ｍｇ·ｋｇ

－１。通过对ＰＦＢＳＫ理化特
性和环境存在浓度调查可知，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主要可能源于两种植物本身对该物质的敏感程度不同或

样品造成了培养基质理化性状的改变，从而影响了植物生长。一般情况下，该物质浓度背景值较低，性质稳

定，对植物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全氟丁基磺酸钾；毒理实验；ＥＣ５０；ＬＣ５０

Ｔ２．１８　全氟磺酸类化合物在氧化铁表面的吸附行为机制

冯鸿儒，蔺　远，孙玉贞，曹慧明，傅建捷，张爱茜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目的　了解全氟磺酸类化合物在氧化铁表面吸附行为的分子机制对了解该化合物的环境过程并
进行有效的污染控制十分必要。方法　以真实环境下的水氧化铁界面结构为基础，构建包含水、全氟磺酸
类化合物和氧化铁表面的界面体系，综合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和量子化学计算的手段，研究全氟磺酸类化合

物在氧化铁表面的吸附机制，确定全氟磺酸类化合物与氧化铁表面的作用方式和其吸附形态。结果与结论

　在模拟条件下，碳链长度分别由四碳到八碳的全氟磺酸类化合物均在４ｎｓ后吸附到氧化铁表面，在之后
１ｎｓ平衡振荡中未观测到明显脱附。与脂肪酸（月桂酸）的垂直于氧化铁表面的吸附方式不同，全氟磺酸类
化合物倾向于以碳链平行于表面的方式进行吸附。吸附结果显示在较低浓度下，全氟磺酸类化合物吸附未

达到氧化铁的单层饱和覆盖度时，其倾向于以长轴平行于氧化铁表面的吸附方式，且主要依靠全氟磺酸类化

合物中的Ｆ原子与羟基化氧化铁表面的Ｈ原子之间形成氢键作用而相互结合。分析不同链长全氟磺酸类
化合物在垂直于氧化铁表面的位移大小和氢键作用的强弱，总体上呈现出随着碳链增长，吸附作用增强的趋

势，ＦＨ氢键的数量增加是导致其吸附性能上升的因素之一。而全氟丁基磺酸在动力学模拟中垂直方向上
的位移明显小于全氟戊基磺酸及全氟己基磺酸的位移，究其原因可能源自四碳链全氟磺酸类化合物体积小，

受到与周围水分子形成的ＦＨ氢键影响较小，而碳链长度短，直线构型不易发生变化，在表面上容易调整为
能量较低的平行表面的吸附模式。

通讯作者：张爱茜，Ｅｍａｉｌ：ａｑｚｈａｎｇ＠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Ｔ２．１９　丙烯醛对ＰＣ１２细胞的毒性作用及其机制

陈佳红，朱文秀，潘菲菲，胡　宇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３６）

　　摘要：目的　探讨丙烯醛对其毒性作用及其可能机制，为丙烯醛对阿尔兹海默症（ＡＤ）的发病机制研究
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细胞急性毒性实验（ＣＣＫ８毒性实验和集落形成实验）测得ＬＣ５０；运用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
Ｍ３型酶标仪对不同浓度丙烯醛处理后的细胞内总 ＧＳＨ含量和胱天蛋白酶３酶活性进行测定，并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胱天蛋白酶３蛋白质在不同浓度丙烯醛处理 ＰＣ１２细胞后的表达情况，从而了解细胞内
氧化还原状态和细胞死亡机制；同时通过测序初步筛查丙烯醛诱导ＰＣ１２细胞的 ｍｉＲＮＡｓ差异表达。结果
　丙烯醛经ＣＣＫ８急性毒性实验测定其 ＬＣ５０＝２９．９０６５μｍｏｌ·Ｌ

－１，集落形成实验测定 ＬＣ５０＝２１．６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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