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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濃度之重金屬溶液對思目魚

之累積情形及對成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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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業發展迅煙
, 工廠廢水、家庭污水造成之污染現象已成為普遍存在的問題 ,

其中重金屬污

染古相當重要之一環 , 嚴費者使求生動物驟然間大量死亡 , 輕徵者亦使水中之重金屬經總及表皮之跤
收而累積於體內

, 不但對求生動物本身有害 , 亦危及長期食用此類水產食物之人類。近年來西部沿海
曾有工廠排水在乾季前積於河床 , 經驟雨沖翩而流入海中 , 造成沿海養殖文蛤及牡蠣大量死亡 , 且全
省各地亦常有工敲詐水造成水產養殖物巨額損失的報導

, 此顯示污染問題在本省已日趨嚴重。因此為
激少養殖輸業之被害

, 保護水產資頓 , 維謹國民健康 , 必讀訂定水產用水水質基準 ' 以作為水質管理
之依撐。本計畫即在探討低濃度之重金屬溶液在風目魚及文蛤體內之累積情形及對成長之影響

,
以估

出這些重金屬之安全濃度
, 以供訶定水質基準之參考。

育電

材料與方法

試驗用重金屬摺潑的配製 T 探用一股重金屬污染研究常用的硫酸銅 ( CuSO.)' 硫酸錚 ( ZnSO.

) , 硫酸鋪 ( CdSO.) , 以蒸餾水配製成 20,000ppm 的鋼、錚、鋪儲存液
, 再以獨當堪度的海水稀

譯成試驗所需各種濃度之重金屬溶液。

試驗用魚貝巔 , 現自魚係購買以喜訊自魚新苗經蓄養 1 個月左右者
, 平均體長 4.16 企分

, 平均體
重 0.62 公克

,
購自後置室外水混池蓄養 1 星期以上再作試驗。文蛤為購自淺海養殖者

, 每台斤約的。
粒 ,

平均殼長 1.5 企分
, 平均實 I.I0 公克 , 同樣先置室外水泥池蓄養 1 星期以土再作試驗。蓄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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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期間甄目魚即館以足量的配合飼料 , 文蛤即投餵培養輪虫用之海 7.Jc 鯨藻 , 試驗用水 gO 取自蝦類孵

化室經過讀之海水 . pH8.1 .壇度 24 -- 25 純 ,
並使用容量 24l 之白色方型塑膠桶為試驗永槽 , 內裝

lOt' 之各種濃度重金屬溶液〈銅 0.1
、 0.05 、 0.01 ppm .錚 2.0 . 0.5 、 0.1 p 戶n .鋪 0 . 1 、

0.05 、 0.01 ppm) .於室溫下打氣 , 每天飽食 , 抽底一次 , 每 7 天全部換水一次。每個水槽訊自魚

20 尾 , 文蛤為 40 個 , 定期取出血目魚 2 尾 , 文蛤 4 個 , 以自來水仲說後冷凍儲存。

分析時先將待割的樣品置於烘箱中乾燥至垣重 , 再放入饒杯中 , 加入 5ml 濃硝酸 . 1.5ml30 %

過氧化畫草 , 置於熱按上 . 60.C 以下慢慢加熱促使分解 ,
至溶液剛乾為止 , 而接加入 2Oml 1 %硝酸

溶跤 , 並以原于眼光光諾分析儀 ( AAS) 分析樣品所會重金屬量 , 以 ppm dry wt.( kg I g ) 衰

刀立。

結 果

-τ丈蛤之累積情形 : 由國 1 可看出鋪在文蛤鐘內的累積量 . 0.1 及 0.05ppm 者皆於'40 天內漸次增高

' 並分別於 30 天及 40 天到達 240 p pm 及 230ppm .後即全部死亡 ,
故知鋪在文蛤鐘內之累積量

如高於 230 p pm 則可能使文蛤死亡。而 0.01 ppm 者自於 30 天間漸次增高 '30-- 回天開激少而後

趨於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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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由國 2 可君出鋪在文蛤盟內之累積量均隨時間之增加而不斷增多
, 且各濃度聞之黑頭量差異頓大

, 此外 , 鋪 0.1 p pm 及 0.05ppm 處理者於 50 天後全數死亡 , 此現象亦典鋪、韓處理者不間。
由國 3 可君出錚在文蛤體內之呆積量

, 均於 30 天時連最高 . 2p pm 處理者並於 30 天後來部死亡
, 而 0.5ppm 及 0 .lp pm 者自於 30 天後方禮糧定 , 且如 0.5 p pm 者於體內呆積量高連 500 pp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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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仍可繼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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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濃度鋪溶液在文蛤體內之祟積量

Cadmium residue level(ppm) in body of M. Lusoria exposed to

圖 2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cadm ium for 6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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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濃度錚溶液在文蛤體內之累積量

Z ine r 自 idue level(ppm) in body of M.. Lusoria expog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z ine for 60 days.

二弓甄目魚之累積情形 : 自圖 4 可君出鋪在劃目魚鐘內之累積量
, 0.1ppm 處理者於20 天間迅速增高 ,

20 -- 40 天間讀少而後趨於穩定
, 0.05 及 O.Olppm 者即於30 天開漸次增高

, 30 -- 50 天間讀少而

後趨於種定 , 均未有死亡情形。
由國 5 可君出鋪在鼠目魚暐內之累積量

, 和文蛤同樣均在60 天聞漸次增多
, 但均未發生死亡情

形。

圖 6 即為鋒在鼠目魚體內之累積壘
, 均於 30 天時連最高 , 而後漸趨穩定 , 2 p pm 錚處理者於

30 天後其體內累積量高﹒達 6 ∞ ppm 左右 , 但未發生死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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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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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 不陶揖度錚溶液在現目魚鐘內之其積量

Cadmium residus level (ppm) in body of C. Chanos expo 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Cadmium for 6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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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溶被中重金屬濃度高者
, 於魚貝類體內的累積量也較多 , 但累積速度則觀重金屬之種類和濃度而

異。在低濃度的重金屬溶滾下 , 水生動物累積重金屬的方式則稍有不同 , 並囡重金屬之種類不同而有

變化
, 爛、錚在訊自魚、文蛤體內之累積量起初都迅速增加 , 而接誠慢累積遼寧 , 最傾向較穩

定的禮勢 , 但鋪之累積量節隨時間之增加而不斷增加 , 且丈蛤在50 天接突然全數死亡
, 此與劉 \4' 之報

告中所指出
, 錯之作用很慢 , 但經過較長一段時間後部會造成大量死亡現象相符合。此可能為鋪與眾

些動樹體內之有機物質如蛋白質等緊密結合而不分離
, 致鋪在魚貝類體內之累積量均未曾降低。劉山

之報告叉指出鋪的累積遠度受海水中鋼的禮度及本身排除鋼的速度影哨
, 而自累積造成毒性的現象文

與其可忍受的累積量大小
, 累積速度及鋼興體內組織作用的速度有關。本試驗中文蛤體內鍋的累積量

到達 230ppm 以上時即發生舉斃情形
, 但劃目魚累積量達 330ppm 卸未死亡 , 且有下降趨勢 , 此可能

如上述與魚貝類體內之累積速率與排除率的平衡有關。

生長篇許今生理活動的綜合指標 , 多數魚貝類生長受重金屬抑制的程度 , 隨重金屬濃度的增加而

提高。劉
(1)
之報告中指出

, 蛙蠣幼生之活存率與生畏隨重金屬濃度之增高而降低。本試驗中文蛤經鍋

及鋪 0.11i 0.05ppm .錚 2 ppm 溶液處理者均全部死亡﹒可見此等濃度之重金屬溶液對文蛤之成長

確有不良影響。但嵐目魚之銅及鋪 O.lppm 處理者 , 雖未發生死亡情形 ,
但 60 天後之體形顯然較其他

濃度處理者篇小 , 亦即此等濃度之重金屬溶波對嵐目魚之成長亦有不良影響 , 此可能為魚貝類長期暴

露於重金屬溶液中
, 其消化眼肢系誼受抑制 , 導致生畏遠率降低的現象。

書才

要

本試驗為 � 討鋼、輸、錚等 3 種重金屬在低濃度下對魚貝類之累積情形及對生長之影響
, 並顯示

其濃度愈高者祟積量愈多
, 而其累積速度即受海水中重金屬濃度及其本身排除重金屬速度的不同而改變

費。而其生長受抑制的程度
, 亦隨重金屬濃度的增加而提高。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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