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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几
,

种化学毒物对泥 蜡吸收
‘’C a 的影响

,

结果表明C
u ,

Z n ,

Pd
,

c d
,

H g 等重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对泥蜡 的血液
、

软组 织吸收
呜 , c a

有抑 制作

用
,

其中C d 的抑制作用最强
,

其次是C u 和H g
.

但这些金属元素对泥蜡外壳吸 收
礴, C a

的抑制作用不 大
.

三种能量代谢抑制剂对泥蜡吸 收
礴, C a

的作用表明
呜 , C a 的

吸收是主动传输过程
.

泥蜡是生活在潮间带和潮下带浅水区泥砂质底的主要经济贝类
,

它们受到陆源污染物

质影响的机会甚多
.

关于污染物对贝类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 〔1
一
3 〕

,

但多数的报道集中在

户 急性和亚急性实验
,

或对某些酶活性的影响
.

至于在慢性中毒的情况下对贝类生长的影响
,

则报道较少
.

C a 作为贝类外壳的主要结构材料
,

它的代谢状况与贝类的生长关系十分密切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贝类的生长情况
,

故本文着重研究几种重金属对泥蛇吸收
4 ’C a 的影

晌并考察贝类吸收 c a
与能量代谢的关系

,

为保护滩涂养殖业提供参考资料
.

一
、

实 验 方 法

把泥蜡月
; e a 尸r a n o s a L in n a e u s (体长 3

.

1 一3
.

2 e m
,

毛重 8
.

7一 10 9 ) 的外壳彻底洗

刷干净
,

分别培养于含有不同毒物的过滤海水中
,

并加入
‘’C a ( 14

.

8 ‘ 10 4 B q / d m
, )

,

培养

6 天后取样
,

各取 5 个
,

重复 2 次
,

其中对照组每隔 1 天取样 1 次
,

以进行浓集过程实验
.

泥蜡取出后用自来水冲洗并培养于天然海水里
,

静置 15 分钟
,

让其排出外循环的海水
,

再

用自来水和 0
.

5
0 。, E D T A 一 2 N a

水溶液轮番清洗数遍
,

最后按需要解剖出各组织器官
,

制

成均匀微薄的测样
,

所有实验组合如表 1 所示
.

用国产FH 一 40 8 自动定标器和 FJ 一 36 7 塑料晶体测定
礴 5C a的日放射性

,

仪器计数效率

4 4
.

3 0
·

0 .

本文 19 88 年 4 月 19 日收到
.

修改摘于 19 8 9年12月 5 日收到
.

.

雄招才同志参加部分实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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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组合
’

{ 浓蔚
(m o d m

, )
添 加 物 添加物浓度

一——
一

———
一 一

州 一 一
-

—
一

C u S O 4
.

5 H 2 0

Z 心0
‘ ·

7 H 2 0

Pb ( N O
3 、 2

C d S O
‘

H g C 12

3
。

6

17
。

6

14
。

4

1〔)

n
。

2

蔺萄绪

A T P

K C N

C H Z
一

C O O H

D N P

O
。

5 甄

0
.

创 m 只/ d m ;

16 , m o 【犷d m
多

1叉J 5
m o l了 d m

;

川
‘
m ol

了 d m
多

unbdgC2PCH

·

重金属的实验浓度均取我国海水水质标准规定浓度的 20 倍t
.

二
、

结 果

(一 ) 泥蜡吸收
4 ’C a的过程

图 l表明泥蛤软体部分 (软组织和血液 ) 及外壳对
‘’( a

的吸收特点
,

即软体部分初期

的吸收速度相当快
,

但浓集系数不大
,

3 天后就稳定在2
.

5左右
;
外壳的浓集系数更低

,

浓

集曲线始终平稳
.

说明
4 ’C a

并不作为污染物质被大全浓集
,

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成分被泥蜡
‘

吸收
,

故浓集系数不可能高
,

尤其是外壳
,

它的基本成分是钙盐
,

可是它对
4 , C a

的浓集系

数甚微
,

说明外壳对C a的利用并非直接从水中吸附或吸收
,

而是通过体内的吸收之后
,

再

转化为外壳的组织成分
,

随着机体生长的需要
,

而吸收C a 的增长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

可食部 分

详

图 1

(二 )

泥蜡对
月’C a 的浓集过程 图 2 毒物对泥蜡血液吸收

月 , C a 的影响

毒物对泥蜡暇收
‘, C a的影晌

图 2 显示 了所添加的各类毒物均抑制泥蜡血液对
4 5 C a 的吸收

,

抑制的顺序为C d ) I -

C H : 一 C。〕H > H g 》 C u ) D N P > Pd > KC N 卜 2 0
.

各组合对
刁’C a 的吸收分别为对照的

46 %
,

52 %
,

64 %
,

65 %
.

73 %
,

81
。

厂

。 ,

87
月二 .

上述毒物对泥蜡软组织吸收
4 5 C a

的抑制程度

比血液严重
,

但作用的顺序有些变化即 I 一 C H : 一
C () OH 少C d 夕 D N P 少C u ) P b ) K C N

) H 只> z n .

各组合的吸收分别为对照的 9 %
,

16
址 ,

18 q;
,

2 5 %
,

34 九
,

35 %
,

36 气
,

47
。、 (图 3 ) ;这些毒物对外壳吸收

4 ’C a
的抑制程度最轻

,

其中 C d
,

九 两个组合还高于对



1 期 蔡福龙等
:

若干化学毒物对泥蜡吸收
‘’ C a 的影响

照值
,

如图 4 所示各组合的吸收百分数为H g 55 %
,

D N P 6 1 %
,

2 n 77 写
,

K C N 7 7%
,

C o sZ %
,

I一 C H Z 一 C C咬)H 8 6 %
,

P b 11 4 %
,

C d 13 9 9石
。

12 5

里
, “

拉 s0

7550250

以佘随

对瓜 C u Z n P b C d H‘K CN DN P O‘J‘上司
对瓜 C u

图 3 毒物对泥蜡软组织吸收
嘴 S C a的影响 图 4 毒物对泥蜡外壳吸收

4 ’C a 的形响

(三 ) 毒物对泥蜡各器官吸收
‘’C a的影响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种毒物抑制的主要器官不一样
,

其中C u 是斧足
,

Z n 是鳃
,

P b是外套膜
、

消化腺
,

C d 是 闭壳肌
,

H g 是肠
,

K C N是外套膜
,

I
一
C H : 一

C 0 0 H 是鳃
、

闭壳肌
,

D N P是斧足
、

消化腺
.

表 2 各种毒物对泥蜡各器官吸收
呜’C a的形晌

一一

毒 物物 外套膜膜 鳃鳃 闭壳肌肌 斧 足足 肠肠 消化膝膝 血液液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ddddd 你 11 / ggggg d P们1/ ggg
000 d p n 了想想 俘勺勺 d 脚1/ ggg

。打打
d 冈1 / ggg 999 d p m / 卫卫l %%% d p m / ggg %%%

对对照 } 心
.

::: l心少000 创
。

OOO 10 000 42
。

000 10 000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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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10 000 18 777 10 000 2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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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u : 1
.

4
.

666 2 1
。

lll 14
。

了了 23
。

OOO 35
.

555 别
.

55555 000 10
。

333 9
。

333 25
。

777 13
。

777 l通999 64
。

444

ZZZ n
’

不 )
。

艺艺 忙一一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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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 23
。

222 55
。

())) 足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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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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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37
。

999 70
。

999 3 7
。

999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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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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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b { 一一 一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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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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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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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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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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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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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6 000 17 0
。

222 73
。

444

fff cd 比
.

、、

} ! 8
.

555 ! 1
。

333 17
。

777 0
。

8 000 1
.

999 8
。

888 2 7
。

333 27
。

888 2 5
。

III 1 1
。

222 6
。

000 10 888 46
.
666

““ g } 加
·

飞飞 }约
.

555 3 3
。

555 52
。

宝宝 16
.

111 38
.

333 14
。

888 46
。

000 2 1
。

333 19
。

222 弓6
。

888 3 0
。

444 13 8
。

333 59
。

666

KKK (
一

N } 6
.

777 ,
.

了 {{{
一 13

.

111 2(
l。

555 27
。

333 6 55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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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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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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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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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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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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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气, 口口

III C 卜1
之

C O (?) 日 { 一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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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l; I) N p } 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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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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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37
。

888

}
7

·

了了 18
。

33333 000 8
。

111 7
。

33333 000 15 0
。

888 65
。

lll

三
、

讨 论

一 ‘
重金属的毒性作用

当铺以硫酸锅的形式存在时
,

能溶于水中
,

极易被海洋生物吸收
,

而且在环境中与其

他有害物质具有协同作用
,

因而特别危险
.

在本实验里
,

它对泥蜡血液和软组织吸收
4 ’C a

的抑制作用是诸重金属之冠 (图 2
,

3 )
,

表明它具有相当大的毒性
.

据报道 {4, 5 〕
,

c d 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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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骨骼具有脱 C a
的作用

,

可是本实验中C d的作用却促进 了外壳对
礴’C a的吸收

.

这可艘

是泥蜡的外壳被脱钙后变得疏松
,

容易对外来的
礴’C a

产生吸附所致
.

铜是生命所必需的徽

量元素之
一 ,

它对哺乳动物薄性不大
,

但水溶性的氯化铜
,

硝酸铜和硫酸铜对水生植物的

毒性却很高
.

本实验里
,

它对泥蜡的血液和软组织的毒性作用 与H g 相当
.

王初升 仁’〕在泥

蜡的研究中也证明
,

在血液和软组织中 C d和 C u 的浓集系数是较高的
.

汞虽然是普遍公认

的毒物
,

但毒性以有机汞最大
,

而无机汞的中毒是部分或可逆的
,

本实验中它的毒性不妇

C 么 除了浓度比C d 小 3z 倍之外
,

这可能是其中因素之一 P b
,

z n
对泥蜡的血液和软组

织吸收
4 ’C a

的影响不如C d 和 C u 那样一致
,

但总的说
,

其抑制作甩的顺序仍然是 P b 、、 2 n
.

P b和 H g 一样也是有机铅的毒性大于无机铅
,

它主要引起神经系统
、

造血系统和血液方面

的病变
,

故在本实验中
,

它的毒性较小
,

除了泥蜡软组织以外
,

对班摧吸收
4 ’C 碑的抑制不太

大
.

z n 虽然是人类和哺乳动物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但过量了仍有毒性
,

尤其对海

洋生物要比人类和温血动物大许多倍
,

可是和上述几种重金属比较
,

尽管本实验中所用 2 .

量较大
,

而它所表现的毒性却是较小
.

(二 ) 能 t 代谢在泥蜡吸收
碑’C a 中的影晌

在本实验中
,

供能过程对泥蜡的三种组织器官吸收
4 ’C a 的影响不尽一致

.

但总的看来
,

泥蛆的血液
、

软组织
、

外壳对
今’C a 的吸收是个需能的过程

,

不是简单的表面吸附或体内扩

散 〔“〕
.

佩化钾
、

碘乙酸
、

2
,

4 一
二硝基酚等三种能量代谢抑制剂对泥材吸收

‘, c a 都起 .

制作用
,

尤以碘乙酸最明显 (对血液和软组织而言)
。 ,

表明泥蜡的血液
、

软组织
、

外壳对
4 , C a的吸收是个主动传输过程

,

糖酵解所提供的能量占有重要的位置
.

四
、

结 语

1
.

C u ,

z n
,

P b
,

C d
,

H g 等重金属的无机化合物对泥蜡的血液
、

软组织吸收
4 5 C a的

抑制作用最强的是硫酸锡
,

其次是硫酸铜
、

氯化汞
.

2
.

各种毒物影响泥蜡吸收
4 ’C a 的各紧要器官是 C u 一

斧足
,

Z n 一鳃
,

P b 一
外套膜

、

消化腺
,

H g 一 肠
,

K C N 一外套膜
,

卜 C H : 一 C。〕H
一
外套膜

、

鳃
、

闭壳肌
,

D N P
一

斧足
。

消化腺
.

3
.

泥蜡的血液
、

软组织
、

外壳吸收
呜’C a的过程是主动传输过程

,

与生物氧化
,

糖公

解
,

A T咧内消耗等代谢关系密切
,

其中糖酵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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