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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及錶鹽對鰻食、 車郭魚之急性毒性

寮添財﹒簡肇衛﹒余廷基

Acute Toxicity of Sulfide and Ammonia to Eel

(Anguilla j α:ponica ) and Tilap ia sp.

Tian-Tsair Tsay ,Chau-Heng Chien and Ting-Chi Yu

The acute toxici t y of suifi de and ammonia to eel ( Anguilla japonica) and Ti -

lapia sp. were examined. The toxicity of these tv

creasing by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tion, it is different from external t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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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在水域環境不晨起 , 蘊常有硫化物及氯產生 , 危害魚顧及水中藻類的生存 , 尤其硫化物一旦發生
後會迅速滑耗水中之滄氧量

, 使水域環揖更形惡化。故各界早就對此兩種無機物質之發生過程及各種
不同瑋揖下對水中生物之毒性進行研究。松井 (1972)' Adelman et al (1972)' Broderius

al (1977)' Lloyd (1980) .質等 (1979) , 林等 (1981) 。結果均顯示此兩種無機物對水中生物頗

具毒性。雖然其毒性與水中 pH 值 , 溶氧量 , 水器等有闕 , 但其強弱還是決定於毒物在水中濃度之高
低。

et

硫化物與氮是組織蛋白賓主要成分
, 可由生物排泄物、生物屍體、有機底泥等有攝物質分解而來

, 但河川中大量硫化物及氧的出現主要是白紙漿、煉油、織染、製草草、煤氣、肥料等工廠所排入。對
於這種自工業污染產生的有毒物質在何種濃度下對正常水域環境之影響及對水中生勒產生何等之危害

, 皆為今後所欲探討之目標 , 本試驗首先進行一般正常水域中受到外來毒物侵入時環境所受之影響 ,

及對水中生物之急性毒性並組織之病害等之研究以供為未來製訂水質管制基準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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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所使用之鰻魚 ( A. japoni ca ) 體長 24. 的士 1.72 公分、體重 19.38 土 2.69 個。具郭
魚 ( Ti lapia sp.) 體長 7.69 土 1. 站公分 ,

體重 7.91 士 3.97gffi � 均為本所所飼養而身體﹒健康發。於

試驗前在室內蓄養一星期以上 ,
於試驗當天停餌。使用之藥劑為試藥融 Na: S. 9HiO 及 NH,Cl' 各配

成 6.000PPM 及 9,0 ∞PPM Z 母轍 , 再分別以 1.43 倍及 2.0 倍之公比配成 8.6PPM. 12.2PPM 等

六組硫化物試被及 9.0PPM 等六組 NH, Cl 試薇 , 試驗以二重覆進行 ,
並以對照組進行比較。所用之

試水係地下;7}( 經沙層過潭 , pH
值為 8.2 左右。所周之容器及急性毒性 TLm 之計算方語均與前報 E

U 胡同。組織病理檢查則將剛死亡之魚取出以 Bouin 液固定 ,
酒精脫水 , 並以 H 、 E染色後於顧徵敏

于觀察所得。 pH 值之瀏定則以 Corning 130 H meter 酒j 定之、 DO 則以 Delt 1010 model 溶

氧測定器演j 定之。試驗期間以地下 ;7}( 調整 ;7}( 溫為 24- 詣。 c 。

結 果

硫 1t 鋪 ( Na:S.9HzO) 及阿i, Cl 溶液量的日成不同濃度之試液時對 pH 及 DO 之影響如表 3 所

示。可以君出兩種無極鹽類之性質迴然不間 , 硫化動使 pH 值升高 0.7-1.8' 並使 DO 值瞬間顯著

下降 1.0 - 2.0 PPM 以上 , 而 NH, Cl 則使 pH 值稍徵下降 ,
但DO 值則無顯著農化。

兩種無揖鹽頓對鰻魚之愈性毒性如費 1 及圖 1 所示。 48 小時 TLm 攤為 13.53 PPM , 劃為 33.
61 PPM .可見硫之毒性較氯為強。硫在濃度 48':-6PPM 及 34.4PPM 時鰻魚在兩小時內均達半數死

亡 ,
而於 24/J 、峙內全數死亡。當艘魚放入試被內即有禪頭現象 ,

繼之壘現不安 ,
擴音在並躍出 ;7}( 面或狂

奔 ,
死亡前則於 ;7}( 中打轉、滾翻 ,

最後衰囑而死
,
死亡時外觀上發現裘皮桔藏大量分富起並脫落。劃在

28.8PPM 以上高溫度下鰻魚於兩小時內半數死亡。 M 小時內 72PPM 以土之濃度干則鰻魚全數死

亡。鰻魚對劃之反應與擺不間 ,
雖然初期亦發生轉頭及在莽之現象 ,

但其情況不若聽之嚴重 ,
且隨後

即靜臥於 ;7}( 底
,
死亡前發現瘟學之現顱 , 死亡峙口蓋及口張開狀 � 缺氧 ,

死亡延續時間較長且體表未

避現粘液之分路。

兩種無攝盟頓對吳郭魚之毒性如表 2 及圖 2 所示。 48 小時之前4且劃為 54 .69PPM ,
硫在24 小

時之 TIm 為 22. 72PPM 哺對吳郭魚之毒性在起期內較嵐為強 ,
但在超過 24/J 蝴其後硫對吳郭魚之毒

性很低 ,
難乎未再發生毒害死亡。雖在高濃度下 NH,Cl 濃濃中之吳郭魚較鰻魚先行死亡 ,

但長時間上

還是鰻魚死亡較劇烈。於 Na:S.9H:O 溶液中 , 即鰻魚先行死亡 ,
長時間之藥諮鰻魚之耐力亦較薄藹

,
可見吳郭魚對此兩種無攝鹽之抵拉力較鰻魚為強。

鰻魚受此兩種無棋鹽類之毒害後血濃均星睹為色 ,
硫化鍋之情況較氯化數為嚴重。在組織病襲上

硫化動只使吳郭魚輯部;7}( 腫費性 ,
其他器官之病變不開廟 , 氧化鎮除使吳郭魚、艘魚蟬宋端撞死溶解

消失
,
鱷薄拒癒結外 ,

肝翻胞亦有明顯之脂肪變性發生。

討 翰

氯化較之毒性隨 pH 值之升高而增加 , 主要是具有高度毒性之非游離態 NH.Z 濃度隨 pH 值之升

高而增加之繳故 , 並非由於 OH 離子之直接毒性 , Alabaster ( 1980 ). Margaret et" al ( 1957)

.叉山形等 ( 1982 ) 試驗結果認為 pH 在 7.0-9.0 之間 NH� -N 之濃度相差甚少 ,
且在此範圍內之

毒性主要由NH. 所引起 , 本試驗之 pH 值範圍在 7.4-7.9 之間 , 故可推定其毒害自 N缸 , 開 i起。
硫化訥之毒性則怡好相反 , 隨 pH 之升高而減蜀

, 還是由於最具毒性之 HzS 解離隨 pH 值之升高而降
低 , 林等 ( 1981 ) 研究顯示 'pH 值在 8.0 - 9.2 時硫化齣溶液中 959 屆以上為游離態魔離子 (HS-

+5 ﹒ ) 。由表 3 所示濃度愈高 pH 隨之升高愈多 ,
且在 9.0-9.7 之間 , 故可推斷本試驗之毒害主

要自游離硫離子所引起。

鰻魚受 NH. 之毒害於死亡前發生撞擊現象 , 此結果與松井 ( 1972) � 山形等 ( 1982 -) 之觀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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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able 1
硫化物及鑽鹽對鰻魚的半數致死濃度

TLm of sulfide 缸Id ammonia on eel

TLm ( ppm)
Item

24h 48h 72h 96h
S 14.50 13.53 11. 78 11.38

NHa 41. 43 33.61 31.35 27.30

表 2

Table 2

碗化物及數鹽對吳郭魚類的半致死濃度
TLm of sulfide and ammonia on tiIap 泊 ,

TLm ( ppm )

Item
24h 48h 72h 96h

S 22.72 22.72 22.72 22.72

NHa 101.86 54.59 47.52 44.34

表 3

Table 3

舔加硫化齣及氣化訥後試液中酸鹹度段滄氧的農化情形
variation of pH and DO after adding chemical

reagents of Na z S .9HzO and NH. C I

C ∞centraqon ( ppm)

48.6 3404 24.3 17.2 ..12.2 8.6 0.0 (well water)

DO 2.6 2.7 3.1 3.3 3.5 3.6 4.6

N azS . 9HzO
pH 9.7 9.6 9.5 9.3 9.2 9.0 8.2

Concentra tion ( ppm)

288 144 72 36 18 9

DO 5.0 5.1 4.9 5.1 4.9 4.9

NH.CI

pH 7.4 7.6 7.6 7.8 7.8 7.9

果一致。小栗 ( 1970 ) 認為氯在體內累積過多時對中祖神盟有極強之毒性 . Alabaster et al (1

980 ) 亦囂寫過量的氯可能影響血濃立性質 , 降低其輸送氧黨之能力及腦都能量之儲存。本次試驗魚
體產生撞擊及血液曇現暗禍色

, 可以推定係此一毒害之結果。在組織學上檢查結果輯部均發生水腫 ,

餌輛車生撞死、缺損等現象及肝膽脂肪農性等與 Alabast�r et al ( 1980 ) 山形等 ( 1982) 結果相

近 , 唯本次試驗以急性毒害之魚值為積查對象可能有些器官如腸、腎等未受毒害之前即巴 �L 如圖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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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

l 氯化按溶液使吳郭魚蟬片溶解、姆耙癒結。

( Tilapia g1l1 exposed to ammonia mowed corrosion and

necrosis of gill lamellae. H&E stain X 100)

2 氣化館溶液使艘魚餌片水腫。
( Eel gi 11 exposed to ammonia showe� p.dema. H& E stain x 100 J

3 氫化鈑溶液使吳郭魚肝臟脂肪費性。
( Degeneration of tilapia I iver cells exposed to ammonia. H & E

stain X 100 )

4. 硫化物溶液使鰻魚揖片水腫。
﹒ ( Eel gill exposed to sulfide showed edema. H & E stain x 100

)

吳郭魚在高濃度之氯溶液中雖較鰻魚易於死亡
, 但長時間在低濃度時死亡較少 , 可以推定吳郭魚

在生理上對黨之適應能力較鰻魚為強
, 對硫之忍耐力亦較強 , 是故在樂搭一駛時間後各種濃度下均未

發現死亡。

摘 要

本試驗主要聽討氯及硫對日本鰻及吳郭魚之愈性毒性。兩種藥物對鱷魚、吳郭魚之毒性均隨溫度

之升高而增加
, 在外觀上其毒性有顯著的不同 , 硫化物使鱷魚、吳郭魚在死亡前狂奔 , 裘皮分都大量

粘液。但按鹽使魚體在臨死前產生撞擊且靜臥底部。於高濃度之氯化按溶波中
, 吳郭魚較鰻魚易於死



264

亡 ,
但適應性亦較鰻魚為強 , 在 ]}( 溫 25 27

�

C' pH 值 7.4-7.9 時 . 24 小時之 TIm 鰻魚為 41.

43PP M , 吳郭魚則為 101.86PPM 。吳郭魚對硫化物之耐力亦較鰻魚為強 ,
且 ? 且適應之後吳郭魚

即未見死亡。在 ]}( 溫 25 士 1
� C . pH 值 9.2 - 9.7 時 '24 小時之 TI 且鰻魚為 14.5PPM ,

吳郭魚
則為 22.72PPM 。可以看出硫化物之聲性稍強於氯。

對於組織的毒害 , 兩種難鈞均使魚體輯部 ]}( 腫 ,
血讓農星體稿色。其他器官之舉害 ,

硫化物者病
曾是不顧薯

,
但氫則可以明顯的清出肝膽脂肪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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