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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用消毒剂对杂色鲍幼鲍的急性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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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常温静水的条件下, 分别用高锰酸钾、菌毒净、聚维酮碘对杂色鲍( H a liotis diver si2

color Reeve)幼鲍进行急性毒性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毒性大小依次为高锰酸钾> 菌毒净>

聚维酮碘。高锰酸钾对幼鲍 24, 48 h 的 LC50分别为 17. 1, 5. 18 mg/ L。菌毒净对幼鲍 24, 48

h 的 LC50分别为 105, 46. 5 mg/ L。聚维酮碘对幼鲍 24, 48 h 的 LC50分别为 530, 218 mg/ L。

菌毒净、聚维酮碘是较为理想的消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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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色鲍 ( H a liotis diver sicolor Reeve )是我国南

方的名贵海水增养殖经济种,价高质美, 养殖面积大,

产值高。由于杂色鲍在育苗和养成过程中经常出现

暴发性流行病和大批死亡的现象, 故科学地使用消

毒剂对杂色鲍养殖中疾病的控制和预防以及消灭传

染源、改善水质都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重金属离子和消毒剂对鲍的毒性仅见Mar2

t in[ 1]、H unt [2]、刘士忠等[3]、中村良一[ 4]、隋国斌[5]、

宋吉德[6]、桂英爱[7, 8] 对红鲍( H a liotis ruf escens)和

皱纹盘鲍(H a liotis discus hanna i )的报道, 而对杂色

鲍的药物毒性试验至今尚未见有报道。作者通过试

验,探讨了高锰酸钾、菌毒净、聚维酮碘等在鲍养殖场

常用的消毒药物对稚鲍的毒性和应用。

1  材料和方法

1. 1  幼鲍

购于深圳龙岗琯湖鲍鱼养殖场, 选取活力强, 体

质健壮,壳长 1. 56? 0. 17 cm, 体质量 0. 33 g ? 0. 10 g

的 7 个月龄左右的稚鲍。在试验室用取于该养殖场

的过滤海水冲气暂养 12 d。

1. 2  试验药物

高锰酸钾为分析纯试剂, 含量 99. 5% , 广州市新

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菌毒净,化学名称是三氯异氰

脲酸(T CCA) , 含有效氯 30%以上, 批号 20040201;

聚维酮碘(PVP2I)含有效碘 10% , 批号 20031015, 均

为广东省农科集团前沿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产品。

1. 3  试验条件

试验期间水温为 19~ 21. 5 e , 盐度为 33, pH 值

8. 2 ? 0. 15,溶解氧质量浓度 5. 5 mg/ L 以上,试验容

器为 1 000 mL的带刻度烧杯, 盛砂滤天然海水 800

mL, 全程微量冲气。

1. 4  试验方法

根据药物的使用记录,对每一种药物先做药物预

备试验, 找出鲍对药物的大致忍耐浓度范围, 再确定

试验浓度, 每种药物试验组分 6 个等对数间距浓度

(表 1) ,试验药物先配成母液, 再按试验要求稀释成

所需浓度, 每一浓度放试验鲍 16 个, 设平行组, 同时

设空白对照组。试验前一天至试验结束不喂食, 每

12 h 换一次水并重新加入药液, 分别在试验 1, 3, 6,

12, 24, 48 h 观察和检查鲍的附着力、活力及死亡情

况。死亡判断为, 鲍中毒后, 多次刺激无反应则判定

为死亡。

1. 5  计算方法

根据死亡鲍数及死亡时间 , 利用半对数坐标

以直线内插法求出半致死浓度 LC50 ,安全浓度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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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ubell氏公式 LC50, 48 h @0. 3/ (LC50, 24 h/ LC50, 48 h ) 2, 求

出安全浓度[9] ,并根据 lg - 1 ( lgLC50 ? 1. 96 @Slg LC50 )

求出 LC50的 95%可信限, S lg LC50= S/ (N / 2) 1/ 2 [ 10] ( N

为概率单位在 4~ 6 范围内各组试验动物总数, S 为

方差)。
表 1  各种试验药物的质量浓度

Tab. 1  Concentr at ion of disinfectant

药物 质量浓度( mg/ L)

高锰酸钾 4. 2 5. 6 7. 5 10 13. 5 18

菌毒净 42 56 75 100 135 180

聚维酮碘 180 240 320 420 560 750

2  结果

2. 1  高锰酸钾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试验结果见表 2、表 3。杂色鲍幼鲍在 4. 2 mg/ L

高锰酸钾溶液中, 24 h 内大部分附着力、活力正常 ;

高锰酸钾溶液质量浓度高于 18 mg/ L 时, 24 h 内幼

鲍的死亡率达 56%以上, 附着在鲍体表的藻类死亡

脱落。其 24, 48 h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17. 1, 5. 18

mg/ L。

表 2  高锰酸钾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Tab. 2  Toxici ty of KMnO4 to larvae of abalone ( H . d iversicolor )

时间( h)

死亡率( % )

质量浓度( mg/ L)

4. 2 5. 6 7. 5 10 13. 5 18   

LC50

( mg/ L)
LC50 95%可信限

安全浓度

(mg/ L)

  24 0 0 6. 25 12. 5 25 56. 25 17. 1 14. 9~ 19. 6

  48 25 68. 6 93. 8 100 100 100 5. 18 4. 6 ~ 5. 8
  0. 143

表 3  高锰酸钾对杂色鲍幼鲍的活力影响

Tab. 3  Influence of KMnO4 on larvae of abalone ( H . diver sicolor) vita lity

高锰酸钾( mg/ L)

鲍的附着力和活力

0. 5~ 1 h 3 h 6 h 12 h 24 h 48 h

4. 2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大部分正常
有死亡、部分附

着力、活力弱

5. 6 正常 正常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绝大多数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力

弱、部分死亡

7. 5
绝大部分正

常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半数附着力、

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少量死

亡

无附着力、活力

弱、大部分死亡

10
绝大部分正

常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半数附着力、

活力弱

多数附着力、

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少量死

亡

无附着力、活力

弱、绝部分死亡

13. 5
绝大部分正

常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半数附着力、

活力弱

绝大多数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部分死

亡

全部死亡

18
绝大部分正

常

少量死亡、部

分附着力、活

力弱

多数附着力、

活力弱

绝大多数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部分死

亡

全部死亡

2. 2  菌毒净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试验结果从表 4、表 5 可见, 杂色鲍对菌毒净的

24, 48 h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105 mg/ L(含有效氯

31. 5 mg/ L)、46. 5 mg/ L(含有效氯 13. 95 mg/ L) , 当
水温 18~ 25 e 时,在质量浓度为 42 mg/ L(含有效氯

12. 6 mg/ L)以下的菌毒净溶液中, 24 h 内大部分附

着力、活力正常,没有死亡,对菌毒净的耐受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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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菌毒净( TCCA)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Tab. 4  Toxici ty of TCCA to larvae of abalone ( H . d iver sicolor )

时间( h)

死亡率( % )

质量浓度( mg/ L)

42 56 75 100 135 180

LC50

( mg/ L)
LC50 95%可信限

安全浓度

( mg/ L)

  24 0 0 6. 25 25 56. 25 62. 5   105 91. 7~ 120. 2

  48 31. 3 81. 3 100 100 100 100   46. 5 40. 6 ~ 53. 2
  2. 73

表 5  菌毒净( TCCA)对杂色鲍幼鲍的活力影响

Tab. 5  Influence of TCCA on larvae of abalone ( H . d iversicolor ) vitality

菌毒净( mg/ L)
鲍的附着力和活力

0. 5~ 1 h 3 h 6 h 12 h 24 h 48 h

42 正常 正常 正常
绝大多数附

着强、活力好

大部分附着

强、活力好,

少量死亡

有死亡、部

分附着力、

活力弱

56
正常, 少量无

附着力

正常,少量无

附着力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近半数附着

力、活力弱

半数强附着

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

活力弱、大

部分死亡

75
绝大部分正

常

大部分附着

力、活力弱

近半数附着

力、活力弱

半数强附着

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少量死

亡

全部死亡

100
绝大部分正

常

大部分附着

力、活力弱、

少量死亡

半数强附着

力、活力弱

绝大多数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少量死

亡

全部死亡

135
绝大部分正

常

大部分附着

力、活力弱、

少量死亡

绝大部分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部分死

亡

全部死亡

180
无附着力、活

力弱

少量死亡、无

附着力、活力

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部分死

亡

全部死亡

2. 3  聚维酮碘( PVP2I)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从表 6、表 7 可见, 含有效碘 10%的聚维酮碘的

粉剂,对杂色鲍的 24, 48 h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530

mg/ L(有效碘 53 mg/ L)、218 mg/ L (有效碘 21. 8

mg/ L) ,当水温 18~ 25e 时, 在浓度为 180 mg/ L(含

有效碘 18 mg/ L)以下的聚维酮碘溶液中, 24 h 内绝

大部分附着力、活力正常, 没有死亡,对聚维酮碘的耐

受力高, 同时还有改善水质的作用。

表 6  聚维酮碘( PVP2I)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

Tab. 6  Toxici ty of Povidone - Iodine to larvae of abalone (H . diver sicolor )

时间( h)

死亡率( % )

质量浓度( mg/ L)

180 240 320 420 560 750

LC50

( mg/ L)
LC50 95%可信限

安全浓度

( mg/ L)

  24 0 6. 3 31. 3 37. 5 56. 2 93. 7   530  446. 7~ 628. 1

  48 25 75 100 100 100 100   218  190. 2 ~ 249. 3
  1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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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聚维酮碘( PVP2I)对杂色鲍幼鲍的活力影响

Table. 7  Influen ce of Povidone - Iodine on larvae of abalone ( H . diver sicolor ) vitality

聚维酮碘( mg/ L)
鲍的附着力和活力

0. 5~ 1 h 3 h 6 h 12 h 24 h 48 h

180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绝大部分附

着强、活力好

有死亡、部

分附着力、

活力弱

240 正常
正常,少量无

附着力

正常, 少量无

附着力

正常, 少量无

附着力

无附着力、活

力弱

无附着力、

活力弱、半

数死亡

320 正常
部分附着力、

活力弱

1/ 3 附着力、

活力弱

半数以上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半数死

亡

全部死亡

420
绝大部分正

常

大部分附着

力、活力弱

半数以上附

着力、活力弱

绝大多数附

着力、活力弱

无附着力、活

力弱、半数死

亡

全部死亡

560
绝大部分正

常

大部分附着

力、活力弱、

少量死亡

绝大部分附

着力、活 力

弱、少量死亡

绝大部分附

着 力、活 力

弱、少量死亡

无附着力、活

力弱、大部分

死亡

全部死亡

750
绝大部分正

常

部分死亡、无

附着力、活力

弱

近半数死亡、

无附着力、活

力弱

绝大部分附

着 力、活 力

弱、半数以上

死亡

无附着力、活

力弱、大部分

死亡

全部死亡

3  讨论

高锰酸钾易溶于水, 其水溶液为不稳定的强氧

化剂,遇有机物时即起氧化作用, 从而起到杀菌、杀

藻、杀虫的作用。由于其价廉易得, 被鲍鱼养殖场广

泛用作消毒药。据宋吉德[6]对皱纹盘鲍幼鲍的试验,

其 24 h 和 48 h 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2. 7 mg/ L 和 2

mg/ L, 当高锰酸钾溶液的质量浓度高于 2 mg/ L 时,

其 24 h 内鲍的死亡率达 40%以上, 而杂色鲍幼鲍对

高锰酸钾溶液 24 h 和 48 h 的半致死浓度和耐受能

力均比皱纹盘鲍要高,可能是种间差异的缘故。水温

在 18~ 25 e 时, 用 2~ 3 mg/ L 高锰酸钾浸泡鲍 30

min 左右,或保持 1. 2~ 1. 5 mg/ L 药浴 8 h,连续 3 d,

对预防鲍的细菌性疾病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高锰

酸钾还原生成二氧化锰, 易沉积在鲍的鳃上从而影

响其呼吸功能, 同时高浓度的高锰酸钾会杀死鲍体

表上的具有保护屏障作用的藻类, 降低其抵抗力, 易

造成慢性中毒,故建议少用。

菌毒净是含三氯异氰脲酸( TCCA)的有机氯水

产药物,其有效氯含量大于 30%。三氯异氰脲酸是

一种极强的氧化剂和氯化剂,具有高效、广谱、较为安

全的消毒作用,对细菌、病毒、真菌、芽胞等都有杀灭

作用。可以用于鲍鱼养殖场的水体、饵料以及鲍养殖

过程鲍的带水消毒。据桂英爱等[7]报道,优氯净对皱

纹盘鲍稚鲍的 24, 48 h 的半致死浓度为 5. 75, 2. 90

mg/ L(有效氯)均比本试验结果低, 可能与不同种存

在差异有关。在实际应用中, 定期使用 2~ 3 mg/ L

菌毒净带水消毒鲍、3~ 5 mg/ L 带水消毒江蓠可有效

预防和治疗鲍的病毒和细菌病。

聚维酮碘 ( PVP2I )是聚乙烯吡咯烷酮和碘的有

机络合物, 性能稳定、毒性低,遇组织中还原物时, 慢

慢放出游离碘 ,从而起到杀灭真菌、病毒、细菌、球虫

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是氧化细菌、病毒等原浆蛋

白的活性基团 ,并与蛋白质的氨基结合而使其变性。

据桂英爱等[ 8]报道,碘伏( Iodophor )对皱纹盘鲍稚鲍

的 24, 48 h 的半致死浓度为 0. 64, 0. 38 mg/ L (有效

碘)均比本试验结果低得多, 作者认为这种差异不仅

仅是由于种间差异引起,由于碘伏是由表面活性剂和

碘络合而成不稳络合物, 表面活性剂对鲍也有毒性,

而聚维酮碘中的聚乙烯吡咯烷酮是无毒的缓释剂,能

有效控制碘的缓慢释放,故聚维酮碘对鲍的消毒作用

要优于碘伏。生产实际中可用 0. 01~ 0. 05 mg/ L 带

水消毒鲍鱼以及受精卵消毒,可有效预防鲍的暴发性

流行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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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上述 3 种药物对杂色鲍幼鲍的毒性大小依次为

高锰酸钾> 菌毒净> 聚维酮碘, 在预防和治疗杂色

鲍的暴发性流行性疾病以及改善水质、饵料消毒等

时,推荐使用菌毒净和聚维酮碘, 高锰酸钾则可作为

工具和场地消毒。

参考文献:

[ 1]  Mart in M, Stephen son M D, Mart in J H . Copper tox2

icity experimen ts in r elat ion to ab alon e deaths ob2

s erved in a power plant cool ing water [ J ] . Cal if Fish

Game, 1977, 63( 2) : 95.

[ 2]  H un t J W, Anderson B S. Sub lethal effect s of zinc and

municipal effluen ts on larvae of the red abalone H al i2

ot is r uf escens [ J] . Mar Biol , 1989, 101( 4) : 5452552.

[ 3]  刘士忠,潘智韬, 程国宝. 铜、锌离子对皱纹盘鲍幼体

毒性的初步研究[ J] . 浙江水产学院学报, 1987, 6( 1) :

31238.

[ 4]  中村良一.化学形式和摄人途经对鲍积累放射性钴的

影响[ J] . 日本水产学会会志, 1982, 48 ( 11) : 1 6392

1 644.

[ 5]  隋国斌,杨凤,孙丕海,等.铅、镉、汞对皱纹盘鲍幼鲍的

急性毒性试验[ J] .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1999, 14( 1) :

22226.

[ 6]  宋吉德.几种药物对皱纹盘鲍的毒性及生产应用[ J ] .

海洋科学, 1996, 4: 13215.

[ 7]  桂英爱,张东升,杨凤,等.优氯净对皱纹盘鲍的毒性及

消毒研究[ J] .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2001, 16 ( 3 ) : 1612

187.

[ 8]  桂英爱,王洪军.碘伏对皱纹盘鲍的急性毒性试验[ J] .

水产科学, 2002, 21( 2) : 22223.

[ 9]  国家环保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 [ M ] .北

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9. 530.

[ 10]  杨茂成. 兽医统计学 [ M ] .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252230.

Acute toxicity test of several commonly2used disinfectan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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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CA) ; povidone2iodine( PVP2 I)

Abstract: The acute toxicities of Kalii Permanganas( as KMnO4) , T richlorosiocyanuric Acid( TCCA) , and

Povidone2Iodine( PVP2I) to larvae abalone, H aliotis diver sicolor Reeve were studied with a st atic test method

at 19~ 21. 5 e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xicity sequence of three disinfect drugs to larvae of abalone is

KMnO4> TCCA> PVP2I . T 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 ations ( LC50 ) of 24, 48h for KMnO4 to larval abalone are

17. 1 mg/ L and 5. 18 mg/ L . T he LC50 of 24, 48 h for TCCA to larval abalone are 105 mg/ L and 46. 5 mg/ L.

The LC50 of 24, 48 h for PVP2I t o la rval abalone are 530 mg/ L and 218 mg/ L. The T CCA and PVP2I ar e pro2

posed to be disinfect abalone.

(本文编辑:张培新)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