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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木文介绍了海带对
` ” ,工的吸收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海带叶片在光照条件下
,

24 小时

内
,

对
’ . ,

i 的吸收量要比黑暗条件下高 3 3男左右
,

这似乎说明海带对
’ ` ,

I 的吸收与光合作用

有关
。

海带不同部位的藻块对
’ . ,工的吸收能力

,

以梢部为最大
,

中部次之
,

荃部最小
.

不同浓

度的 P b
、

C u 和尿素对海带吸收
’ 3 , I 的能力有影响

。

海带是我国北方海区重要养殖藻类
,

因含碘量高 IL,
8, , 〕 ,

不仅被用来预防和治疗甲状

腺肿疾病
,

而且还是提取碘的一种重要原料
。

关于海带对放射碘的吸收
,

迄今已有一些研

究报导
。

如
,

oR
c
加 ( 1 95 2) 报导了两种海带 ( L a 。 侃 a 二叙 f 乙

。“ 帆川曲 和 L
,

拟况入: 杯 a 哟对

, , , I 的累积 t l o〕 。

助
、 w ( 1 9 5 9 ) 根据

’ 色 ,
I 示踪试验结果

,

提出了掌状海带 ( L
.

d落g 艺̀a t a )对

碘的吸收可能机制仁111
。

人m毗 ( 1 9 83 )用糖海带 ( L
.

。韶叭 。 二认叼藻块进行了对 ” .
1的吸收

试验 〔’ , , 。 上述学者试验所用的海带与我国沿海养殖的海带是不 同的种类
。

19 64 年我 们

曾报导 了海带 ( L
.

沁p , 俪 )对
’ .

lt 吸收和累积的一些初步试验 卿
。

由于海带对
` 念 ,

I 的

吸收是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

且受到藻体本身和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为此
,

我们在原有

工作的基础上
,

于 1 98。一 1 9 8 3 年期间
,

进一步开展了海带对
派 al l 吸收试验

,

现将主要结果

报导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分三部分
,

所用海带 ( L
.

扣夕、 化a) 采于山东海洋学院太平角海带养殖场
。

1
.

海带对
1抓 l 的吸收试验

( l) 不同部位藻块对
’ 肚 I 吸收能力比较 选取一棵健康的海带

,

长 2
.

35 米
,

分别在

叶片的基部
、

中部和稍部的中带部
,

用直径为 1
.

3 c
m 的打孔器打洞

,

各取藻块 20 片
。

藻

块分别放在盛有过滤海水的玻璃缸中预养一天
,

然后移至烧杯中进行试验
。

每个烧杯预

先加入取 讯 I 海水 15 Om l( 约 1
,

5网 i)
,

然后放入 10 片藻块
。

将烧杯置于培养架上
,

在

2 , 。。 0 L u x 日光灯下进行培育
。

试验时室温为 9
.

5
“

C
。

.
木研究得到高尚德

、

崔竟进同志的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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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 4 小时和 4 8 小时后
,

取基部
、

中部和梢部藻块各 10 片
,

先用过滤海水冲洗二遍
,

用滤纸吸干藻块表面水份
,

称重
,

用 叮 2 6 02 定标器测藻块的放射性强度
。

经重复试验
,

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

(2 ) 在不同光线 条件下 澡块时
1肛 I 的吸收

.

试验分别 于 1 9 8 2年 和 19 8 3 年分两 批

进行
。

第一批选取经过预养的海带叶片中部藻块 20 片
,

分别放入 4 个培养皿中
,

每个堵

养皿各放入藻块 5 片
,

加入经充分摇匀的
1肚工海水 1 00 0 1

。

然后将 2个培养皿置放在培

养架上
,

使接受 12 00 L u x 光照
。

另外 2 个培养皿置放于暗箱中
。

室温 13
’

O
。

经 6 小时

和 24 小时
,

分别取出藻块
,

经干净海水漂洗
、

吸干
,

然后测定放射性强度并进行重复试验
。

第二批取 s 个 1 3 5 m互广口瓶
,

每瓶加入 l o o m l l 吕1

1 过滤海水 (约 1协e i ) 和 5 片藻块
。

分 4 小组
:

光照组
,

光照组 (藻块事先用蒸气杀死 )
,

弱光组 (用一层纱布包裹瓶 )
,

黑暗组

(瓶涂黑漆
、

并用锡泊纸包裹 )
。

将 8 个广 口瓶悬挂在水族箱 (盛水约 1的
, 。。。m l) 中

。

水面

光强 1 3 0 0 uL
: ,

气温 l r C
,

经 2 4 小时和 48 小时培育后
,分别取样测定放射性强度

。

(3 ) 海带吸收
生” 工节奏性试验 选取藻块 60 块

,

放在玻璃缸中在室内阴暗处预养
。

试验时
,

取 12 个玻璃皿
,

每个玻璃皿加入经充分摇匀的
’ 肚 I 海水 1 00 m l , 然后每隔 2小

时
,

随机取 5 片藻块放入玻璃皿中
,

置于培养架上
,

在 1 2 0 OuL
x 光照下让藻块吸收

` , ,

工两

个小时
。

在 24 小时期间内共连续更换 12 个玻璃皿
,

经藻块放射性测定
,

观察在一昼夜期

间对
工al l 的吸收情况

。

(刃 铜
、

铅和尿素对海带藻块吸收
生

alI 影响 试验所用试剂是
:

铅 (( C H刃 0 0 )
:
P b)

、

铜 ( C u S O
`
) 和尿素 ( N H夕O N H

:
)

,

用蒸馏水配制
。

各试验组铅的浓度为
: 0

.

5
、

2
、

4
、

6 和

l o p Pm ; 铜为 0
.

0 1
、

0
.

0 5
、

0
.

5
、

1 和 Zp P m , 尿素为 0
.

5
、

2
.

5 、
1 0

、

2 0和 3 0 P p翔
。

各组均设对

照组 (即海水不加入铅
、

铜或尿素 )
,

每个浓度为一个小组
。

试验时
,

用 18 个烧杯
,

每个杯加入 4 00 m l按上述浓度配制的试验海水 (海水取于胶

州湾口 ) 和 肠 片藻块 (藻块取于长度约 3 米海带叶片中部 )
,

经预养 24 小时后 再 加入

0
,

s m 〕 工. 宋
I 溶液 (约 2 1四 i)

,

立即用玻璃棒搅拌使均匀
。

自加入
`忘
倾 后

,

经常搅动海水
,

观

察藻块外观变化
,

经 3
、

8
、

12
、

18
、

2 4 和 48 小时
,

分别从每个烧杯中取出 3 片藻块
,

经

干净海水漂洗
、

吸干
,

然后进行放射性强度测定
。

试验期间
,

水温 1 4
.

5一 1尸 O
,

每天接受

10 0。一 1 2。。 L u 二 光照约 10 小时
,

试验重复进行 3 次
。

2
. ’ 习

11 在海带叶片的分布

试验所用海带均系小抱子体 (开始 凹凸期 )
,

叶片长度不超过 4 5c m
。

试验时选取海带

48 棵
,

按养殖场夹苗方法
,

每 3 棵一撮夹在棕绳上
,

然后垂直挂养于有机玻璃水族箱中
。

箱长 6 4c m
,

高 3 I c坦
,

宽 3 4 e m
,

内盛 N犷
,
U 过滤海水约 50

,

oO 0m l
,

整棵海带都浸于水中
。

水族箱的一侧接受 40 W 日光灯光照
。

试验期间水温 6一 10
O

C
,

每天搅动或通气搅动 海

水数次
。

试验分三部分
:

(1 )
’

啊 在叶片上的分布 取在
’ 会

11 海水中挂养经过不同时间的海带
,

经干净海水

洗二遍后
,

用打孔器沿叶片中线取圆形中带部藻块 (如图 I A )
,

水洗后
,

称重
,

测定放射性

强度
。

( 2)
生

al l 在海带叶 片边缘部的分布 让海带叶片的凹凸面朝上
,

用打孔器在叶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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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带取样部位示意图
。

基部或中部
,

取中线和边缘藻块 (如图 I B )进行放射性测定
。

( 3)
工

alI 在海带内外层的分布 切割海带叶片的基部和柄部
,

用刀片自表向里切 成

簿片
,

分别测定放射性强度
。

3
.

海带藻块释出
1缸 I 试验

取 已吸收了
’ 别 I

,

且放射性强度 已知的藻块 10 片
,

放入不含
` 拟 I 过滤海水中

,

置于 日

光灯下培育
,

经一定时间间隔
,

取 出藻块测定放射性
。

另外
,

还进行了海带整体释出
生 a1工

的试验
。

今士
笋曰 果

(一 ) 海带对
’ 3江 吸收试验

( 1) 海带叶片不同部位的 藻块甘
’

al l 吸收的能力不同 试验结果表明
,

海带叶片梢

部的藻块对
1肚工的吸收能力明显地高于叶片中部和 基部的藻块

。

梢部藻块对
二 ,
江 的吸

收
,

在 48 小时期间内一直明显地上升 , 而叶片中部藻块经 舰 小时即已达饱和
;基部藻块

对 ” 11 的吸收能力最低
,

但在 48 小时期间内似乎仍然继续吸收
1 81 1 (表 1 )

。

( 2 ) 叶片藻块在不同光照 条件下时 川 I 的吸收能力有明 显 的差异 表 2 的数据 表

明
,

尽管不同藻块对 椒工的吸收能力有较大的差异
。

但是
,

无论是经过 6 小时
,

还 是 2 4小

表 1 海带叶片不同部位的藻块对
`抓 I 的吸收

基基 部部 中 部部

222 6 999 韶OOO

333 6 777 8 8 555

注
:
放射性强度单位为

:
脉冲数 /毫克组织

·

分钟
。

下同
。



3味2 水 产 学 报 9卷

飞飞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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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333 444 666 666 777 888 000 ]〔 )))

66666 光照照 2 6 91 888 1 16 2 4 222 1 24 3 7000 3望 4 666 以娜科科 6 1 9 8右右 100 0印印湘 6 3 222 }}}4 2盯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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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厂厂厂
72 6 1000 忍别吕习888 8 0习6 222 6似朋朋 81 52 0009 7 62 3 666 77 4 3000 6 6 3妞妞 7 6 6 3444

注 : 飞朗 2 年 4 月试验绘果

时
,

藻块的平均放射性强度
,

在光照条件下要比在黑暗条件下约高 32 %
。

表 3 的试验结果表明
,

包一层纱布的白瓶组
,

藻块对
1 , ,

I 的吸收能力最强
,

而经蒸气

杀死藻块对
` “ I 的吸附很少

。

经 48 小时
,

在光照条件下
,

藻块持续地吸收
工 , `

I
,

而在黑 暗

条件下藻块却释出
` ,

tI
。

比较表 2 和表 3 的资料
,

值得指出的是
,

尽管试验条件不同
,

但经 24 小时
,

藻块的放

射性强度在光照条件下都比在黑暗条件下约高 1 / 3。

表 3 光照对海带叶片藻愈吸收
`容 ,

I的影响

端端紫之之
黑 瓶瓶 白 瓶瓶 白 瓶瓶 (

赢赢〔〔〔〔〔包纱布 ))) 瓶瓶
已已已已已已杀死 )))

别别别 10( 为为 1反 )333 17 9 333 加加

444 888 43666 1 8韶韶 2汉000 7 000

(3 ) 在一昼夜期间内藻块时
主” I 的吸收量在不同的时间有差异 由图 2 可见

,

在一

昼夜期间内藻块对
1 . ,

I 的吸收量是有差异的
。

如果排除第一个时间 ( 2 2 点 3 。分 ) 的异常

取样时间

图 2 海带叶片藻块在一昼夜期间内吸收 ” `
I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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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外
,

有意思的是
,

在早晨 6 点 30 分和晚上 6 点 3 0分
,

藻块对放射性的吸收均出现高

峰
。

( 4) 铅
、

铜和尿素时海带叶 片藻块吸收
` ’
江 都有一定影响 铅能促进藻块对

’ 3

牡 的

吸收 (如图 3 )
。

在开始 12 小时内
,

各组藻块对
l 肚 I 的吸收量并没有表现出差异

,

以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
,

各组藻块对
’

slI 的吸收才逐渐表现出差异
。

至 48 小时
,

加入铅的各试验

组
,

藻块对
’ .

11 的吸收均高于对照组
,

其中尤以 0
.

匆 p斑 和 Z PPm 组对藻块吸收 幼叮 的

促进作用最明显
。

在试验期间内
,

各试验组藻块与对照组相比较
,

外观上役有看出差异
。

在 4 8 小时期间内
,

低浓度铜 ( 0
.

ol PPm 和 。
.

O5 p
mP )对藻块吸收 ” 1

1 似有促进作 用
,

而高浓度的铜 (0
.

s p p m 以上 )对藻块吸收
l

all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见图 约
。

各组藻块外

ē遂藏全蓝石州总超翻划盆毅

o a 尽 0 1 2 1 6 1多 2 1 2遵 2 7 扔 3 3 3 6 3。
’

. 杨 拐
小 时

图 3 不同浓度的铅对海带藻块吸收
’ 劫 I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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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

护.护、
.、

妙一交ù
护峪

沪

/厂户奥释女段
,O训伙、到票常右书

,声仁,

!成曰

产
“

广
O 舀 好 p 飞2 1吕 几冬 2 1 一讼 2了

一 3 、卜 一
’

毛犷一名侈 书D 住2
一

味。 豁
小 时

图 4 不同浓度的铜对海带藻块吸收
` . ,

I 的影响
。

观的观察结果是
; Zp mP 组

,

经 3 小时
,

部分藻块开始变绿
, 工2小时

,

变绿的藻块超过半

数
,

经 18 小时全部藻块变绿 , 。石 p p ln 组
,

经 刘 小时
,

有少数藻块开始变绿 , 0
.

Ol p p m 和

0
.

O5p p m 组
,

在 48 小时的期间内
,

尚无发现藻块有变绿的现象
,
似与对照组无差异

。

在 4 3 小时期间内
, 0

.

s p泌 2
,

s p p 巴 和 1 0 P p m 的尿素
,

对藻块吸收 “ 峨 有促进的作

用
。

Z Op Pm 以上的浓度
,

对藻块吸收 椒 I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见图 5)
。

(二 )
1 : 1

1 在海带叶片上的分布

根据对 30 棵在
` .

IJ 海水中挂养不同时间的海带
,

用连续打洞取藻块测定放射性强

度所得结果来看
, ’ “ ,
工在海带叶片上的分布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差异

。

在开始 2一 3 天

内
,

川
,

片梢部的放射性强度要高于基部和中部
。

但经过 3一4 天
,

叶片基部
’ 名
竹 呈现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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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印两尸/
户"

衫
/

’

二
, `

ǎ众叹戴乏蛋乌丫ù创卿刘氛俏

1 2 生6 切 21 2住 2 7 即 舀3 3 6

小 时
3 e 雇2 4昌 在8

图 6 不同浓度的尿素对海带藻块吸收
’ 启 ,

I 的影响
。

值
。

经过 6一 7 天
,

所有试验海带叶片的放射性最高值均出现在叶片的基部
。

图 6 是 3 棵

大小近似的海带
,

在
’ . ,

I 海水中挂养了 7 天后
,

用连续打洞取藻块 (重量 31 一 3 8m g /块 )测

定放射性的结果
。

由图 6 可见
,

在叶片生长点附近的放射性明显地高于叶片的中部和梢部
。

根据对 8 棵海带所取的 99 个圆形藻块 ( 即 3 x 3 3) 的放射性强度比较
。

结果大致是
;

叶片左缘藻块的放射性强度大于右缘和中带部藻块者
,

约占藻块总数的 4 2
.

4拓 ,右侧藻块

放射性强度高于左侧和中带部者
,

占 24
.

2% , 中带部藻块放射性大于边缘者
,

占 12
.

1% ,

左
、

中和右藻块的放射性强度大体接近者
,

约占 2 1
.

2环
。

总之
,

叶片两侧
’ ” I 的含量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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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

J

||浏叮|

镶、势叔

流块顺序号

图 6 3棵海带吸收
` 召̀ 工 7天后叶片不同部位的放射性强度

要比中带部高些
。

表 4是二棵海带 (叶片长度小于 2 4恤 )的放射性测定结果
。

另外
,

海带叶片基部和柄部藻块表层和内层放射性强度的测定结果是
: 叶片柄部

,

外

层放射性强度约比内层高 4
.

8 倍 ; 叶片基部
,

外层细
,

胞的放射性强度 比内层约高 2一 3
.

5

倍
。

表 4
’ 缸 I 在海带叶片的水平分布

编编 号号 藻 块 放 射 性性 编 号号 藻 块 放 射 性性

左左左左 中中 右右右 左左 中中 右右

YYY ::: 6 8 3 9 2 士卫红红 2 204 8 士 14 888 81 5 7 2 士 1 7 777 Z iii 3 6 9 8石士 1 9222 2 12习8 士了性777 37石3 1士 1 9习习

YYY 言言 42 6 6 2 土 2 (哈哈 日4 9 1 8 士 18 666 27 7 48 士 1 6右右 Z ,, 3石67 0 士 1畏888 4 8忍9 4 士加 777 3 3〔瑙 5士 18 111

YYY 。。 7 3手13土 2 7 ]]] 鬓 7习2 士 2匀888 石吞三5 1 土 2 3石石 Z ::: 6 2习怪2 士 2昌OOO 6 3乳4 士 2吕OOO 6 5 6舒 士 2 8石石

YYY
--- 万工4 9 3土 2 2 666 委7仪始 士 2 1 666 4 8 0 6 0 士2 1 999 Z

`̀ 2 6 0即士 l e lll 4 18 邪 士 2摊摊 2 6卫4 2 士 2 1 666

ZZZZZZZZZZZ 。。 7 6 40 0士黔 666 阳盯O士 2生444 7池昭 士邵 777

(三 ) 海带释出
’ al l 的速度

试验所得的结果如图 7
。

藻块在开始 2 夭 内释出
1牡 I 较迅速

,

以后随着时间的延 长
,

释出的速度减慢
。

根据我们的观察
, 1肚 I 自整棵海带释出不易

,

但若受损伤
,

则 翔工能自受伤部位释出
。

比如
,

取已在 川 I 海水中挂养 6 天
,

经干净海水洗后的一棵海带 (长约 3 0e也 )
,

在叶片的

梢部打一圆洞
,

然后将整棵海带浸泡于干净海水中 ( S O0m l)
,

搅动海水
,

15 分钟后取水样

进行测定
,

经 2 天和 4 天再次测定水样
,

结果如图 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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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片御翔` 切一

肠时.目幻呆气喊镇分乞州各规淇刘盆俏

O
’

一
’

~ ” ” 1 名

图 了 海带叶片藻块释出
`朴工的情况

(吹从氮绪镬é恻顺维盆截

图 8 海带释出
`韵 工后水样的变化

.

图 8 表明
,

在头 2 天内
,

海带释出一些
: a
任

,

但 2 天后
,

海水的放射性没有增高
。

4 夭

后
,

将这棵海带取出
,

连续打洞取藻块进行测定
,

发现叶片基部仍然有很高的放射性
。

讨 论

据 A m a无 ( 1 9 83 )报导
,

海带 t L
,

拟咖
a , 俪 a) 藻块在黑暗条件下对

1 , ,
I 的吸收率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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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光照条件下位 , 几。

这与本试验
,

海带叶片藻块在 2 4 小时时间内
、

在光照条件下对
’

啊

的吸收比在黑暗条件下约高 1邝 的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

Br y二 ( 1 9 76 )指出
,

掌状海带叶

片藻块
,

在光照条件下对 “ nZ 的吸收比在黑暗条件下高
「̀ , 1 ,

这可能与光合作用直接相关
。

已知
,

海藻对无泪1娜素和一些有机物质的吸收
,

有主动吸收和被动吸收两个过程
。

主

动吸收是耗能的过程
,

与代谢作用紧密相关
。

海带对碘的吸收过程
,

S五a w ( 1 9 5 9) 认为首

先是在藻体表面酶的作用下
,

将 I
一

氧化成 I
。 ,

接着分子碘被水解成 H O工
,

进而办
+.

散透过

藻体的细胞壁。 l] 。

海带累积的
土 al l

,

80 终以上是以无机碘化物的形式存在
,

余者被合成单

和双碘酪氨酸
〔 1 0] 。

按 S玩 w 的说法
,

海带对
`拟 I 的吸收主要是在酶作用下的主动 吸 收

过程
。

经蒸气杀死的藻块
,

放射性强度要比在光照条件下藻块约低 20 倍 (表 3 )
,

这也表

明
,

海带藻块对
1 .
江 的吸附能力是很弱的

。

试验的结果表明
,

海带叶片不同部位对
里“ I 的吸收能力有明显的差异

。

叶片的梢部>

中部 > 基部
。

这一结果与姚南瑜 ( 1 9 8 1) 的结果完全一致
〔 a] 。

这似乎也表明
,

海带对
1肚工

的吸收
,

主动吸收是主要的机制
。

但本试验所得结果
,

与 A y a
loz ( 1 9 7 3) 测定碘在海带叶

片含量所得的结果不同仁川
。

据他报导
,

碘在海带叶片的基部和中部的含量要高于叶片 的

边缘和梢部
。

差异的产生可能有两个原因
,

第一是试验所用的海带生长阶段不同
,

A那 ko

测定碘含量是用 已收获的海带
,

而我们和姚南瑜试验是用仍处于生长阶段的海带
。

第二

是正在生长的海带
,

叶片不同部位对
’ 肚工的吸收和累积是个较复杂的过程

。

将小海带培

养在
’ 牡工海水中

,

经过数日
,

然后取出连续打洞取藻块进行放射性强度测定
,

结果表明
;

叶片梢部虽然能迅速地吸收
’ ” I

,

但它却将大部分
’

啊 向叶片基部方向运转
,

经过 3或 4

天后
, ’

s1 工则主要累积在叶片的基部
。

吴超元
、

F lo 旅 等人也曾报导
’

宁
、 吕

叹b
、 `“ 工

、 ` “ I

和
工̀

C 等核素在海带叶片的运转巩”
, i `
” 月

。

根据上述的试验结果
,

推想处于生长期间的

海带
,

叶片的不同部位有功能的分工
。

叶片有些部位侧重于吸收外界物质
,

而有些部位侧

重于贮存已吸收的物质
。

成体海带叶片基部比其他部位含碘量商
,

这是由于叶片吸收的

碘向基部运转和累积所致
。

工 , ,

I 在海带叶片基部和柄部内
、

外层的分布
,

试验所得的结果与碘在海带 ( L
.

孙恻。

加。 的柄部内
、

外层的含量
〔 , 们 ,

与
活 , 。

f 勺
、 ’ 加 P u 在巨藻 (几 l。 夕叩无梦翔。 夕。州 ) 气囊的分

布 〔 , ’ ,

与
. O

oC 在海带叶片内
、

外层的分布 l0t 1 是相似的
,

都是外层的含量大 于 内层 含

量
。

范培昌 ( 1 9 6 4) 指出
,

水稻对
.

宁 的吸收
,

在一昼夜期间内有明显的节奏性
,

在上午 9

点出现吸收高峰
。

本试验所得的初步结果表明
,

海带对
’ 肚 I 的吸收也存在着节奏性的现

象
。

根据在一昼夜期间
,

海带对
工 .

11 的吸收情况
,

推测海带对
1” I 的吸收可能与光照

、

潮

汐的涨落有关
。

曾有人报导
,

海带 ( L
.

此 。。 : o耐 ) 碘的含量随着浸泡在海水中的深度增加

而提高
〔州

。

海带生长在潮下带的浅水水域
,

由于潮汐运动
,

水中碘的含量变化
,
势必影响

海带对碘的吸收
。

海带对碘吸收的节奏性问题
,

是一个颇有意义的生理学间题
,

值得进一

步探讨
。

重金属对海藻的毒性作用
,

因生物种类
、

生长阶段
、

元素的种类
、

理化形式
,

以及环境

因素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
。

通常高浓度是有害的
,

而低浓度有的还有促进藻类生长的作

用 ,
, , , “ 3。

据报导
,

铜对海藻的毒性大于铅
汇,幻 。 。

.

l pp m 的铜即能影响巨藻 <万创。 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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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少犷价二 ) 的光合作用 〔川
。 。

.

O l p四 的铜能影响海带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的生长 和排

卵川
。

但 o
.

01 p p m和 。
.

05 PP rn 的铜
,

在 48 小时期间内却能促进海带吸收
l

all
。

这可能

是海带幼体对铜有较高的敏感性的缘故
。

一

有些学者正在进行高含碘量海带的选种研究
。

我们认为
,

要提高海带碘含量
,

除了进

行品种的选育外
,

有关污染对海带吸收碘的影响
,

合理施肥与海带碘含量的关系等间题
,

都是值得注意的
。

B r ya n 曾报导
,

海带对
. 与

nZ 是净吸收
,

不释出 lt 们 。

试验表明
,

海带释 出
1似 i 不易

。

因

此
,

海带可作为海洋
. S

nZ
、 1缸 I 污染的指示生物

。

同样的原因
,

在设计沿海核电站排污 口

时
,

要尽量避开海带养硝场
。

小 结

在实验室的条件下
,

研究了海带 玩 , 认。 而。 沁尹丽 ca 对
’ “ I的吸收

。

试验所得的主

要结果是
:

1
.

海带叶片藻块
,

在光照的条件下
,

在 24 小时的期间内
,

对
爪81 工的吸收量要比在黑

暗条件下约高 33 环
。

这似乎可以认为
,

海带对
丈 a2 工的吸收主要是主动吸收过程

,

与海带

的光合作用密切相关
。

2
.

海带叶片不同部位藻块
,

对
二.江 的吸收能力是梢部 > 中部 > 基部

。

3
.

海带叶片在一昼夜期间内
,

对
1肚工的吸收似有节奏性

,

推测海带对 撇 I 的吸收节

奏性可能与光照和潮汐运动有关
。

4
`

在 4 8 小时期间内
,

浓度小于 2即m 的 P b
,

20 PP m 的尿素和 0
.

05 PP m 的 C u 对海

带藻块吸收
’ 。

11 有促进作用
。

浓度大于 0
.

5 p脚 的 C u 和 Z Op p m 的尿素
,

对藻块吸收
` ” 工

有抑制作用
。

5
.

用连续打洞法能比较好地了解
: .
叮 在海带叶片的分布和运转情况

。

叶片吸收 的
, 吕

11 大多向叶片的基部方向运转
,

并逐渐在基部累积
。

海带在
’ 52 1 海水中培育经过 3天

后
,

叶片基部的放射性出现高值
。

6
.

根据对 99 片取于海带叶片中部和两边缘的藻块的分析
。

结果表明
,

叶片两边缘

藻块所含的
里

.1 1 要高于中部藻块
。

7
.

海带叶片的基部和柄部的
1 , 孟
工含量

,

外层要高于内层
。

8
.

健康的海带释出
’ . 1
工不易

。

已吸收了
l al 工的藻块

,

在干净海水中
,

起初释出 ” 11

较快
,

以后逐渐减慢
。

9
.

由于海带对 讯 I 有高的吸收和累积能力
,

因此可作为
’ 公扛 污染的指示生物

。

同时

建议核电站排污口
,

应当设法尽量避开海带养殖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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