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精麻醉剥离
用 的医用消毒酒精 纯度 浸泡 ∗

后 待鲍壳举起扭动时 采取水流冲击而剥离计

数 共 头 平均壳长 ∀

 鲍苗装笼
将剥下的鲍苗按 粒 笼的密度均匀地装入筏

养笼内∀ 种不同剥离方法所得之鲍苗分别装入

≤ 个组内 每组 笼∀

 下海筏养
年 月 日将 ≤ 组各 笼鲍苗分

别挂在同一海区的筏架上进行海上养成 筏养水层

∀

 投饵
饵料品以鲜嫩海带和裙带菜为主∀ 投饵量随季节

水温变化而随时调整 月底∗ 月底 水温 ∗

ε 按鲍体重的 ∗ 投喂 每 次 从 月初∗

月底 水温 ∗ ε 按 ∗ 的日投喂量进

行每 次 从 月初∗ 月底 ∗ ε 按 的

投饵量每 次 从 月底∗ 月下旬日投饵量逐渐

增至 ∗ 从 月底日投饵量逐渐减少 当

水温下降到 ε 时投最后 次 待翌年水温回升 ε

以上再逐渐增加投饵量∀ 组的饵料品种!投饵量和次

数完全一致∀

 涮笼和刷笼
去掉笼内浮泥和笼壁附着物∀每次投换饵料时 首

先要上下涮洗几次网笼 以去掉笼中淤泥污物 每

要用软刷将网笼内的鲍壳上的附着物及时清除 以防

止附着生物长大成灾 同时还要将笼壁上的杂藻等附

着物清除干净∀

 定期检查与测量
鲍下海后 每次投饵时要认真观察鲍的摄食!附

着!生长和死亡情况 随时拣出死鲍 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每月对 组鲍的生长情况测量 次 每组 个

并作好记录∀

 试验结果和讨论

试验结果见表 ∀

 法剥离的鲍苗生长和成活情况都好于

法和 ≤ 法∀

 法剥离鲍苗的养成效果明显好于其他两

种方法 分析其原因是因为 法剥离的鲍苗在剥离时

基本上没有受到刺激和损伤≈ ∀所以 下海筏养的头几

个月 法剥离不但没有死亡 而且生长速度也明显大

于其他两组∀≤ 组的生长和成活情况最差 用酒精麻醉

剥离对鲍苗的刺激损伤明显 大于光线刺激剥离∀

 从剥离效率看 ≤ 法最为方便∀ 所以如在短

时间内大量剥苗 此法仍有其应用价值∀

 从整个试验情况看 种方法的成活率都在

以上 这在筏式养成中都是比较理想的∀ 这与使

用大规格的健壮早苗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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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国家标准中要求食品强化剂活性钙中的°

≤
≈ ∀ 以往对低含量一般采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但由于钙的分子吸收造成背景

干扰大∀ 双硫腙2氯仿 或二甲苯 萃取富集法≈ 萃取

剂易挥发 测定的精密度也不高∀ 本文探讨的方法 提

高了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铅和镉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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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中铅含量为 Λ 镉为 Λ
即可准确测出∀

 材料与方法

 仪器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2 型酸度计 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 ∞ 2 型

自动天平 日本岛津 ∀

 试剂

铅!镉标准溶液 分别称取高纯铅和镉各

用 溶解 定容 容

量瓶贮存∀ Λ 标准工作液由其逐级稀释 吡咯口完

二硫代氨基甲酸铵溶液 °⁄≤ 二乙胺

硫代甲酸钠 ⁄⁄× ≤ 溴甲酚紫指示剂

的溴甲酚紫和 的乙醇溶液 硝酸溶液

氨水溶液 2环已烷混合萃取剂 Β

∀

以上未注明纯度的试剂均为分析纯 水为二次蒸

馏水 实验中玻璃器皿都用 溶液浸泡过夜

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仪器工作条件

经优化选择仪器工作条件见表 ∀

 试验步骤
准确称取活性氧化钙试样 用

溶解 定容 容量瓶∀

取 个 容量瓶 分别加入 Λ 铅和镉

标准溶液 稀释至刻度 配

制标准系列浓度分别为

Λ 铅和镉∀

分别取 个铅!镉标准系列和试样溶液各

于 分液漏斗中 各加入 滴溴甲酚紫指标剂

用 氨水调节到溶液的颜色由黄变为紫色

为 混匀后 准确加入 °⁄≤ 和

⁄⁄× ≤ 溶液 摇匀 放置 ∀再准确

加入 2环已烷混合萃取剂 振荡 静止

分层后 弃去水相 将有机相转入 具塞试管中

以 2环已烷萃取剂为空白 测定有机相的铅和

镉 计算试样中铅!镉含量∀

 结果和讨论

 酸度对萃取的影响

在 个相同量的试液中 用 和

氨水调节 值依次为 , ,

用酸度计测量 分别加入 °⁄≤ 和

⁄⁄× ≤ 再加入 2环已烷萃取 喷雾有机相

进行测定 计算各溶液的萃取百分率 结果见图 ∀

图  值对萃取的影响

由图中看出 为使铅和镉都萃取完全 选择 值

为 较合适∀

 反应时间的影响
在 个相同量的试液中 调其 为 加

°⁄≤ 和 ⁄⁄× ≤ 控制反应时间从 ∗ 以

2环已烷萃取测其吸收∀ 实验结果 反应已

趋稳定 以后吸收值开始下降 故控制 以

后再进行萃取∀

 萃取时间的影响
在 个相同量的试液中 均加入 °⁄≤ 2⁄⁄× ≤ 反

应 后 加入混合萃取剂后 分别控制萃取时间

∗ ∀ 测试结果表明 后 足以达到平衡∀

 ⁄⁄× ≤ 和 °⁄≤ 及配合物的稳定性
据报道 ⁄⁄× ≤ 在 的溶液中 稳定时间不

足 ≈ 因此不能在 时应用∀ °⁄≤ 在酸性

溶液的稳定性更差 中性溶液只能保存 必须现用

现配≈ ∀ 但 ⁄⁄× ≤ 和 °⁄≤ 一旦与铅和镉生成配合

物 在 时 至少可稳定 以上 已具有应

用价值∀ 而铅和镉与 ⁄⁄× ≤ 和 °⁄≤ 的配合物在

2环已烷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实验放置 其

吸收值不变∀

 萃取剂的选择

  在水中溶解度较大 每 水可溶解
≈ ∀ 试验若用 萃取 只能得到

有机相∀ 在 中加入环已烷 降低 在水

相中溶解度 提高萃取率∀ 实验结果 和环已烷

按 Β 混合时 萃取效果最佳 加入 混合液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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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有机相∀

 共存元素干扰
根据试样中可能共存的元素做了干扰实验 被测

元素 ° 和 ≤ 的浓度分别为 Λ 实验结

果见表 ∀

表 1 各元素测定条件

待测元素 分析线 灯电流 狭缝 燃烧器高度 乙炔气流量 空气流量

°

≤

表 2 干扰离子允许存在量 Λ

干扰离子 ƒ ≤∏ ≤ ≤

允许存在量 ≅ ≅ ≅ ≅ ≅ ≅ ≅ ≅

表 3 5 种 ΧαΟ 中的铅!镉测定结果

样品号 铅含量 镉含量

由表看出 大部分阳离子不干扰 而 ≥ 和 °

在其含量高时 使 ° 测定结果偏低 钙基体对测定

无影响∀

 样品分析结果
测定 份不同海区的牡蛎制成的氧化钙中铅和镉

含量 结果见表 ∀ 表中看出 号铅!镉严重超标 号

较差 号和 号合格 号含量最低∀

 回收率实验
在 号试液中 加入一定量的标准铅和镉溶液 测

其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结果见表 看出准确度和

精密度都较高∀

表 4 回收率实验

号试样 含量 加入量 测定次数 测定值 ≥⁄ 回收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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