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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化学品测试方法No.232《土壤弹尾目昆虫生殖试验》(Col-

lembolanReproductionTestinSoil)(2009)技术性内容一致。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

中心、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缪文彬、陈相、陈俊水、胡训军、王海婷、刘纯新、姚丽芳、蒋伟、陶海华、陈会明、

张静、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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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主要用于评估化学品对于土壤弹尾目跳虫繁殖能力的影响。该标准在已有的试验操作程序

基础上制定。无性生殖的Folsomiacandida 和两性繁殖的Folsomiafimetaria 是弹尾目跳虫的常见

品种,可通过养殖或经市场渠道获得。当这两种跳虫不能满足评估试验对某些特殊栖息地的要求时,也
可使用其他任何满足试验有效性的弹尾目种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土居跳虫是进行生态毒理学试验较为合适的品种。弹尾目跳虫是一种六足节

肢动物,长有一层纤薄的、极易被水和空气透过的外骨骼,与蚯蚓和线蚓相比,具有不同的暴露途径和

级别。
在大多数陆生生态系统中,生存于土壤和落叶层中的弹尾目跳虫种群密度一般为每平方米105个。

典型成熟个体为0.5mm~5mm,对土壤生物量和土壤呼吸作用贡献很低,仅为1%~5%。因此,土壤

弹尾目跳虫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土壤食微生物和小型动物的食物来源而扮演食物链中潜在的调节

者。土壤弹尾目跳虫本身可被包括壁虱、蜈蚣、蜘蛛、步行虫和隐翅虫在内的广泛分布而种类繁多的内

生和后生无脊椎动物捕食。土壤弹尾目跳虫有助于酸性土壤的分解。而由于蚯蚓和千足虫通常不存在

于酸性土壤中,弹尾目跳虫因而成为此类环境中除线蚓以外最重要的无脊椎动物。

F.fimetaria 跳虫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从沙土到壤土,从含细腐殖质到含粗腐殖质等几种典型土

壤中均广泛存在,是一种无眼无色的弹尾目跳虫,在全欧洲各地的农业土壤中均有发现。有杂食习性,
其食物包括真菌菌丝、细菌、原生动物和碎屑物等。F.fimetaria 通过接触与感染植物的致病真菌发生

相互作用,并影响真菌菌根,这一点与F.candida 的作用相同。与多数弹尾目跳虫物种一样,F.fime-
taria 跳虫为有性生殖,要求一直有雄性受精卵的存在。

F.candida 同样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尽管在一般土壤中并不常见,此类跳虫在富含腐殖质的土

壤中大量存在。它是无眼无色素,叉骨(弹器)发达,时刻处于活跃的游移状态,一旦受到惊扰,就会迅速

的移动和跳动。F.candida 对生态的影响机制类似于F.fimetaria,但其栖息地主要是有机质含量更高

的土壤。F.candida 为无性生殖。雄性出现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一。

Ⅱ

GB/T35522—2017



化学品 土壤弹尾目昆虫生殖试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土壤中弹尾目昆虫(跳虫)的生殖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试验原理、试验方法和步

骤、数据与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评估溶于水或不溶于水的物质对土壤中弹尾目昆虫(跳虫)的生殖效应的影响。
本标准不适用于挥发性物质,即亨利常数或气/水分配系数大于1、或在25℃时蒸气压超过0.0133Pa

的物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10390 土壤质量 pH值的测定(Soilquality—DeterminationofpH)

ISO11268-2 土壤质量 污染物对蚯蚓(Eiseniafetida/Eiseniaandrei)的影响 第2部分:繁殖效

应的测定(Soilquality—Effectsofpollutantsonearthworms—Part2:Determinationofeffectsonre-
productionofEiseniafetida/Eiseniaandrei)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可观察效应浓度 no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NOEC
在给定的暴露期间,与空白对照比较,受试物质对目标生物没有产生明显不良效应时所对应的最高

浓度(p<0.05)。

3.2
最低可观察效应浓度 lowest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LOEC
在给定的暴露期间,与空白对照比较,受试物质对目标生物产生明显不良效应时所对应的最低浓度

(p<0.05)。

3.3
x%效应浓度 effectconcentrationforx%effect
ECx

经与空白对照比较,引起受试生物的效应终点参数与对照组相比下降x%时的受试物浓度(p<
0.05)。 
3.4

x%致死浓度 lethalconcentrationforx%
LCx

导致x%的试验对象死亡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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