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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方法

 主要材料

 贻贝!牡蛎 购自青岛市南山农贸市场∀

 实验动物 年幼雄性大鼠 只 体重约

∀

 方法

 原料预处理 用刀具将贻贝!牡蛎剖开

分离贝壳和软体部分 再将软体部分洗去泥沙 于

ε 烘干 磨碎过 目筛 密封备用∀

 动物实验 将 只雄性鼠分为基础饲料!

亚硒酸钠!贻贝!牡蛎 组 每组 只 分别饲基础饲料

含硒 ≅ 基础饲料加亚硒酸钠 含硒

≅ 基础饲料加贻贝 含硒 ≅ 基础饲

料加牡蛎 含硒 ≅ 实验期间大鼠自由摄食

和饮蒸馏水 共 周∀ 在实验 周后 测每组鼠体重及硒

摄入量 然后 进行代谢实验 收集 的尿及粪 测定

硒含量∀在实验 周后处死大鼠 采集血液 切取肝脏 分

别测定其硒含量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2°¬ 活

性∀ 基础饲料成分中 酵母!葡萄糖!玉米油!纤维素!混

合盐!混合维生素分别为

总硒含量为 ≅ ∀

 硒含量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精确

称取样品于凯氏烧瓶中 加入硝酸!高氯酸混合液 加

∗ 粒玻璃珠 静置 次日 于砂浴上加热 当剧

烈反应后溶液变为清亮无色并伴有白烟出现 继续加

热至溶液呈现淡黄色 立即取下 冷却后再加浓盐酸

继续加热 将此消化液用重蒸水移至 容

量瓶中 并稀释至刻度 上机测定∀

 ≥ 2°¬ 活性测定  ⁄° 偶联法∀

≥ 2°¬活力单位采用 Υ Λ # ∀

 结果

 含硒饮食对大鼠血及肝 ≥ 2°¬活性和

硒水平的影响 表 !表

表 1 含硒饮食对大鼠全血 Γ ΣΗ −Πξ 活性和硒水平的

影响

组别 硒含量 ≅ ≥ 2°¬活性

基础饲料组

亚硒酸钠组

贻贝组

牡蛎组

从表 实验结果可知 基础饲料组血 ≥ 2°¬活

性和硒水平比其他各组显著为低 而亚硒酸钠组!贻

贝组及牡蛎组 ≥ 2°¬活性及血硒水平 三者无显著

性差异∀

表 2 含硒饮食对大鼠肝 Γ ΣΗ −Πξ 活性和硒水平的影

响

组别 硒含量 ≅ ≥ 2°¬活性

基础饲料组

亚硒酸钠组

贻贝组

牡蛎组

从表 实验结果可知 亚硒酸钠组!贻贝组及牡

蛎组肝 ≥ 2°¬活性和硒水平显著高于基础饲料组

而亚硒酸钠组!贻贝组及牡蛎组肝 ≥ 2°¬活性及硒

水平与血硒情况相似 三者无显著性差异∀

含硒饮食对鼠体重的影响 表

从表 可见 不同饲料对大鼠的生长有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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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饲基础饲料组! 亚硒酸钠组!贻贝组及牡蛎组大鼠

的终末平均体重分别为

∀ 可见 贻贝及牡蛎能较好地促进

大鼠的生长∀

表 3 补硒 4 周后大鼠体重

组别 平均摄食量 平均体重

基础饲料组

亚硒酸钠组

贻贝组

牡蛎组

 周内每只大鼠平均摄食量∀

表 4 含硒饮食在大鼠体内利用率

组别 摄入硒 尿硒 粪硒 利用率3

Λ Λ Λ

基础饲料组

亚硒酸钠组

贻贝组

牡蛎组

3 利用率 摄入硒 粪硒 尿硒 摄入硒

 含硒饮食在大鼠体内的吸收与存留 表

从表 可见 硒利用率 基础饲料组和亚硒酸钠

组分别为 而贻贝组为

牡蛎组为 可见 四种含硒饮食在利用率方

面并无明显差异∀

 讨论

一般纠正缺硒的方法是利用无机硒化合物制成

的口服制剂∀ 许多研究揭示 有机硒化合物毒性低于

无机硒化合物 有机结合形式的硒在激发免疫反应

抑制大鼠诱发性肺癌等方面均较亚硒酸钠等无机硒

化合物显著∀ 而贻贝及牡蛎中硒大部分存在于蛋白质

和氨基酸中 即以有机硒形式存在∀ 本实验结果表明

与亚硒酸钠相似 贻贝及牡蛎硒易在体内消化吸收利

用 并能有效地提高大鼠全血及肝 ≥ 2°¬活性及硒

水平 具有较好的补硒效果∀ 因此 贻贝及牡蛎硒是值

得开发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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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国家七# 五攻关项目深海资料浮标投放于

水深!台风常经过的路径上∀海况和工作环境恶劣

因此对海洋资料浮标用传感器的研制提出更高的要

求∀ 各种传感器必须适应恶劣的环境 具有长期稳定

工作的性能 各传感器功耗要低 具有防腐和防生物

附着的能力 水文和气象传感器应具有良好的水密性

能和气密性能∀ 除风速风向传感器是采用美国

≠ ∏ 公司 型风速仪外 研制了水温!气温传

感器!波浪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海流传感器∀ 浮标方

位传感器!浮标倾斜传感器∀ 下面就各传感器的工作

原理和特点!技术指标!环境试验和现场使用情况进

行简要介绍∀

 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风速!风向传感器 ≠ ∏ 公司制造

的 风速传感器开始是为海洋数据浮标研制的

现在已应用于多种风速测量∀ 它的结构简单 是全用

塑料注塑的 轻便!耐腐蚀 没有滑环和电刷 因此可

靠!耐久 尤适于深海浮标用∀

风速传感器的旋浆是用聚丙烯材料制成的 旋桨

为四叶片∀ 桨叶转动带动浆在旋桨轴上的六磁极 安

装在中心线圈上感应出频率正比于风速的正弦交流

电压信号∀ 中心线圈是安装在主体的非转动部分 因

而不需要滑环和电刷∀

风向是由传感器的尾翼随风转动的位移 通过一

个联接器传送到一个导电塑料电位器上∀ 该电位器加

有激励电压 输出信号是一个正比于方位角的模拟电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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