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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重金属对梭鱼的急性致毒及

梭鱼回避反应的试验研究
,

侯兰英 赵鸿儒 吴玉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分别于 1 9 8 6 和 1 9 8 7 年研究了 C 。 , z n , C d 对梭鱼的急性致毒效应及梭鱼对

c u , Z n , C d , C r

的回避反应
。

结果表明
, C u , z n , C d 对梭鱼均有明显的毒性

,

其毒性的大小顺

有显著的回避反应
,

其回避率大小顺序为 cu > zn >序为 c u > z 。 > c d 。

梭鱼对 c 。 , z n , c d

C d ; 梭鱼对 C r

无明显的回避反应
,

即使 C r

浓度高达 1 o o m g / L
o

关键词 重金属 梭鱼 急性致毒 回避反应

由于 C u ,
Z n ,

Cd
,

Cr 等重金属污染物排人海洋
,

造成近岸海域和港湾的污染
,

严重

的污染可导致海洋生物因急性中毒而大量死亡 ;而环境的恶化作用于生物的感觉系统
,

信

息传递至大脑中枢神经
,

也可使生物产生行为回避反应
。

国外学者就重金属对海洋生物

急性致毒做了一些研究 (E isle r , 1 9 7 1 ; E isle r e t a l
.

, 1 9 7 3 ; Jo n e s , 1 9 6 4 )
,

对海洋生

物回避反应也有报道 (C he r r y e t a l
.

, x g sZ)
。

梭鱼 (M
“沙l , 口一

萦二y)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
,

属近岸半回游性
,

游动范围较小
。

研究 c u ,

Z n ,
C d

,
C r

等重金属对梭鱼的急性致毒作用及梭鱼对其回避反应
,

可为局部

侮域的环境监测
,

制定渔业水质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

对保护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有一定的

意义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用梭鱼于 19 8 6 年 11 月上旬取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黄岛养殖试验基地
,

哲

养于水族楼实验室水族箱内
,

经两周适应性酗11化后
,

选健康个体用于试验
。

鱼体 长 为

4. 8一 9. gc m
,

体重为 1. 3一 9. 8 9 。 并于 19 8 7 年 4 月份作了补充试验
。

试验用药品为 z n
粒(盐酸溶解 ,

、

C d C ,
2 · 2

专
H : o

、

C U S o
4 ·

”H ZO 和 K
ZC一0 7 ,

均为

分析纯
,

浓度以重金属含量计算
。

首先将各重金属盐用蒸馏水配制为母液
,

试验时
,

将母

液用过滤海水稀释为所需浓度的试液
。

急性致毒试验选用的容器为无毒聚乙烯白塑料桶
,

每桶加试液 SL ,

放梭鱼 4 尾
,

供

一个浓度试验用
。

每种重金属设 4 个浓度
,

每个浓度平行设两个试验组
。

每组均用纯净

梅水 SL
,

放梭鱼 4 尾作为对照
。

试验水温为 13
.

5一 14
.

5℃
。

试验期为 妃
,

每天上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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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浓度的试验液一次
,

不投饵
,

不通气
。 9 6h 连续观察并记录

,

求出几种重金属对梭鱼

的 L C S。

值 (表 z )
。

梭鱼对几种重金属的回避反应试验选用了 T L
一

81 型鱼类回避槽
,

该回避槽共设 4

4 8 h

尸
, ,

}

个支槽
,

分为两组
,

每组两槽分别放人试液和

对照海水
。

另设有试液和海水混合区
,

供鱼

穿插游动
。

试液和对照海水均由橡皮管经进

水口匀速流人支槽
,

流速可调
。

试验前 s m in

将试液与对照海水 流 速 均 调 整 为 , 00 m l广

m in ,

待用
。

选体长为 6一 g c m 的梭鱼放人新鲜海水

中作适应性过渡后
,

移人回避槽内
,

每组放鱼

10 尾
,

试验开始 10 m in 后
,

记录对照海水和

试液槽内鱼的尾数
。

重复试验 6 次
,

按下式

计算回避率
:

a门�弓O
Q�,一!l�

、

吧沈产尸
l
丫交

回避率 ~

粼
x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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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 n , C d C u
对梭鱼的急性致毒作用

F i g
.

1 A e u te t o x ic it y o f Z n ,

C d
,

C u

t o M “9 11 ‘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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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 为进人对照海水槽内鱼尾数

,
A 为进

入试液槽内鱼的尾数
。

根据回避率和试液浓

度之间的关系
,

计算得出线性回归方程
,

作图

求 50 界回避率
。

2 结果和讨论

C u , Z n ,

C d 3 种金属对梭鱼急性致毒试

验结果见图 1 及表 1。 试验数据表明
, 3 种重

金属对梭鱼均有明显的毒性
。

毒性大小依次

为 C u > Z n > C d
。

国家水产总局太湖水产

增殖科学实验基地 1 9 8 2 年报道了重金 属 对

白鳞的毒性 (姜礼播等
, 19 5 2 )

,

表明 e u ,

z n ,

C d 的 % 小时 T L m 值分别为 0
.

16 , 2
.

0 , 2
.

”

m g 厂L
。

我们试验的结果与其较一致
。

梭鱼对重金属 c u ,

Z n , Cd
, C : 回避试验

结果见表 2 。 表 2 的数据表 明
,

梭鱼对 c u ,

Z n ,
C d 3 种重金属均有明显的回避反应

。

对

同一种重金属来说
,

浓度愈高
,

回避率愈大
。

、

计算回归方程并作图(图 2 ) 得出
,

梭鱼对 Z n

起始回避浓度为 0
.

3 m g /L ; 对 C d 则 为 0
.

8

m g / L; 对 c u 起始回避浓度低于 z n 和 C d
。

当 C u
浓度为 4 m g /L 时

,

梭鱼对其回避

率为 47 外; z n 浓度为 10 m g /L 时
,

回避率为 76 外 ; C d 浓度为 10 m g ZL 时
,

回避率为 ”

m g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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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种重金属对梭鱼的 L C
, 。

值

T a b一 L e , 0 o f th r o e h e a v y m e t a ls t o M“ 9 11 5 0 一

矛“y

L C , 。 值 (m g /L )

4
。

7 5

2 4
.

0 0

2 5
。

2 0

4
。

2 5

1 3
。

5 0

14
。

5 0

Cuzncd

表 2

T a b
.

2 T h e

梭鱼对 C 。 , Z n , C d , C r

等重金属的回避率
a v o id a n c e r a tio 材

“ 9 1 1 5 0 一
iu y t o h e a v y m e t a ls

率)避%回(重 金 属 浓度

(m g /L )
回避率
(% )

重 金 属 浓度
(m g /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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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试验结果还表明

,

梭鱼对 3 种不同重金属污染物回避反应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
。

首先
,

梭鱼对 3 种重金属起始回避浓度差别较大
, C u

最低
,
c d 最高

。

引起梭鱼 50 多回

避率的 c u ,

z n
浓度分别为 4

.

3 , 7
.

2 m g / L
,

C d 则高于 10 m g /L
。

梭鱼对 3 种重金 属

回避率的大小顺序为 c u > z n > c do

从梭鱼对 3 种重金属回避反应的结果

与 3 种重金属对梭鱼的毒性试验的结果对

照
,

可以看 出
,

两种试验结果颇为一致
,

对

梭鱼毒性较大的重金属
,

梭鱼对它的回避

反应也较敏感 ; 反之
,

则回避反应较为迟

钝
。

可见
,

回避反应是鱼类当感知周围环

境对其生存有威胁时
,

所作出的保护性反

应
。

近岸海域重金属污染造成的鱼类的逃

遁
,

固然可以使鱼类暂时免遭死亡
,

但却使

它们丧失了良好的索饵场和产卵场
,

进而

,

⋯粼子
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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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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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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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梭鱼对重金属 C u , z n , C d 的行为回避反应

F i g
.

2 A v o id a n c e r e a ‘t i o n o f M “9 11 了口
一

i u y

t o h e a v y m e t a l吕

破坏了该海域的渔业资源并打乱了局部海域的生态平衡
。

另外
,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

梭鱼对所设各浓度 C r
均无回避反应

,

说明梭鱼对 C :
的

回避反应很迟锐
。

我们 曾作过 C r
对梭鱼仔鱼成鱼的影响的试验

,

结果
, 扩
在浓度为 5一 20

m g /L 之间
,
c r
对仔鱼无明显的急性致毒作用

,

且浓度愈高
,

成活率愈高
。

在我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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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贻贝
、

对虾幼体的毒性试验中
,

也有类似的情况(崔可铎等
, 19 8 7)

。

因此
,

关于 C r 污

染能否对海洋生物特别是鱼类产生其它亚急性效应
,

还应做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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