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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标识码
: A

有机锡化合物自本世纪印 年代开始应用 于海洋防污涂料
,

它是迄今为止人为引入海洋环境中的毒性最大的物质之

一
,

它的广泛使用曾给世界各国沿海地 区带来了牡砺养殖业损失
、

螺类性畸变(im 环芡℃x )等一系列的生态灾难 ‘’
一 ’〕

。

近十

余年来
,

国外关于 有机锡对这些非靶海洋生物的毒性 已作了不少的研究
,

主 要 集中在 国外常用的 三 丁 基抓化锡

(TB T户
,

5 ]
。

在我国
,

天津新港
、

大连湾
、

胶州湾以及海河河 口地区也发现存在着有机锡污染
,

因此
,

我国科学家们将它

作为一种典型污染物
,

进行了环境变化和生态效应的大量研究困
,

在有机锡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中
,

我们完成 了有机

锡对浮游微藻
、

大型藻的生理和生态结构
,

对浮游动物小型 甲壳类黑褐新糠虾。从刃mys 众 口

阴招
c人亡ns 舀)的生活史和种群繁

衍
,

以及滩涂生物群落的影响研究,
一

川
。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

海湾扇贝 (A嗯’oI 祀
c te n irTor 垃刀Ls

)代表软体双壳类 生物
,

一 般

营固着生活
,

易受有机锡污染的影响
。

自80 年代开始海湾扇贝从国外引进并在我国沿海地区大量人工养殖
,

具有重 要

的经济意义
,

90 年代以来我国沿海的养殖扇贝出现大量死亡
,

水域中的有机锡污染是否有一定作用也值得关注
。

因此
,

本文选用海湾扇贝为研究对象
,

研究了我国防污涂料的主要活性成分三苯基氯化锡(T PT)对海湾扇贝重要生理和生命活

动摄食
、

附着行为和存活的影响
,

以期为分析有机锡污染对扇贝养殖业影响和制订我 国的有机锡水质标准提供基础资

料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海湾扇贝 (Argl )I祀Cte 月 ￡m 及派2。 )幼体
,

壳高 Icm 左右
,

采 自青 岛市薛家岛振林水产 养殖 公 司
。

三 苯荃 氯化锡

(tri Phe ny lti n c址ori de
,

T PI
,

)
,

分子式 (几拢 )35 口C I
,

分子量 385
.

5
,

含锡量 30
.

4 %
,

纯度 99
.

99 % 以上
,

自色粉未
,

日本进 [J
,

用

分析纯丙酮配成 T p r 浓度为 500 x ro
一 “g’ L

一 ’
母液

,

稀释后用于实验
。

2 实验方法

实验用海水取自青岛近岸(PH S
.

1
,

盐度 32)
,

无污染史
,

经四层筛绢过滤
,

煮沸消毒冷却后用 于实验
。

实验容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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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X) m L 烧杯
,

经 l : 3 盐酸浸泡 12h
,

冲洗干净后用于实验
。

每杯随机移人 10 枚扇贝
,

通气培养
,

培养温度为(26 士 l) ℃
,

暂

养 24 h后
,

在各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三苯基氯化锡
,

使终浓度分别为
: 1

.

3 x lo
一 9 、

2
.

5 x 10
一 9 、

s x lo
一 9 、

ro 义 10
一 9 、

20 x

10
“ 9 g’L

一 ‘,

每个浓度设置两个重复
,

对照组为溶剂丙酮的海水稀释液
,

浓度与三苯基氯化锡最高浓度组的丙酮浓度相

同
。

各实验组每天投喂一定量处于对数生长期的巴孚金藻(尸山标舰 沉滚沁 )
。

在实验刚开始时进行清滤率实验
,

在投喂

金藻后及实验进行 Z h后分别取样
,

用红血球计数板计数培养液中的金藻密度
,

计算扇贝的清滤率
,

以后每 12h 观察各组

扇贝的附着和死亡
。

扇贝张壳或半张壳以玻璃棒轻触其壳部不引起任何反应作为其死亡判据
,

% h后结束实验
。

臃
402000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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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处理

琪襄呱
清滤率计算公式

: F = V. (In CI 一 In q )/ △ t
·

N

式中 V 为水体体积
,

Cl
,

q 为实验开始和终止时藻液密度

(x l了
·

m L
一 ’

)
,

△ t 为滤食时间(h)
,

N 为受试生物个体数
。

各浓度下相对清滤 / 附着率 y = Fi / 凡

式中 抓 为各浓度清滤 / 附着率
,

Fn 为对照组清滤/ 附着率
。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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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苯基氯化锡对海湾扇贝摄食的影响

扇贝在 2h 时相对清滤率与三苯基氯化锡浓度关系的对

图 1 Zh 时扇贝的相对清滤率与

三苯基氯化锡浓度关系

R g
.

1 T h e e环戈t of 刀刃
,

on c le印围旧c e of

数呈线性负相关 (图 1)
,

拟合曲线方程为
: Y = 一 73

.

43 lg x 十 A. ￡m 记证矛场 “让f Z ho ur e x lx 粥u re

100
.

44 (
: 二 0

.

98 98 )
,

计算得 2h 日乌
〕
为 4

.

86 x 10
一 9g’ L

一 ’。

实验结果表明三苯基氯化锡能降低扇贝的清滤率
,

从而影响

扇贝的摄食能力
。

2
.

2 三苯基氯化锡对海湾扇贝附着的影响

在三苯基氯化锡污染条件下
,

扇贝会切断其足丝
,

出现去附着现象
。

扇贝的相对附着率与三苯基氯化锡浓度的对数

呈线性负相关 (图 2)
,

且随实验时间增加而显著降低
,

2
、

多
、

48 和 % h 时扇贝的相对附着率与三苯基氯化锡浓度对数的回

归方程及半影响浓度见表 1
。

结果表明
,

三苯基氯化锡能显著影响扇贝的附着率
,

影响程度随污染时间增加而显著增

强
。

2
.

3 三苯基氯化锡对海湾扇贝存活的影响

扇贝的死亡率与三苯基氯化锡浓度的对数呈线性正相关(图 3 )
,

而且随实验时间增加而显著上升
,

2
、

24
、

48 和 % h 时

扇贝的死亡率与三苯基氯化锡浓度对数的回归方程及半致死浓度见表 2o

表 1 扇贝的相对附着率与三苯基氮化锡浓度间的回归关系 表 2 扇贝的死亡率与三苯基氮化锡浓度间的回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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