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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田间农作物对环境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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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油菜田、小麦田以厦相邻空地的空气负离子监测，研究了冬季油菜和小麦对空气负离子的贡献。结果表明：油菜和小麦能增 

加周边环境中空气负离子浓度，且在幼苗期表现明显；油菜和小麦虽属不同的科，但对环境中空气负离子产生的贡献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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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Winter-season Crops to Negative Air Ion 

WANG Jia-bao et al (Key Laboratory of Ion Beam Bio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Ion Plasma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ience，Hefei， 

Anhui 2300311 

Abstract The contribution of winler-season crop-rape and wheat to the negative air ions were monitored in the experimental fields．Though the 

negative air ion concentration was sensitive to ambient environment．we gund that rape and wheat crops can contribute to inerease negative air 

ions in ambient air．This kind of contribution was nluch more obvious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young crop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contribution between rape and wheat was found though they represented dicotyledon and monocotyled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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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气环境研究主要集中于空气中有毒粒子、]：业 

污染以及人类 日常耗能活动能引起的污染。 自从 1976 

Kreuger和 Reed旨次报道空气负离 (Negative air ion，NAI) 

的生物学效应『l1，关于空气负离子研究报道 日益增多。Sulman 

和 Charry等都出版了一部关于空气离子的专著12,31，表明空气 

负离子能够杀菌、沉淀空气颗粒，且具有医疗保健功效14-hi。 

虽然森林、景区及城市功能区等生态环境下空气负离子研 

究报道屡见不鲜[10-141，但农田生态环境下卒气负离子研究却 

未见报道。在冬季，人们容易患抑郁症等季节件综合症，空 

气负离子能有效治疗该病症Ig,9I，而当时多数植物都已落叶， 

只有农田作物仍然生长旺盛，为此笔者监测冬季油菜田、小 

麦田及相邻空地环境空气负离子情况，以期阐明冬季农田 

生态环境中油菜及小麦对空气负离子产生的贡献。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地点选择及田间安排 监测地点为中科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离子束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的实验田内， 

该地距离市区约 11 km。供试小麦及油菜种子由该实验室 

提供，油菜 9月 20日播种，小麦 l1月 18日播种，播种时在 

油菜田和小麦田中间安排一块空地，作为对照，常规栽培。 

1．2 仪器选择及监测方法 采用日本Andes公司生产的智 

能便携式空气负离子测量仪ITC-201A，它能够测量迁移率 

为 0．6 cmV(V·S)的空气粒子。该仪器测量空气负离子的同 

时，可以测量环境温度和湿度，并做记录储存。数据采集使 

用机器自带软件。油菜田监测从 2004．10-25开始，小麦田监 

测从 2004—12 开始 ，2种作物田问监测均到 2005 _28 

结束，其中雨、雪及大风大雾天气监测终止。每次监测时问 

1l：00～l3：00，随机监测 10 min，记录 10 min监测结果的平 

均值(图中红色标记)，使用0rigin 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监测时，仪器进气IZl距离油菜和小麦植株50 Clll，仪器放在 

10 cm厚的泡沫塑料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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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0 nan内空气负离子随机监测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油菜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及温度、湿度监测 2004． 

10-25—2005-04-28，油菜田监测共采集有效数据 89组。图 1 

显示了 1次随机监测 10 min的结果。该结果系仪器记录结 

果经配备软件绘制。图 2展示了油菜田和宅地环境中空气 

负离子及环境温度、湿度变化情况。图中第 l_30次监测期 

间，油菜正处于旺盛生长期，第 70～80次监测期间，油菜处 

于盛花期。进入 5月份，合肥冬季已经结束，万物复苏，多数 

落叶植物开始发叶，监测终止。图2a表明，在油菜营养生长 

旺盛期和开花盛期，环境空气负离子浓度较高。Tikhonov等 

报道在对盆栽植物根际土壤高压放电时，幼嫩植物产生空 

气负离子能力强于老弱植物旧。该监测结果与其相似，尽管 

所监测的环境中，幼苗期宅气负离子浓度与成苗期无数量 

级的差异，但油菜旺盛生长期环境空气负离子浓度较其他 

时期高。 

图3表明，油菜田空气负离子水平较牵地高。图 3中趋 

势线反映了油菜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趋势，可见 

油菜田中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较宅地剧烈，这说明油菜对 

空气负离子贡献明显，尤其是在旺盛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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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油菜田和空地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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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蓝线为油菜田 NAI浓度；红线为空地 NAI浓度； 

黑线为各自变化趋势线。 

图3 油菜田和空地 NAI浓度变化比较 

2．2 小麦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及温度、湿度监测 2004—1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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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5434-28，共采集有效小麦田监测数据 51组，图4展 

示了小麦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及环境温度、湿度变化情况。 

其中第 1～10次监测时，小麦正处在旺盛生长的苗期。图4 

还表明，旺盛生长期的小麦对空气负离子更为显著，监测结 

果与油菜田相似。 

2．3油菜田、小麦田和空地同时期空气负离子监测比较 虽 

然油菜和小麦都是安徽省冬季主要农作物，但它们分别代 

表着双子叶和单子叶植物。Tikhonov在研究根际高压放电 

使植物产生空气负离子时指出，叶片带尖的植物如芦荟、仙 

人掌等能够产生较高水平的空气负离子II习。 

通过同时期的油菜田、小麦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监测， 

并对监测结果进行比较。由图5看出，油菜和小麦对空气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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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麦田和空地监测结果 

离子的产生都有贡献，但贡献不存在显著差异。 

3 讨论 

1970年Nemeryuk就指出植物能产生不同的空气离子 

包括空气负离子 。Tikhonov认为正常状态下植物产生空气 

负离子的能力很弱，难以检测，但在对盆栽植物根际土壤进 

行高压放电时植物产生高达 280x103／cm3空气负离子旧。该 

试验通过对油菜田、小麦田和空地空气负离子的监测，表明 

冬季这 2种农作物对环境空气负离子均有一定贡献。 

油菜和小麦在旺盛生长期对环境空气负离子贡献较显 

著，这与Tikhonov的植物对空气负离子产生的贡献“年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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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线为油菜田NAI浓度 ；红线的小麦田NAI浓度；蓝线为空地 

NAI浓度。 

图5 油菜田、小麦田、空地同时期 Nkl浓度比较 

赖”假设相吻合，可能原因是植物自身生物电势的变化。早 

在 1949年 Blinks就报道了植物生物电势的研究[17j，此后Jaffe 

等也研究报道了植物生物电势的研究[1Sl，Spanjer$等也研究 

了Lilium longiflorum Thunb自交和杂交受粉生物电势的变 

化㈣，这些研究都表明植物自身电势随代谢活动而改变。虽 

然目前由于条件限制而不能测定植物表面的电势变化情 

况，但可推断油菜及小麦在旺盛生长期对环境空气负离子 

的贡献显著是由于作物自身电势变化。植物在旺盛生长期， 

自身代谢活动加强，植株内生物电势增加，这种生物电势电 

场就会对环境空气粒子充电，空气中氧等在电场作用下便 

形成负离子。Tikhonov等的试验也检测出植物叶片产生超 

氧阴离子。 

研究表明，冬季油菜和小麦对环境空气负离子产生贡 

献。这将为发展冬季观光农业提出新概念，同时也为空气负 

离子理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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