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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目前已知的海洋藻类毒素中麻痹性毒素(Par 习犷ic Sh el顶 sh p o ison
,

PS p )是毒害事件发生频率最高
、

对人类影响最

为严重的一类毒素
。

文献记载最早发生该类中毒事件的地区
,

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海域比
2〕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

我国因食用染毒贝类引起的中毒事件有几十起
,

主要发生在东海和南海海域
。

因此
,

贝类麻痹性毒素的含量状况和上市

贝类的质量是消费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

同时也是有关海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条件之一
。

为维护和发展贝类养殖业
,

保证海产品的质量和促进海产品的出口贸易等
,

深入开展 贝体中藻毒素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

1 检测方法和实验动物

采用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 (As soc iatio ll
of o 伍蒯 An

a lytj
cal C为e而sts

,

A OA C )推荐的麻痹性毒素小白鼠生物测定法
3 三

进行毒素的分析测定
。

实验动物为昆明系小白鼠
,

购 自中山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

雄性
,

体重 19 一 22 9「合格证(粤卫动

字)26 一 99 A 02 4 号
、

(检证字 )99 A0 17 号〕
。

贝类样品的检测每组用 昆明系小鼠 5 只
。

毒素标样实验每组用小鼠 10 只
。

2 结果

2
.

1 我国 4 大海区经济贝类麻痹性毒素沾染状况

2
.

1
.

1 冬季 PS p 的沾染状况

199 6 年冬季 (11 一 12 月 )调查结果表明
:

我国 4 大海区 25 个采样点 21 种贝类
,

共 77 个样次麻痹性毒素(飞P )水平较

低
。

玲P 的含量幅度从未检出 一 , 拌g sTx
·

(100 9 肉)
一 ‘

(石房蛤毒素 溜ito刘的
,

s以 ) 〔昆明系小鼠一个鼠单位 (M L〕)麻痹

性毒素总量相当于 0
.

189 雌 sTx eq 川 ]
。

贝体中麻痹性毒素的含量均低于我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r, 1和 A O A C
「

, 〕

(小鼠

生物测定法 )推荐的 80 路 sT X
.

(100 9 肉)
一 ‘
这一安全食用限制值

:

在 4 个海区中
,

以南海区贝类的 Psp 含量 [从未检出

一

54 滩 sT x
·

(100 9 肉)
一 ‘

」和检出率(42
.

1% )为最高
,

依次是渤海海域和东海海域
。

黄海区所有检测 贝类的提取液均禾

引起实验小鼠的死亡
,

PSP检出率为零(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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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海区贝类体中麻痹性毒素的含量

T曲
.

1 P ar 址yt ic d 此到反由 拼由阅 in 山en丘由 “田曰比目 目倪笔 山e cl理 . t or C触ina

海区 采样点
含量 [拜g ST x

.

(100 9 肉)
一 ‘
」

19火i年冬 l卯7 年夏 1夕更〕年夏 1望泥i年 一 1燮列)年

检出率 (% )

11从j年冬 1卯7 年夏 1尧旧年夏

渤海 营口 天津 莱州 蓬莱 必
、
46

(16 )
nd (5 ) nd

~
46

黄海
大连 青岛 赣榆
连云港 启东 面(10 )

叱
~
46

(16 )
nd

~
46

东海
宁波 舟山 (4 个点) 温州 福州
围头湾 集美 厦门 诏安湾

饶平 汕头 汕尾 大亚湾 (2 个点 )
大鹏湾 深圳湾 珠海(2 个点)

nd
~ 3 5 nd

~
44

(32 ) (17 )
nd

~
46

(32 ) nd
~
46

南海 记
~
54

(19 ) 吸沪 nd

爵
‘ nd

一

684 42
.

1 27

注 :
nd 表示未检出 ;括号内为检测样次

。

2
.

1
.

2 夏季 PSP 的沾染状况

分别于 199 7 年 7 月对东海和南海以及 1望更〕年 6 一 8 月对四大海域的 22 个采样点 20 种贝类进行了采样调查
。

PS P

的含量从未检出 一 7 6略 sT x
.

(1图g 肉)
一 ’; 在检测的 1刀 份样品中 PS p 的检测率为 12

.

6 %
,

超标率为 0
。

不论是 1卯7 年

夏还是 l奥刃 年夏
,

在 4 大海区中以南海区贝类的 Ps p 的含量[分别为未检出
一
76 陀 sTx

·

(l田g 肉)
一 ’
和未检 出 一 68

.

4

陀 ST X
·

(1 00 9 肉 )
一 ‘]以及检 出率 (分别 为 27

.

2 % 和 17
.

1% )为最高
。

渤海贝类的抽提液未引起实验小 鼠的死亡
,

玲P 的检出率为零
。

此外
,

黄海和东海海域贝类 邢P 的含量相近
,

检出率是黄海 (8 % ) > 东海海域 (5
.

3 % 和 5
.

5 % )的
。

夏

季我国沿海贝类 邢P 的含量均低于 80 拌9 5饮
·

(100 9 肉)
一 ‘

安全食用的限定值
。

2
.

2 南海区贝类 PS P 的沾染状况

除对我国 4 大海区的主要经济贝类进行了 璐P 的普查外
,

还对南海区的贝类进行了重点调查
。

在 l哭巧年
一 11魏刃 年

间先后对该海区的贝类进行过不同季节(6 次共 1巧 个样次
,

含 4 大海区同步调查的样次 )PS P含量的调查
。

结果表明
:

在上述四年不同季节的几次调查中
,

南海区贝类 邓P 含量总的较低
,

只有大亚湾海域的贝类出现了超标现象
。

虽然大鹏

湾
、

深圳湾
、

珠海的唐家湾和桂山等海域的经济贝类均检出了有关的毒素
,

但未出现毒素含量超标的现象
。

而且大亚湾

的超标现象也只局限在某一时期
,

即在不同年份不同时间的 6 次调查中
,

只有 1999 年春季贝体出现了毒素含量超标的

现象
。

大亚湾海域贝体毒素含量范围为未检出
一 802 陀 ST X

.

(100 9 肉)
一 ‘,

最高值已达安全食用限制值 80 略 sT x
.

(100 9

肉)
一 ‘
的 10 倍

。

超标的样次有 5 个
,

超标率为该海域 47 个检测样次的 10 4 %
。

大亚湾是广东的重要渔业水域和广东的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
。

并且经已证实在该海域存有可产生麻痹性毒素的有

毒藻类
。

此外
,

在该海域出现过较高的麻痹性毒素含量值
,

并分别在 1989 年 2 月
、
199 1 年 3 月和 19肠年 5 月发生过 3 起

食用染毒贝类 12 人中毒 4 人死亡的中毒事件
。

监于上述的情况
,

大亚湾应是广东和南海海域贝类麻痹性毒素的重点监

测海域
。

2
.

3 各海区的染毒种类
4 大海区检测 PSp 的生物种类共有 刀 种

,

分别为渤海 4 种
、

黄海 11 种
、

东海 17 种和南海 24 种
。

不同海区检出麻痹性毒 素的生物种类各有不同
。

渤海在检测 PSP 的 4 种贝 类中
,

检 出 PS p 的有 2 种即牡蝠

(。珑
‘

咖呱 g 己邵砧 )和毛蜡 (月
c
叩瓜能

。 5 1
去笼几团力 )等 ; 黄海 在检 测的 11 种 贝 类中

,

检 出毒素 的有 2 种 即栉江 瑶 (几城na

(反
门规戚na )声烈

王肠侧她 )和毛蜡
。

东海在检测的 17 种贝类 中
,

检出毒素的有 4 种即紫贻贝(匆叭法招 蒯甸
,几趁坛刀饭汉翻)

、

红带织纹

螺 (八钦”田吸“
s

~
)
、

菲律宾蛤仔 (尺
“

由卿
尸人“初元~ 咖 )

、

杂色蛤 (R
.

1翔, 邵血 )等 ;南海在检测的抖 种贝类中
,

检出麻

痹性毒素的有 n 种即菲律宾蛤仔
、

文蛤 (几伦倒力沐

~
)
、

毛 蜡
、

联珠蜡 (赶减脚汤此
。 co

~
)
、

华贵栉孔扇则 以娜
3

(泪喻砚刁山
了
那 ) nob 而〕

、

翡翠贻则凡刚 访滚丛 )
、

牡砺(。路刘破
乙 滚月汉山公 )

、

马氏珠母则 八配如由

~
i)

、

栉江瑶
、

胖江瑶

「八朋。 (A名“朋 ) i矛彝功
z

」和西格织纹螺(戊山山元us
:

匆呼
〕re o is )等

。

调查结果
,

我国沿海染毒的贝类共有 巧 种
,

其中南海有

11 种 > 东海有 4 种 > 黄梅和渤海各有 2 种
。

东海和南海 2 个海区的染毒种类和以往报道引发各海区 中毒事件的主要染毒种类基本吻合
。

在东海区造成消费者

中毒甚至身亡的种类有红带织纹螺
、

菲律宾蛤仔和西施舌等
。

在南海海域引发的中毒事件的染毒种类有栉江瑶
、

翡翠贻

贝和橡子织纹螺(八五”。瓦。剧面
占

)等
。

199 1 一 1
995 年黄海的连云港海域

,

先后发生了 5 起麻痹性毒素中毒事件
,

造成 6 人

死亡
,

染毒种类为荔枝螺和泥螺困
。

此次调查未对黄海的这 2 种螺类进行采样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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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

世界上报导的浮游植物有 3 365 一 4 0 24 种
,

其中有毒的赤潮生物 印
一
78 种

,

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1
.

7% -

1
.

9% [v]
。

当贝类滤食了环境中的有毒藻类
,

就使贝类变得有毒
。
由此可见

,

贝体中的藻毒素来源于环境中的有毒藻类
。

综合有关资料
,

有毒藻类在我国的一些海域也有分布
。

如塔玛亚历山大藻(通细四记瓜叭 勿盯盯况璐e

) 和链状亚历山大

藻(A
.

叨勿词坛 )的游动细胞或抱囊在我国黄海的胶州湾
、

东海的长江 口
、

闽江 口
、

厦门港和东山湾以及南海的大亚湾
、

大

鹏湾和珠海海域
、

香港海域均有分布 [s
一 ’。〕

。

微小亚历山大藻(A
.

~
)出现在东海的舟山

、

闽江口
、

循州湾和台湾海

域以及南海的大血湾海域等 [z. 幻
。

链状裸甲藻(你仙诚
刀众溯

~
) 的泡囊在东海的长江口和南海的大亚湾和大鹏湾

等海域可被采到阁
。

有关我国有毒藻类麻痹性毒素成分的报导现不多见
。

至今
,

通过 玲P成分分析
,

证实为有毒的藻类在我国有 3 种
。

其中苏惠美 [ll ]报导了台湾微小亚历山大藻的成分以 。TX I

(脚
lyau to xin 膝沟藻毒素

,

下同)刀汀凡石T 棍
、

G 下瓜 为主
,

不含

sT X
、

G ℃瓜
、 e piG以

、

B1 (C以5)和 巧(C℃曦)
。

萧嘉裕和陈矿安 〔川报导了香港海域链状亚历山大藻的成分有 sT X 祖以沼TX

(n eC 邸呱to刘巨)和 q 一 q
。
户』山”叨等〔

‘3」报导了广东大亚湾塔玛亚历山大藻的成分以 c l 一 q 为主
,

占毒素总摩尔百分比

的叩 %
,

其他成分有 刀e‘TX 石下凡
、

C丁x ! 一 2 刀下棍
一 4和 次C ℃畴(deC arb ar nC lyl 即可aut ox in 3)

。

这些研究表明相应海域贝体

中的毒素来源于这些有毒藻类
。

如香港海域的贝体的 PSP来源于链状亚历山大藻 ; 台湾海域贝体的 PS p 来源于微小亚

历山大藻 ;而大亚湾贝体的麻痹性毒素可能来源于塔马亚历山大藻或来源于该海域产麻痹性毒素的其它有毒藻类仁ls]
。

所用毒素标样由美国药物管理局 (F仪 xiand D ru g A di ‘正s尔拓 o n ,
FDA )提供

,

在此对 FD A 和 Dr
.

she 扮心记 H all 的 支持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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