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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赤潮的发生呈现出频率增加 ! 规模扩

大 !新的赤潮藻种不断出现 !有毒赤潮藻比例上升以

及赤潮危害程度日益严重的趋势 ∀在有害赤潮的监视

监测及研究中 目前常用的根据现场生物受害情况和

引发赤潮的主要藻种来判断有害 !无害和有害程度的

方式存在着许多局限之处 所以在赤潮灾害发生时

往往缺少应对措施以减少损失和保障人民健康水平

因此 对赤潮的毒性和危害性直接进行评价已显得越

来越重要 ∀只有了解现场赤潮海水的毒性 才能对赤

潮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全面的评价和预测 只有了解

所发生赤潮的致毒原因及潜在威胁 才能制订出合理

的应对措施 可见赤潮的毒性评价和灾害评估已势在

必行 ∀为此 作者建议在我国的赤潮研究 !监视监测

中 应将赤潮发生现场的毒性监测结果 生物监测和

化学监测 作为重要的数据列入赤潮的有关报告中 ∀

赤潮和有害赤潮

赤潮 也称红潮 通常是指一些海洋

微藻 !原生动物或细菌在水体中过度繁殖或聚集而使

海水变色的现象 ∀藻华 有时称水华 是指

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的一种现象 习惯上将水体中藻

类达到一定密度后的藻华称作赤潮 ∀藻华和赤潮是一

种自然生态现象 圣经中就有过赤潮 海水变色 的记

载 相当一部分赤潮 藻华是无害的 它们自生自灭

然而 近年来能产生毒素和其他有害影响的赤潮 藻

华频繁发生 !规模不断扩大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并危害着人类生存环境 故目前称这类赤潮 藻华为

有害藻华 ∏ 为符合习惯 可以将

其称为有害赤潮 ∀ 海洋浮游微藻是引发赤潮的主要

生物 在 多种海洋浮游微藻中有 多种能形

成赤潮 其中有 多种能产生毒素 ∀有害赤潮的主要

危害形式有 种 第 种情况是 有些赤潮藻能产生

毒素 毒素在贝类和鱼体内累积 人食用时中毒 严重

的能导致死亡 第 种情况是 有些赤潮藻能产生毒

素危害鱼类等海洋生物 如 年广东的裸甲藻和

棕囊藻赤潮产生的溶血毒素都导致了大规模的鱼类

死亡 第 种情况是 另外一些赤潮藻虽然无毒 但能

对鱼鳃造成堵塞或机械损伤 还可能由于死亡时大量

耗氧而使海洋生物窒息死亡 ∀赤潮发生和消亡过程

中 水体中溶氧 ! 值和营养盐等环境因子显著变

化 各种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海洋生态系

统失衡恶化 渔业资源和海产养殖业受损 同时赤潮

藻毒素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

我国赤潮发生概况与趋势

我国最早的赤潮报道是 年原浙江水产实

验场费鸿年记录的发生在浙江镇海至台州 2石浦一

带的夜光藻 Νοχτιλυχα σχιντιλλανσ和骨条藻 Σκελετονε µα

χοατατυµ 赤潮 ∀根据我国环境质量通报 !中国海洋灾害

等有关文献 自 ∗ 年我国共发生了 次赤

潮 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自 年代开始 赤潮的发生

数量不断上升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中国工农业发展

沿海城市人口增加 环境污染和富营养化加剧引起

的 另外也与人们对赤潮等环境问题意识的增强和监

测力度增强有关 ∀ 以来由于赤潮造成的经济损失

每年高达 ≅ 元以上 有些特大赤潮 一次就能

造成几亿元的经济损失 并能影响到几千平方公里的

海域 ∀ 连续 在渤海 !东海和南海

发生了面积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特大赤潮 ∀

目前常用的赤潮危害判断方式

对于赤潮的危害 人们大多根据现场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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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情况或引发藻种进行判断和报道 ∀由于生物的

致死原因是多样的 正如上述 有的可能是毒素致死

有的可能是缺氧窒息死亡 还有的可能是由于藻细胞

上的钩刺损伤 ∀从死亡的现象上来判断致死的明确原

因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而且在现场时 对一些个体较

小的浮游动物的影响容易被忽略掉 因此仅根据现

场观测到的海洋生物的死亡进行危害报道和预测往

往是不全面的 也难以体现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 ∀

根据藻种组成进行危害 毒性判断是基于人们以

往对藻种毒性的研究基础 但由于藻种的鉴定有时也

有一定的难度 有时一个藻种的确定需要长时间的反

复电镜光镜的比较才能确定 而且新的赤潮藻种也在

不断出现 再者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赤潮藻的毒性类

型的了解还很不全面 根据藻种组成判断毒性就存在

了很大的局限性 ∀ 另外 同种藻的不同藻株或同一株

藻的不同状态 !不同时间下 其毒性都可能有差异 ≈ ∀因

此 非常有必要对现场赤潮海水进行取样 直接通过

生物和化学方法进行客观的毒性评价 ∀

开展赤潮现场生物和化学的毒性监测

黑褐新糠虾和扇贝 ≈ 等典型海洋生物已成功地

应用于我国有害藻的生态毒理学研究中 几种生物毒

性测试法也已开始尝试应用于赤潮的毒性评价 ≠ ∀

我们建议赤潮的生物监测方法是选取我国海洋生物

中各门类浮游动物 !贝类 !鱼类中的典型生物为代表

并以小白鼠作为人类和哺乳类的代表 进行有害有毒

藻的毒性研究 并加强方法的标准化 发展多种简便

易行的能适合进行赤潮现场海水评价的生物毒性测

试方法 而且加强从各种致毒角度着手的细胞 !免疫

和酶活性等生物学检测法的研究 得到赤潮可能引起

的亚致死水平下的毒性影响 如是否有潜在的致癌效

应等 ∀通过对赤潮海域的现场海水进行取样 客观地

进行各种生物毒性实验 评价赤潮的毒性 了解和预

测赤潮爆发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危害 ∀

由于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 对于直接危害人类

健康的麻痹性贝毒 °≥° !腹泻性贝毒 ⁄≥°!记忆缺失性

贝毒 ≥°和神经性贝毒 ≥°等藻毒素的结构和致毒

机制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发展了高压液相色谱 ° ≤ !

液2质联用 ° ≤2 ≥等化学分析方法 在我国 也已

建立起了麻痹性贝毒 °≥°的 ° ≤分析方法 ≈ ∀这

些化学的分析方法具有检测限低 ! 定量准确等优点

但往往需要昂贵的仪器 !标准毒素和经验丰富的专业

人员 而且化学的方法一般限于一些已知毒素的分析

检测中 ∀ 而生物检测法能发现一些潜在的毒性物

质 但存在着特异性低等方面的不足 ∀因此 有必要

结合两类方法来进行有害赤潮的毒理研究 即利用快

速简便的生物学方法进行毒性评价和扫描 利用化学

方法进一步进行定性和定量 ∀

根据毒性评价结果进行危害评估和

制订应对措施

在我国目前的赤潮报告中 比较全面的调查一般

包括赤潮发生时间 !地点 !面积 !引发藻种 !藻密度和

环境因子 温度 !盐度 !营养盐等 以及赤潮造成的海

洋生物死亡情况和经济损失 而往往缺少对该赤潮的

毒性及其危害影响的报道 ∀有了赤潮对各类生物的毒

性及潜在影响的评价 就可以根据波及的范围 结合

当地海产资源和海产养殖情况及赤潮发生对市场可

能造成的冲击进行危害评估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应

对措施 ∀

当检测到了某种赤潮毒素或发现赤潮的海水样

品能引起小白鼠中毒时 应当考虑在该海域禁止贝类

等海产品的采集和上市 进行警示以防止人们食用污染

海产品而发生中毒 并密切监测该海域生物的毒性水平∀

当发现赤潮对某类海洋生物有危害时 可以考虑

在该赤潮可能波及的范围 对此类海产养殖生物提早

进行转移或收获 以减少损失 ∀

赤潮灾害发生后 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惧心理而拒

食海产品 ∀实际上如果毒性评价结果表明赤潮并没有

毒性 海产品的死亡是由缺氧和机械损伤引起的 就

可以考虑受害水产品的利用 ∀即使有些赤潮产生了某

些毒性物质 也可考虑去除毒物的累积部位如消化

腺 对其肌肉部分进行加工利用 从而避免大量的浪

费 当然这需要在科学指导和严格的监测下进行 ∀

综合上述 鉴于我国有害赤潮的严重性 !多发性

和大规模性 这个问题已引起了科学界和政府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为保障沿海海洋环境和养殖业的可持

续发展 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 加强我国有害赤潮爆

发机制的研究 在赤潮爆发时 采用可靠 !快速的各种

实验手段科学和客观地评价赤潮的毒性已势在必行

只有这样 才能了解和预测赤潮爆发可能带来的损失

和危害 制订相应措施 减少有害赤潮对人类健康的

威胁和海产养殖业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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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年的 上升为 这是5海洋科学6的编

委 !广大作者及本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感谢您们

对我刊的大力支持 欢迎继续投稿 !继续支持我们 共

创5海洋科学6新的辉煌 ∀

本刊编辑部

ƒ ×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