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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質及亞銷酸對吳郭魚及牡繡之念性毒性試驗

黃世鈴﹒秦宗顯﹒余廷基

The Acute Toxicity Effect of Some Organic Materials and Sodium

Nitrite to Hybrid Tilapias and Oysters ( Crassostrea 尉, 包B )

Shyh - Ling Hwang; Tzong -Shean Chyn and Ting- Chi Yu

It is ne«essary to study the acute effect of five toxic materials t

tilapias and oyster ( Crassostrea gigas ). for the 戶�pose of judging water quality.

o

sodium nitri 峙 , picric acid and

hybrid tilapias were 23.94ppm, 15.5ppm, 205.55ppm and 52.49ppm respectivly.

the ppm's of phenol, sodium ni tri 妞 , tannic acid and picric acid w 叫 Id be 1722, 3955

, 60 and 208 to the oys ter.

The histopathologic changes of hybrid tilapias exposed to the

were a Iso 0 bserved and di s 叫 ssed.

The 96 hr TLM of phenol, rosol ic acid to

And

toxic solution

前 實

環揖污要對水生物的危害問題之解決,
已是刻不容麓 , 污染的水質不但由於其對水生物之直接毒

害作用而造成大量斃死現象 , 尚可對水生物產生間接性的毒害作用 , 如影響正常的生理作用 , 導致水
性物無法正常的生長與繁殖 , 破壞生態環揖等造成實頓的枯竭。為維護養殖用水之水質、保障水旅費
輯之生生不息 , 故進行一系列之試驗 ,

以供制訂水產養殖用水水質基準之參攻
, 本試驗乃係蝶討四種

有攝物質 ( 醋、苦味酸、單寧酸、政缸酸 ) 和亞硝酸對吳郭魚及社蟬之毒害作用。

材料與芳法

-三本試驗所用之吐蠣係購自鹿港 , 平均軟體重 1.37 士 0.56 g , 雜交種吳郭魚為本分所所飼養 ,
平均

館長 2.79 恤 , 體重 0.2 gm, 試驗前均在實驗室內蓄養一星期以上。

二三所用之藥物為:

勸 ( phenol) : 聯工化學廠出晶。

亞硝酸鍋 ( sodium nitrite) : 林久藥品株式會社出晶。

苦味酸 ( picric acid) : 林純藥工業株式會社出晶。 1

王文缸酸 ( rosolic acid) : SIGMA Chemical Company 出晶。

丹寧酸 ( tannic acid) : 林純藥工業株式會社出晶。

由於使用量甚大 , 所以不配製 J$. 母溶液 , 是以直接稱重配製成所需之各組試液進行試鑽。試瞳
係在 45 cm x 30cm x 25 cm 之水旗缸中進行 , 於 15 公升試被放λ社攝 10 個

, 吳郭魚 10 尾 , 以
靜水式進行試驗

,
並用地下水及加熱器調整水溫保持在 24.0 士 1.5 DC .試驗期間隨時蝕說 ,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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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即行鑽出以免訝染水賀。臉亞硝酸氮 1 ppm = 贊 Xl= ι伽g/ i ' 其餘蔚品皆以 1 ppm=

In 蔥/i 計算。

三三吳郭魚死亡與j定係以放璃棒觸之如無反應即倒定為死亡 , 吐蠣之死亡判定則視其失去閉殼能力判定
為死亡 , 試驗所用之淚水係地干 ]j( 經砂層過窩 , 海水抽自本分所之蓄水池 , 經兩次過爐 , 墟度控制
在 19 土 1 偽 , 試驗探雙重覆 , 並設置對照組以為比較 , 試驗期間為 24 hrs 更換 ]j( 一次 , 並在試驗
前及 24 hrs 後以 CORNING PH meter 130 型捌定 PH 值

, t1.DEL TA Scienti fie

2110 型測定 DO 值 , 亞硝酸一氣則以 TURNER SpectroIirotometer model 380 型 , 試驗結束
時以 Vander Waerc 蜘及 Doudoroff 方法計算 TLM 值。

用在試驗的同時
, 經處理過的吳郭魚 , 以 Bouin's fluid 固定 , 酒精脫水 , 石臘包埋 , 做成約 4 6

μ切片 , 進行�H - E ( Haemat 恆ylin-Eosin) 染色
, 藉顯徵鏡觀察其組織病理變化。

主主試水之]j( 質分析如表 1

model

Table 1

實驗用水之水質至于析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test water.

表 1

I terns Sea-water Fresh-water Items S 個﹒咐eter Fresh-water

Zn 0.03

NOz-N( ppb)

NO8 -N(ppb)

NHt-N( ppb)

NH 8 -N ( ppb )

Ca (ppm)

4 15pb

Mn

0.05 47

400

58

0.011 0.011

Co 0.28 18 7

Fe 0.16 21.6 2.4

Cd 0.039 o. 的 6 SiO2 - Si (ppm)

SO� (ppm)

COD(ppm)

2.5 10.05

Cu 0.1 108 11

Cr 0.101 0.24 0.16

Ni 0.2 Total hardness
( wm)

3840 152

結 果

-吳郭魚之毒性研究

各種毒性物質對吳郭魚之急毒性試驗 ( 表 3 ) , 四種毒性物質在96 小時對吳郭魚之半數致死濃

度 , 勸為 23.94 ppm 、苦味酸為 205.55ppm 、故紅酸為 52.49ppm 、亞硝酸為 15.5 ppm , 其中亞
硝酸納的濃度並未換算成亞硝酸一氮的濃度 , 幾種毒性物質處理吳郭魚 , 其 24hrs 、 48hrs 、 72hrs

及歸 hrs 之半數致死濃度都十分相近 , 僅有苦味酸及改紅酸在 24hrs 及 48hr s 對吳郭魚之半致死濃

度有較大的差異 , 其中苦味酸對吳郭魚之 TLM 2<b 為 248.61 ppm 、 TLM Ub 為 217.31ppm , 改紅
酸對吳郭魚之 TLM2�b 為 66 .88 ppm 、 TLM� 8 b 為 58.60 ppm , 自表 3 可看出四種有機物質中以的

之毒性最為強烈
, 而苦味酸之毒性最弱 , 毒性依次為勸〉故缸酸〉苦味酸。

勵之毒性試驗 ( 表 4 ) , 齡在高濃度 30 ppm 的溶液中的分鐘即達半數死亡 , 64 pprn 溶被中

兩個小時即已全數死亡。吳郭魚浸浩於的溶液中星現興奮狀態 , 快速游動 , 對外界的刺激變得相當
敏感 , 體色變黑 , 大量的粘液分泌 ' 偶有撞擊的現象發生

, 最後活力減低 , 喪失平銜 , 偶有旋轉的

情形發生 , 死亡前平躺於地底 , 飽部張閉 , 死亡時口部張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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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gen t

Phenol

Picric acid

Rosol ic acid

Tannic 學 cid

tilapias.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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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有機物質及亞硝酸對吳扭魚之半致死濃度

of four organi c materials and sodi urn nitrite to hybrid

Sodium N i tri te

Conc,entrat ion
( ppm )

Control

18.08

20.43

23.08

26.08

29.47

33.30

*1.

PH

24hrs

Table 4

7.1

6.8

6.7

6.7

6.7

6.7

6.7

24hrs

23.94

248.61

66.88

48 hrs

23.94

217.31

58.60

16.00

TLM ( ppm )

72hrs

23.94

207.78

54.86

15.50

96 hrs

23.94

205.55

.
52.49

15.50

表 4 酌對吳郭魚之急性毒性

The acute toxic of phenol to hybrid tilapias.

DO( ppm)

1hr 24hr!'

7.6

6..5

6.4

6.4

6:5

6.4

6.3

* 2.
TLM = 23.94 ppm

DO and Conductivity of testThe PH,

and 400w 前los/em

Conductivi ty
( umbos/em)

24hrs

4

1.8

1.6

1.1

0.6

0.4

0.2

respectively.

400

400

400

420

420

420

450

24hrs

o

o

。

1(2)

4(3)

8

10

Mortal i ty

48brs 72 hrs

o 。

96 hrs

O

o

o

1(2)

4(3)

8

10

苦味酸之急、毒性試驗〈表 5 ) , 吳郭魚的半數致死濃度在 24 小時為 248.61 ρpm 、 48 小時為

217.31 ppm 、 72 小時為 207 .78 ppm 、 96 小時為 205.55 ppm 。故紅酸之急毒性試驗 ( 表 6 ) , 吳
郭魚在高濃度的政紅酸試液中 ,. 128ppm 兩個小時即已全數死亡 , 79.78-ppm 濃度中 6 個小時即

超過半數死亡, 故紅酸對吳郭魚之半數致死濃度 , 24 小時為 66.88ppm 、 48 小時為 58.60 ppm 、

72 小時為 54 .86 ppm 、街小時為 52.49 p 帥 , 吳郭魚浸洛於苦味酸和故紅酸溶被中 , 都壘現釋頭
、旋轉、突衝、大量分溫粘浪和躍出水面呼吸. , 差異的只是在苦味酸溶液中 , 吳郭魚浮頭後迅即死

。 。

o O

1(2) 1(2)

4(3) 4(3)

8 8

10 10'

water are 7.6, 8.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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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 而在故紅酸溶液中星現靜頭後需經一駛時間後才會死亡。

Table 5

n

一
間

oc--a

&..

ac
、
-J

'

A&EL',
且
崎

4

個
﹒
叩
開cppmfk

'
‘

',ACo

C 個 trol

- 89.60

219 .76

245 .85

275.03

307.67

344.19

385.04

Table 6

Concentration

of Rosol ic acid
( ppm )

Control

16.00

22.60

32.00

64.00

79.78

99.44

128.00

表 5 苦味酸對吳郭魚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 of picric acid to hybrid ti lapias.

H-UP-4qL

7.65

7.61

7.23

7.25

-7.13

7.08

7.02

6.96

DO

24hrs

4.8

4.6

4.7

4.6

4.7

4.8

4.8

4.7

Conduct i vi ty
( umhos/ cm)

24 hrs 24hrs

Mortali ty

48hrs 72 hrs

0/10

0/10

9/10

9/10

9/10

9/10

10/10

10/10

故紅酸對吳郭魚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 of roSolic acid tIJ hYbrid

PH

24 hrs

7.55

7.57

7.57

7.57

7.61

7.51

7.51

7.52

表 6

DO

24hrs

3.2

2.0

1.6

1.5

1.5

1.4

1.4

1.4

400 。 /10

Mortal i ty

48 hrs

。 /10

1/10

1/10

6/10

10/10

nu--AU

咀
且

,i',',',nunu

咀

Ea.,..,

。 /10

1/10

9/10

10/10

10/10

10/10

10 /10

10/10

ti lapias. I

72 hrs

8/10

10/fO

10/10

10/10

96 hrs

0/10

1/10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96 hrs

。 /10 0/10

400 0/10

2/10 2/10

400 5/10

1/10 1/10

410 5/10

1/10

410 8/10

10/10

10/10

10/10

10/10

亞硝酸之急毒性試驗 ( 表 n ) , 吳郭魚在 48 小時之 TLM 為 16 ppm 、 72 小時為 15.5 ppm

' 吳郭魚浸泊於亞硝酸溶液中星現驚恐、狂奔、大量卦過粘液和對外界的刺激變得很敏感
, 經一授

時間後是現倦怠狀態 ,
最外界的刺激反應遲頓 , 最後平躺於他底掙扎而致死。

主弓社蠣之急毒性試驗 ( 表 2 )

420 8/10

,410 8/10

420 10/10

W
叫-Icf1/

t
心詣。1C(

24hrs- 24 hrs

420 。 /10

420 。 /10

430 0/10

430 1/10

430 3/10

440 9/10

450 10/10

49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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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亞硝酸對吳郭魚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 of sodium nitrite to hybrid tilapias.Table 11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nid te
( ppm ) 24 hrs

Mortal i ty

48 h,rs 72 hrs 96 hrsQU

m
一
如

9h

DO

24hrs

Control 7.2 。 /10 。 / 凶4.2

8.00 7.1 。 /10 。 /103.0

9.51 7.1 2.6 。 /10

11.31 7.1 2.7 1/10 1/10

13.45 7.0 2/10 2/102.6

16.00 6.9 2/10 4/102.4

19.03 6.9 2.0 8/10

22.63 6.7 2.0 8/10 10/10

。 /10 。 /10

0/10 。 /10

1/10 1/10

1/10 1/10

3/10 3/10

4/10 4/10

8/10 8/10

10/10 10/10

Table 2 The TLM

四種有機物質及亞硝酸對社蠣之半致死濃度

of f ∞ r organic materials -and sodium nitri te to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

表 2

TLM ( ppm)
Reagent

24hrs 48 hrs 72 hrs
7

S odi urn Ni tri te 4239

Tann i c acid 119

P icr ic acid 362

Rosolic acid

Ph 田 01

96hrs

油 55

60

208

1722

四種有攝酸及亞硝酸揖對釷蠣之急性毒性 , 72hrs TLM , 亞硝酸為 4239 ppm 、單寧酸為

119 ppm 、苦味酸為 �2ppm , 毒性順序為單寧酸〉苦味酸〉亞硝酸墟。 96 hrs TIM , 亞硝酸為
油55 ppm 、單寧酸爵的 ppm 、苦味酸為 208 pprn 、酌為 1722 p帥 , 毒性依次為單寧酸〉苦味酸〉
醋〉亞硝酸 , 如果將亞硝酸堪以 (NOt -NJ 之形式表達 , 則 72 小時之毒性次序為 ( NOt

-'-
N ]

〉單寧酸〉苦味酸 , 96 小時之毒性順序依次為單寧酸 > ( NOt - N ] > 苦味酸〉醋。
勸試液星無色透明 , 有刺鼻氣味 , 在 5793 ppm 高濃度的酷溶液中 ,72 小時釷蠣已經超過半數

死亡〈表 7 ) , 亞硝酸納試法曇無色透明 , 亞葫酸納在濃度 8192 ppm 、 24 小時內連半數死亡
, :. 在

濃度 5793ppm 時
, 48 小時達半數死亡〈表 8 ), 同時發現在試驗期間

, 社蠣在亞硝酸試被中尚有
開殼運動 , 並且開殼運動之能力有隨著濃度與時間的增加而漸弱的趨勢 , 但在四種有磁酸試液中 ,

釷蠣全部沒有閱殼運動 h 發現聞殼即已經死亡。苦味酸試液曇黃色透明 , 苦味酸在 512 ppm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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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勸對社蠣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toxicity of phenol to oyster ( Crassostrea gigas ).Table 7

Concentration

of 戶 enol
( ppm )

Control 8.137 7.835

512 7.962 8.151

724 7.931 8.147

1024 7.922 8.133

1448 7.913 8.134

2048 7.901 8.132

2896 7.875 8.081

4096 7.858 8.037

5793 7.792 7.972

8192 7.763 7.882

且已E巴旦
)

Ohr 24hr

6.8 3.7

Mortali ty

24hr 48 hr 72hr

0/10 -0/10 0/10

。 /10

。 /10

0/10

0/10

。 /10

。 /10

0/10

1/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 /10

1/10

1/10

1/10

。 /10

1/10

2/10

1/10

。 /10

1/10

4/10

6/10

8/10

96hr

0/10

0/10

1/10

4/10

4/10

2/lfJ

3/10

nunu

ta--

唔,.
壘,',.',Into

可

A

10/10

表 8 E 硝酸對社蠣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i ty of s吋 ium nitrite to oyster. ( Crassostrea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 ion

of socii 也n ni tri te of NO2 -N PH
( ppm ) ( ppm ) Ohr 24hr

0.006 士 0.002 8.:

Table 8

gigas) .

Control

,128 14.55 :t 1.85

4 的6 78.5 主 1.5

4871 95.5:t 3.5

5793 114.5 :t 4.5

6889 124.5:t 3.5

8192 145 士 7
一⋯

'

‘一
~
一一一⋯一一一

4.4
一一 �.�"'-'._. 一

6.7 5.9-

D.O (ppm)

Ohr 24hr

7.8

7.8

7.8

7.8

7.8

7.8

7.8

之�;

M ortali ty

24hr 48hr 72hr
i恥

,
心 -一一 -.

4.5

4.1

4.1

4.5

5.1

4.6

。 /10

0/10

2/10

2/10

3/10

是 /10

96hr一一一 .-

。 /10 0/100/10

0/10 0/10 0/10

6.6 5.9

4/10 6/10 7/10

3/10 8/10 10/10

6.5 6.0

5/10 9/10 10/10

6/10 10/10 10/10

6.5 6.0

5/10 7/10 10/10 ] 0/10

是8 小時內達半以死亡 ( 表 9 ) , 單單酸試彼星深禍色 ,
不透明

, 立交面產生一層油層 , 學寧敢在濃
度 1024 ppm 峙 , 的小時內已經超過半數死亡 , 在濃度 128 ppm 時 , 72 小時已經超過半數死亡 ( 表

10 ) , 故紅酸試派在 256 p pm 以下星紅色過明 ,
在 256 ppm tJ 上具 IJ 星深紅色不透明

, 有沈轍產生

6.6 6.0

6.7 5.9

6.7 5.8

6.6 5.9

6.7 6.0

國54

8.369 8.093

8.358 7.784

8.363 8.053

8.352 7.945

8.369 7.970

8.357 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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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 9

表 9 苦味酸對牡蠣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ity of picric acid to oyster ( Crassostrea

gigas ).

Concentra tion

of Picric acid

Control

64 (ppm)

128

256 ,

512

1024 -

2048

4096

D.O(ppm )

Ohr. 24 hr

8.424

7.411

7.013

6.609

6.017

3.258

2.837

2.512

7.867

7.392

7.413

7.285

7.202

3.912

2.948

2.5 品

6.6 2.4

24 hr

。 /10

。 /10

。 /10

0/10

2/10

2/10

0/10

1/10

Mor tal i ty

48 hr 72 hr

0/10

。 /10

0/10

2/10

5/10

6/10

5/10

8/10

。 /10

0/10

1/10

5/10

7/10

9/10

8/10

10/10

96 hr

0/10

0/10

2/10

7/10

9/10

10/10

10/10

10/10

Table 10

單寧酸對仕蠣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ity of tannic acid t;o oyster ( Crassostrea

Concentration

of tannic acid
( ppm) .

Control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表 10

gigas ).

8. 站 4

7.841

8.192

7.343

7.167

7.131

6.724

5.9 個

r

m

一
叫

rhuo

7.893

7.632

7.611

7.583

乎 .*i2

7.301

6.851

6.318

6.4 2.3

24hr

0110

。 /10

0/10

0/10

0/10

0/10

0/10

Mortali ty

48hr 72 hr

0/10

0/10

1/10

2/10

3/10

4/10

1/10 7/10

。 /10

0/10

3/10

6/10

9/10

10/10

10/10

96hr

。 /10

Q/10

6/10

9/10

10/10

8/10 10/10

6.5 2.9

8/10

10/10

10/10

生 , 故紅酸在濃度 32ppm 組與 1024 ppm 組
, 96 小時內部達半數死亡

, 而在其他處理組在96 小時內

皆未達半數死亡〈表 12 ) , 且於試驗期間 ($ 小時 ) 以後 , 蓄養於清潔海水中 , 在 72 小時內全部

死亡。社攝置於苦味酸和故紅酷試被中 , 內臟俱被染色 , 於苦味酸試液中 , 內騙故染成黃色 , 於故

紅酸試液中 , 內臟畫畫染成紅色。

6.5 2.6

6.4 3.9

6.5 5.2

6.5 5.7

6.5 5.9

DO ( ppm )

Ohr 24hr

6.7 2.8

5.4 3.3

5.1 3.5

5.0 3.6

4.6 2.7

4.7 1.7

4.5 0.5

3.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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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政紅酸對社蠣之急性毒性試驗
The acute toxic of rosol ic acid to oyster ( Crassostrea

表 12

gigas ).

Concentra tion

of rosoli c ac id
( ppm )

::-.�=..�

退"v...naq

H
⋯2

DA-

一
伽

叫
一m

ny
叮

Aazo-r
DE

伽 24 hrs 一
仙
一9-s-FAy-h

BeLv

。
4.1-7

個
一
r
一

so-rM-M
」

TAU
τ

Control 8.062 8.105 7.1 1.5 0/10 0/10 。 /10 。 /10

32 7.914 7.887 7.1 0.4 0/10 0/10 1/10 5/10

64 7.671 7.894 7.1 0.2 0/10 0/10 1/10 4/10

1 站 7.349 7.985 7.1 2.9 0/10 0/10 2/10 3/10

256 7.266 7.821 7.1 2.8 。 /10 0/10 。 /10 3/10

512 6.876 7.568 7.1 0.5 0/10 0/10 。 /10 2/10-

1024 6 “ 434 7.265 7.1 0.4 1/10 1/10 3/10 5/10

2048 6.179 6.958 7.1 0.5 0/10 0/10 2/10 4/10

-司-‘

三三吳郭魚之組織病理變化

酌 (phenol) 對吳郭魚的總部和皮膚造成較聽著的影響 , 引起蟬薄根上皮組胞水腫塵世 ( 圖

3 ) , 呼吸上皮過形成反應 , 皮膚炎 ( 圖 4 ) 、急毒性的其餘病變不明顯。

亞硝酸 ( nitrite acid) 較顯著的病麗在吳郭魚的肝臘、腎臟及脾臟 , 引起牌臟血鐵素沈積
(Deposi te of hemosiderin) (圖 5) , 肝細胞混濁腫漲 ( cloudy sweJI i耳 ) ( 圖 6 ) , 脂肪
讀性 (Fatty degeneration) ( 圖 7 ), 肝細胞萎縮 ( A trophy) ( 圖 8 ) , 腎臟血鐵質沈積明顯

(Deposite of hemosiderin) ( 圖 9 ) 。

單寧酸 ( tannic acid) 對吳郭魚的肝臟和消化道造成較顯著的病簣 , 引起肝細胞脂肪變性 (

Fa tty degenerat ion) ( 圖 10 ) , 消化道粘膜上皮剝離潰擴 ( 圖 11) 、肝瘀血 ( 圖 12 ) 。

故紅酸 ( rosolic acid) 之顯著病變在肝臟、脾臟、總部和消化道 , 引起肝瘀血、脂色素沈
積明顯 ( Ceroid-Laden macrophage) ( 圖 13 ) 、腸站膜層剝離 ( 圖 14 ) 、脾臟脂色素說積明顯

( Ceroid-Laden macrophage) ( 圈 15 ) 、和總薄按水腫 ( 圖 16 ) 。

討 論

釷蠣遇到不良環揖時將其雙殼緊閉以為抵抗 ( 蔡 1981 ) , 因此本試驗對社自悔之 24hrs TLM 及

48 hrs TLM 都很難求出。本試驗牡蠣除在亞硝酸溶被中尚有關殼遲動 , 並且開設運動之能力隨著濃
度與時間的增加而漸弱的趟 , 但在其餘四種有撥酸試液中 , 牡蠣全部沒有關殼運動 , 發現閱殼即已死
亡。

實驗室顯示樹的毒性隨著溶氧的減少 ,
墟度的增高和溫度的降低 , 而增加 (Alabaster, Lloyd.

1980 ) 本試驗在試驗前 , 四種有磁酸都能使 PH 降低 ,
其中以苦味酸為最明顱 , 而 DO, 則除單寧酸

外 ,
其餘對水中之治氧幾乎都無影響 , 經 24 小時後 , 四種有攝酸的 PH 值並沒有什麼變化 , 但是

DO 值卻變動很大 , 國此 ,
有酸酸致使溶氧的急劇下降可能是導致吳郭魚及牡蠣的死亡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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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酌處理組
, 顯現總薄放水腫 , 呼吸上皮輕微過形成。 H-E

Fig.3 Exposed to phenol. Causing edema in the lamellae a 回 epi thel ial

hyperplasia. H-E stain X 100

stain X 100

-圖 �
Fig.4

酷處理組 , 輕徵炎症出現於肌肉層。 H 一 E stain X 100

Exposed to phenol. Show 剖 slightly muscularis. H-E stain X

100

國 5 亞硝酸處理組
, 牌輯中血鐵素沈積明擷。 ( Deposite of hemosiderin)

sta in X 400H-E

Fig.5 After treated with nitrite. Deposi te of hemosider in in the s'pl een

國 6

pulp.

亞硝酸處理組
, 肝細胞混濁腫漲。 ( Cloudy swelling) H - E stain

H-E stain X 4 ∞

X 400

Fig � 6 Exposed to ni tri te.

stain X 400

Hepatocytes showed c1otrly swell ing. H-E



134

圖 7 亞硝酸處理組
, 肝臟顯現肝細胞脂肪麗性。 ( Fatty degenerat ion) H - E

stain X 400

Fig.7 Liver wi th fatty degenerati on after treated wi th ni tri te; H-E

stain X 400

圖 8 亞硝酸處理組 , 肝細胞萎縮。 H 一 E s ta i n X 100

Fig.8 Hepatocytes are atrophied after treated wi th ni trite. H-E

stain X 100

國 9 亞硝酸處理組 , 腎臟顯出嚴重的血鐵素沈積。 CDepositepf hemosiderin)

stain X 100H-E

Fig.9 Exposed to ni tri te. Deposi te of hemQsiderin in the kidney

圖 10

appeared.

單寧酸處理組 , 肝臟顯出嚴重的脂肪變性症狀。 C Fatty degene ra ti on)

H-E stain X 100

H-E stain X 100

Fig.10 Severe fatty degeneration of the 1 iver appeared after

tannic acid treated.' 日 -E stain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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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ll

單單酸處理組 , 消化道主現粘膜剝離潰壤。 H-E

The epithelia are separated after treated with tartnic acid.

sta in X 100圖 11

H-E stain X 100

圖 12 單單酸處理組 , 肝臟瘀血。 H -E stain X 40

Treated with tannic acid. Circulatory disturbance occuredFig .12

in the Ii ver . H-E stain X 40

圖 13 政缸酸處理組 , 肝臟按血 , 脂色素沈積明韻。 ( Ceroid- Laden

macrophage) H - E stain X 1∞

macrophage.

The Ii ver showed ci rcu 1 at ory d i s turbance

H-E stain X 100

and Ceroid-LadenFig. 13

Fig .14 severe

故紅酸處理組 , 腸之粘膜層嚴重剝離。 H-E stain X 100

Epi thelial showed

H-E stain X 100

sepa rat ed af ter rosoli c acid treated.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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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紅酸處理組 ,
脾臟內脂色素沈積明顯。 ( Ceroid ﹒Laden mac rophage )圖 15

H - E sta in X 100

stain X 1 ∞圖 16 故缸酸處理組 , 鱷薄故 7Jc 腫十分嚴重。 H-E

Fig.16 Exposed to rosolic acid: The lamellae appeared severe

stain X 100

在亞硝酸試液中罪亡情形可能係因血液變化之故 , 轉魚血液產生 methemog lobia 而 methem-

oglobia 無怯輸送氧氣導致缺氧致死 (Russo 1974 ) , 並且血濃顏色顯現出巧克力棕色 ( Russo

1974 ) ( 建田三朗、管畸照雄、江草聞三 1982 ) , 本試驗吳郭魚的血濃顏色變化不明顯 , 可能係因
起期浸洛所致。另外血液中紅血球深色性質異常 , 該濃縮 ( PyIuiosis ) 、鬼細胞 (Ghost cells)

出現 ( 建田三朗 1979 ) , 於本試驗中血液變化並不明顯。
依本試驗的結果得知吳郭魚經四種有磁物質及直硝酸處理後 , 其組織病理卸下 :

-勵之主要病變在於總部及肌肉層而其他器官病醫不明顯。

三毛單寧酸之主要病變在肝臟及捕化道、.肝臟瘀血 ,
脂肪讀性和消化道之粘膜會制離潰瘡。

三其政紅酸處理後, 輯部、肝、牌、腸俱顯出病掌聲 , 肝臟� 血、脂色素沈積、牌,臟脂色素沈積、攝簿放

水腫及腸粘膜剝離。

用以亞硝酸處理吳郭魚後肝、腎病症較為明顯 , 肝細胞萎縮、脂肪變性.、混濁腫漲、腎臟及脾臟血鐵
素沈積明顯。

關於有接物質及亞硝酸對吳郭魚之慢性毒性試驗及其組織病理變化尚頭進一步探討。

H-Eedema.

要

本試驗即在探討有機物質及亞硝酸對吳郭魚及牡蠣之急毒性試驗 , 作為制定水產用水水質基準之
參考。

吳郭魚在 96 小時之半數致死濃度
,
醋、亞硝酸、苦味酸和故紅酸各為 23.94 ppm 、 15.5ppm 、

摘

205.55p 伊n 及 52.49ppm 。



137

牡蠣在 96 小時之半數致死濃度
, 醋、亞硝酸、單寧酸及苦味酸各為 1722 ppm 、 3955 ppm 、

60 ppm 及 208 ppm 。

各種毒性物質處理以後
, 吳郭魚之組織病理變化如干 :

一τ酌之主要病續在於總部及肌肉層。

二單寧酸之主要病變於肝臟及消化道。

三亞硝酸處理後 , 肝臟、腎臟及牌臟病變較為明顯。
回故紅酸處理吳郭魚 , 總部、肝臟、消化道病費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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