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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作为海区
” O S r

污染指示

生物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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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洋生物积 累放 射性核索的含脑监测海洋环境的放 射性水平
,

能克服利 用海水进

行监测需要大量水 样的缺点
,

达到快速
、

简便
、

节约人力
、

财力的优点
.

因此
,

生物 监测

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
,

是当前监测 方法研究中的 一个重点
.

众 所周知
,

贻 贝已越来越 多

地用于监测海洋污 染赶
’

,

2
‘

,

而在放射性监测方面也有过
一

些报道 火‘一‘
,

多数 集中 于监

测活化产物的研究
.

监测裂变产物的报道所 见甚少
.

在R ic e 的研究中 饰 J
,

曾报 到 过浮

游藻类对
”。s r的浓集

,

其缺点是流动性大
.

尚难反映特定海仄的放 射性水平
.

因此
,

本文

利 用生活 范围比较固定的贻贝来探讨它用 于监测 重要裂变产物
”OS r的可能性

,

以便 为进 一

步开展生物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

实 验

取体长为3
.

5一 5
.

Ic ,二
,

毛重为 6 一 10 9 的翡翠贻 贝 (M 、zilu s o ir ; d s L in n 。e u s )
,

洗

净外壳
,

去掉体表上的附着物
.

养于含有不问浓度
””S rC 12 的海水中

,

每天喂以扁 藻
.

进

行 28 天浓集实验
,

然后
,

再把部分贻贝养在不含
” OS r的海水中

,

进行28 天排泄实验
,

每周

换水一次
.

整个实验 系统
,

生物的水体 密度 为 2 个
「

}
,

不断通气
,

水温20 亡 土 2
,

海水盐度为28
.

按需要取出海水培 养液和 3 个贻贝
;

取出的贻 贝先放于干净 的海水中
,

静置20 分钟
,

待外

壳开启
,

排出壳内的外循环海水后
.

用 自来水彻底洗净外壳
.

并用0
.

5
‘ 。E D T A 几钠水 溶液

和 自来水轮番 冲洗 三次
.

然后解刹出各组织器
‘

!丫
,

制成均匀薄样
.

用 FH 408 自动 定 标

器 和F H
一

36 7探头的塑料晶体测量样品中
” ‘)S f的口放 射性

.

结果用浓集系数表示
,

仪器计数

率 为4 7
.

5 阮
。 .

本 文 于19 88 年l() 月执 日收到
,

修改稿 曰 9 8 9年 5 月 ( {I收到
.

.

林世泳
、

赖 招才参加部分 实验 上作
.

. ‘

科学基金项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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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讨论

(一 ) 贻 贝对 , “S r 的浓集
我们取整体贻 贝对

g O S r 浓度为 3
.

8 丫 10 ”
C r l的浓集系数制成图 1

.

由此 图可看出璧

个浓 集过程是时间的指数函数
.

在 24 天 以后
,

就趋于动态平衡
,

其浓集系数为 3
.

6 丫 10
’ ·

(二 ) 90 S r
在贻 贝体内的分布

台

nnU任qd释吸城长

裸暇喊锐

体 外 外 鳃 胃 脚 腹 闭 足

液 壳 套 肠 肌 足 壳 效

膜 肌

图 1 省翠贻 贝对
”” S r

的浓 集 图 2
” 。 S 「

在 店翠贻 贝体 内的 分 布

图 2 的结果 显示当贻贝浓集
9 ” S r 达到动态 平衡时

, ”” S r
在其体 内各组织 器官 的分布 十

分悬殊
.

其中浓集量最大的是足丝
,

其次是 胃肠
,

再次是外壳
·

它们 的浓集 系数分别为2
.

8 5

x l() ’ .

2
.

4 、 10
, ,

6
.

o x lo ” .

其他各组织 器官对
” “ S r的浓集甚低

.

其浓 集系数处于 1
.

3 一
3

.

5 x lo ”之间
.

其 中胃肠的浓集 系数高于富含钙的外壳
,

主要是贻贝摄食 了对
” “ S r浓 集能力强

的扁藻所致
.

我们 曾在另一个实验 中测得扁藻对
9
0s

r的浓集系数 为 2
.

2 又 10 “ .

这一 部 分 的

扁藻被贻贝摄食之后
,

在排出体 外之前仍留在胃肠里
,

从而提高了胃肠样品的放 射性含量
,

它并不代表胃肠对
g
os

r
的真正吸收

.

(三 ) ’”S r进入贻 贝体内的通道

表 1
” o s r

进 入贻贝各组织器官的时间进程 (d p m )

们朋:47邵用洲川

时 间

6 h

12 1-

1 d

2 d

1 d

8 d

16 d

24 d

12 h 一
24 d 平均

器 官

休液 外壳 外套膜 鳃 胃肠 胸肌 腹足

6() 6() Zf) 2 3 1 1 1 3 1 5 8

45 5 9 36 1 ] }6 冬) 7 1 !3 9

66 5 8 3 () 』2 1 2戈)3 3 4

15 !7 :亏9 5 〔号 12 (亏
一

12 3 :弓

27 14 7 :弓9 25 ! 从(宁 冬){) f布7

Zf) ! 7 1 3 8 27 2 (l工 3 2 42

28 {〕1 3 9 几」 2 5 弓 1() :亏 } 7

37 13 3 4 1 78 5 6 2 8 3 3 1

38 1「) 1 3 7 7弃 2川 65 54

壳肌

3 J

足钟

1 11

42 3 呀,

凭} 16

26 8()

6了冬1



2 期 蔡福龙等
;

贻 贝作 为海阿
”(S r

污 染指示 生物的 研究

表 1 的数据表明
, ”。S r 进入 贻贝体 内的通道是 多方面的

.

浓集实验仅进行 6 小时
,

在

每个组织器官均能检 出
”

OS
r ,

但 其中浓集量最高的是胃肠和足丝
,

其次是体液
、

外壳和腹足
.

因此
,

可以分析
”

OS
r进 入贻 贝体 内的过程 中

,

胃肠的浓集起着重要的作 用
; 而鳃

、

外套 膜

等呼吸 器官 及体壁的渗透也促使所吸收 的
”

()S
f 迅速转移到各个组织器官

.

体液 的
9

唱
「
含量

颇高
,

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
.

至于足扮 和外壳均由直接吸收或吸附所致
; 足丝的分泌器官

腹 足的
9
0S

r
含量颇高

, 一

几者也是 密切相关的
.

6 小时以后
,

各组织器官积 累量的变化 表现

如下几个特点
: ( 1 ) 外壳

、

胃肠和足丝 基本 卜是处 于持续 卜升状态
; ( 2 )腹足变化不大

:

( 3 ) 体液有所下降
: ( 4 ) 外套膜

、

胸肌
、

鳃
、

闭壳肌有所积累
.

(四 ) 贻贝各指示物浓集
”

啊哟 变化

我们取贻贝的体液
、

外壳
、

软组织
、

足扮作为 监测海区
”

OS
r的 指示物

,

考察它们浓集

go s r
含量 的变化

.

图 3 一 6 的结 果展示 了海水中
”

()S r
的浓度在 1 x 10 9

一 1
.

0 x lo
7
C i / l

的范围内时
,

贻 贝体液
、

外壳
、

软组织和足扮 等指示物对
”

OS
r
的浓 集量 随着浓度的增加而

2
,

8

2
.

4

2
.

()

1
.

6

—
浓集 曲线

一 一一 排泄 曲线

拟嵘瓣说彭膝斌径

、...月

厂一一一一

.C卜
、

不‘
.
.

汉
月..

卜
,

0
恤,..

子
勺
.
月只n

.....

丫
门..,一

、, .了
.

叨
几
..

图 3
一

拐翠 贻 贝体液 对
‘, ‘

名 r
的浓 集能 力 咚1 ! 为翠贻 贝外壳 对

” 。S 「
的 浓 集 能 力

保持一定的线性 关系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

7三
,

0
.

71
,

。
.

8 0
,

0
.

9()
.

这 比它 对
“。C o

浓集

的相关系数 稍 羊
,

.

经过 2、天的排泄 实验之后
,

其
’

()S r 的含量明 显减少
,

各浓度之间线

性关系也不 存在 J’
.

尤 其外壳在排泄实验时
,

吸附 了山贻 贝体 内引「出的
”

OS
r ,

故检测结果
,

- -

—
一
浓集曲线

一 一 一 排泄曲线

_ 一一介
(,

·

洲

卿训灿洲川

彩珊岌呀

翻僻衅锐

图 5 弱 翠贻 贝软 组织 对
”。S r

的浓 集能 力 图 6 街翠贻 贝足 妊 对
”。S r

的浓 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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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

8 x 10
7
C i/j 这 一点上外壳的浓集量降低甚微 ( 图 4 )

.

上述结果表明
,

贻 贝的足丝对
9
0S

r
的浓集迅速

,

而且浓集量大
,

与浓度间线性关系较

好
,

易于检测
.

通过检测其
g o
sr 的含量

,

再利用浓集 系数的关 系式 叮6 〕
,

除以由实验得出

的浓集系数
,

就可得知海水
”

()S
r的浓度

.

月

全占 语

1
.

翡翠贻贝整体对
9

唱
r的浓集在别 天 以后就趋于动态平衡

,

其浓集 系数为 3
.

6 x 1 0 ’ .

2
. ”OS r

在翡翠贻贝体内的分布
, _

卜要浓集在足教
,

其次是 胃肠和外壳
,

其浓集系数

分别为 2
.

8 5 只 1 ()2 ,

2
.

4 又 1 0 ’
,

6
.

0 又 1 0 ”
.

3
. ”

OS
r
进入 翡翠贻 贝体内的通道是多方面的

,

其中以胃肠占主要地位
.

4
.

海水中
”
OS

r
浓度在 1 丫 10 ”

一 3
.

8 x 10
7
C i月 的范围内

,

翡翠贻 贝的体液
、

外壳
、

软组织
、

足丝对它的浓集呈线性 关系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
.

7 5
,

0
.

71
,

0
.

即和 0
.

90
.

5
.

经排
:泄实验后

,

L述组织 器官里的
”

OS
r
含量明 显减少

,

残留量 与各浓度之间的线

性 关 系不复存在
.

6
.

可以考虑利用足丝作为监测海区
”

()s
r的指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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