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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毒性對淡水酸及蛻的半致死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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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
, 污染對水生生物的危許問題之解決 , 已是刻不料餒 , 受污染的水質不 {It

對永生生物有造成大量斃死的直接傷害
, 尚可形成水生生物無法正常生長繁殖的間接生理傷害、皈

擅生態等造成資醋的枯竭。

重金屬常可累積於生勒體內 , 並經由食鈞鏈的關係而蓄積於人體內 , 形成生理的障礙或中毒 ,

如汞之 lK 俟病 , 鋪中毒之痛痛症 , 因此重金屬的污染實為一極為需慎軍閥切的問題 ,
為了維護人體

的健康
, 權保生物資源 ,

建立水產用 lK 水質基準 , 已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課題。本試毆乃係鐸討淡水
蝦、車且對重金屬、酸、鹼之毒性忍受

, 以供制定基準之參考。

圖益-
fJlJ

材料與方法

-; 本試瞌所用之淡水蝦為明德水庫產蝦苗
, 體長在 1.8--2.5 CM

, 蛻的師自市場 , 殼幅在 2.0 :!:

0.2 CM
' 殼高 1.5:!: 0.2 c 暉

,
試磁 wI 均在實毆室蓄挂一星期以上 , 每天投餌換求 , 試颱前一

天停 11: 投餌。

三毛試毆用藥 :
選用汞、鋼、鋪、錯、鎳、蜢、鐵等之氣鹽、酸和鹼等物質以進行試撮

, 由於使用量甚大所以不
配成母滾而以直接稱重配製成所需之各組試波進行試驗。



76

冉說毆方法 :
. H1n 直徑 30cm 、高 30cm 之 III 性形敢璃缸配製所榜的各組試波 ,. 於 10l 試被中

, 故入捌試生紛
10 尾 ( 個 ) , 靜 2f\. 打氣、副 PH 值、溫度並記錄。

叫先行預備試驗
,
求得上下眠

,
自預備試駿結果

, 取上下限內濃度 ,
的面備試驗方法求出半致死

溫度。

目死亡之制定 : 蝦以破障體觸而無反睡即判為死亡 ,
蛻則以數棒輕觸

,
斧起投有 Ie.! 制反臨城餓飯

開即判為死亡
, 記錄 24 小時 , 48 小時及 96 小時的死亡數 , 計算 TIM 值。

結果與討論

各種毒性物質對淡水蝦之半致死影響如 Tab I e 1 ' 七種重金屬護性物質在 24 小時
, 48 小時對

淡水蝦之半致死濃度 ,
汞為 0.09 ppm 典 O. 08 ppm , 鋪為 0.085 ppm 與 0.077 ppm ' 銅為 0.18

ppm 與 0.15 ppm ﹒蜢為 3217 ppm 典 3201 ppm ﹒鐵 ( 二價〉為 131 ppm 與 126 ppm 、鎳為 178

ppm 與 169 ppm
' 鉛為 144 ppm 興 136 ppm 。各種護世物質處理 �2f\. 蝦

, 其 24 小時 , 48 小時之

半致死濃度都非常接近 , 自 TabI e 1 可看出七種二價重金屬離于對 f*2f\. 蝦之護世以鋪為最強烈而蜢

之毒性最弱 ,
其護世依次偏偏 > 汞 > 鋼> 鐵> 鉛 > 鎳> 蜢。又酸鹼值對混水蝦之 24 小時、 48 小時

半致死濃度各為 PH4.26 與 PH4.38 及 PH 10.2 與 PH 10.01 。

Tabl e 1

表 1 各種重金屬離子及酸、鹼對淡水蝦之半致死濃度

The TIM of several kinds of heavy metal ions and Aci di ty

Al kal ini ty to Freshwater shri mp.

TLM ( P PM )

Ion
24 hrs 48 hrs

Cd* 0.085 0.077

Hg* 0.09 0.08

Cu 特 0.18 0.15

Fe* 131 126

Pd++ 144 136

Ni* 178 169

Mn* 3217 3201

H+ PH 4.26 PH 4.38

OH- PH 10.2 PH 10.01

眼在各種重金屬離子、酸鹼值之毒性試攝下 , 於致死前會有浮上水面、沿著破璃缸邊餘掙扎的
揖象。強鹼會引起蝦飽之水腫、腐損、腸之觀炎

, 以及肝之脂肪聽性。強酸於姆或其他器官之病層

則不明顧。銅引起蝦輯之2f\. 腫
, 發炎、肝之道炎、瘀血、脂色素沉積(Ceroid macrophage) 。汞會

引起蝦蟬 2f\. 腫、肝之瘀血、脂色素沈讀。錯於輯部則無明顯的病聽
, 於腸會引起瘀血及對肝組織之

碰撞。
各種毒性物質對蝸之半致死影響姐 Table 2

' 七種重金屬毒性物質在 96 小時對淡水輯之三字致

灑度 , 汞為 1.50 ppm ,鋪為 173 ppm ' 銅為 4.98 ppm ﹒蜢為 199 ppm
' 鐵馬 2213 ppm ' 鎳為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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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 站為 1632 ppm 。由 Tabl e 2 可看 HI 七純二的 1fi 金屬離子對蛻之兩性以汞最為強烈而城之

再性紋弱
,
其是這性蝕弱依次 r};; 長 > 制> 鞠 > 蜢 > 鎳 > 鉗> 戚。又惜與鹼對蛻之 96 小時半致死拉皮

以 PH 表示 , 各為 PH 3.00 與 PH11.27 0

Tabl e 2 The

各種重金屬離子、酸及鹼對蚓之半致死濃度

TLM of several kinds of heavy metal ions

and Acidity, Alkalinity to Corbiculas

表 2

TLM ( PPM )

96 hrs
Ion

Cd++ 173

HgH 1.50

CuH 4.98

Fe++ 2213

PdH 1632

Ni H 1124

Mn++ 199

H+ PH 3.09

OH- PH 11. 27

各種重金屬離子、鐵鹼值對現之毒性試酸甜 Tabl e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蛻於低濃度毒性物質溶液下 ,
仍會散露腹足及行呼廠作用 , 因此於半致死濃度邊緣下 ,

可發現蛻之

斃死皆為.徵露腹足而死
, 隨後再張殼 ,

至於在高濃度下 , 一蛻會緊閉其殼直至死亡後浮出。民強酸下
,
蛻臺覽會被腐蝕穿孔而斃死 ; 強鹼下

,
蛻殼星暗橘紅色或棕色

, 斃死後浮出。
蛻若遇到不良濃揖時將其雙殼緊閉以為抵抗 , 因此本試驗對蛻之 24 小時 TLM 及 48 小時 TLM

都很難 * 出 ,
因而接用 96 小時 TLM' 便於判斷輯之斃死與否。

Tabl e 3

鋪對瞬之毒性

The toxic of Cadmium to Corbiculas

表 3

Concent rat ion pH Mortal i ty

(PPM) Initial 24 hrs 48 hrs 72 hrs 96 hrs

Cont rol

150

6.32

6.45

0/10 0/10 0/10 0/10

0/10 1/10 1/10 5/10

160 6.61 0/10 0/10 0/10 3/10

170 6.58 0/10 2/10 2/10 3/10

180 6.42 0/10 2/10 2/10 5/10

190 6.75 0/10 1/10 1/1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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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 i on

CPPM)

Cont rol

2

3

4

5

6

Concentration

CPPM)

Cont rol

3

4

5

6

7

Concent rat ion

CPPM)

Control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TabI e 4

pH

Initial

6.41

7.32

7.33

7.32

7.26

7.17

Table 5

pH

Initial

6.38

7.13

7.32

7.30

7.47

7.45

Tabl e 6

pH

Ini ti al

6.45

6.03

表 4 汞對輯之護世

toxi c of Mercury to C orbi cui asThe

24 hrs

0/10

0/10

0/10

0/10

0/10

。 /10

Mortality

48 h rs

0/10

0/10

0/10

0/10

1/10

0/10

n. hrs

0/10

4/10

4/10

4/10

2/10

5/10

表 5 銅對視之草草性

The t 。其 ic of Copper to Corbiculas

24 hrs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Mortal i ty

48 hrs

0/10

。 /10

2/10

1/10

1/10

0/10

表 6 鐵對視之毒性

The t oxi c of Iron t 0

24 hrs

0/10

0/10

5.30 0/10

5.41 0/10

5.36 0/10

5.59 0/10

Corbiculas

Mortality

48 hrs

。 /10

0/10

0/10

0/10

1/10

0/10

72 hrs

0/10

2/10

5/10

5/10

3/10

1/10

72 hrs

0/10

0/10

1/10

2/10

4/10

2/10

96 hrs

0/10

6/10

8/10

8/10

7/10

9/10

96 hrs

0/10

5/10

6/10

5/10

3./10

7/10

96 hrs

0/10

2/10

5/10

6/10

6/10

5/10



Concent rat i on

CPPM)

Cont rol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Concent rati on

CPPM)

Cont rol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Concent rati on

CPPM)

Cont rol

200

210

220

230

Tabl e 7

pH

Initial

6.47

6.94

6.21

6.69

6.68

6.79

Table 8

lni tial

Table 9

Initial

pH

6.41

5.57

5.51

5.41

5.22

4.84

pH

7.02

6.88

6.53

6.33

6.42

鎳對蚓之毒性

The toxi c of Ni ckel

去 7

24 hrs

0/10

0/10

0/10

。 /10

0/10

。 /10

表 8

The toxic of Lead

24 hrs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袁 9

鉛對蛻之毒性

to Co rbi culas

Mo rt ali ty

48 hrS

0/10

5/10

1/10

5/10

2/10

2/10

to C orbi cui as

Mortai ty

48 hrs

0/10

0/10

0/10

0/10

。 /10

。 /10

The toxic

蜢對蛻之毒性

72 hrs

0/10

5/10

0/10

5/10

2/10

2/10

72 hrs

0/10

2/10

2/10

1/10

2/10

3/10

of Magnesium toCorbiculas

24 hrs

0/10

0/10

0/10

0/10

0/10

Mortal i ty

48 hrs

0/10

1/10

2/10

1/10

5/10

72 hrs

0/10

1/10

4/10

3/10

6/10

79

96 hrs

0/10

6/10

2/10

5/10

5/10

3/10

96 hrs

0/10

7/10

5/10

4/10

4/10

'5 /10

96 hrs

0'/10

5/10

6/10

7/1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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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Tabl e 10 The toxic

Concent rati on

PH 24 hrs

Cont rol 0/10

3.2 0/10

3.1 0/10

3.0 1/10

2.9 2/10

表 11

Tabl ell The toxic of

Concentration

(PH Val ue) 24 hrs

Cont rol 0/10

11.2 0/10

11.3 0/10

11.4 0/10

11.5 0/10

酸性溶波對瞬之毒性

。 f pH to Corbiculas

72 hrs

0/10

3/10

4/10

6/10

8/10

to Corbi cuI as

72 hrs

0/10

0/10

4/10

1/10

0/10

96 hrs

0/10

3/10

9/10

6/10

9/10

96 hrs

0/10

6/10

6/10

6/10

3/10 、

之水量不易維持原來之酸鹼度
, 導致輯之不易斃死 , 因而試數控每

Mort al i ty

48 hrs

0/10

2/10

2/10

3/10

3/10

鹼性滄液對蛻的進性

pH

Mortal i ty

48 hrs

0/10

0/10

1/10

0/10

0/10

在酸鹼值之測試中 , 10 £

天調整所需之 pH 值。

鐵之水溶潑 , pH 值相當低 ,
分於 5.0 與 5.5 之間

, 若以 OH- 調整
, 由於它們的 Ksp 相當低

,
KSPr",- 'An, ,= 2.5 X 10-at

, 易產生Fe(OH)3 說灘 , 影響水中重金屬離子濃度、降低毒性
(Fe (OH) 3)

、因此試毀中鐵之水溶波不接 pH 值之調整
, 在直接測試下無法啡峰 pH 之影響

, 故由此我們可以

推翻在自然接境下其對魚類生存的影響較小。

由此次試驗大致可以看出 : 蛻對毒性的忍受力較蝦為強 , 可能係雙殼緊閉之保護作用 , 而在這

些重金屬中以汞之毒性為最強。

措i 要

fiuminea ) 對軍金屬-我們需擅知淡水蝦 (Macrobrachium nip, ρonense ) 和蚓 ( Corbicula

之 TLM' 藉以此建立養殖用 2f( 之基準 o

土完淡水蝦對重金屬騙、汞、銅、鐵、鎳、鈞、蜢等七翁之 24 小時的 TLM 分別為 0.0 話 ppm 、 0.09

ppm 、 0.18 ppm 、 131 ppm 、 178 ppm 、 144 ppm 、及 3217 ppm 。對蛻以相同之重金屬 ,
其

96 小時之 TLM 分別為 173 ppm 、 1.50 ppm 、 4.98 ppm 、 2213 ppm 、 1124 ppm 、 .1632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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