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颡鱼不同组织矿物元素的分布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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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鱼类不同组织中矿物元素的含量，实验以养殖黄颡鱼为对象，采用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了黄颡鱼 18个组织 (心脏、肝脏、脑、脾脏、肾脏、肌肉、脂肪、
前肠、中后肠、眼睛、鳃、尾鳍、鱼鳔、骨骼、胃、皮肤、血液、全鱼)中 7种矿物元素
(Ca、Mg、Zn、Fe、Cu、Mn和 Se)的含量与分布。结果显示，Ca在骨骼、鳃、尾鳍和肌
肉中占比较高，在尾鳍和骨骼中含量最高，在脂肪组织中含量最低；Mg在骨骼和肌肉中
占比较高，在骨骼和尾鳍中含量最高，在眼睛中含量最低；Zn在骨骼、肌肉、皮肤和眼
睛中占比较高，在眼睛中含量最高，在脂肪组织中含量最低；Fe在骨骼、血液和肌肉中占
比较高，在血液中含量最高，在脂肪组织中含量最低；Cu在骨骼、肌肉和肝脏中占比较
高，在肾脏和肝脏中含量较高，而在脂肪和眼睛中含量最低；Mn在骨骼和肌肉中占比较
高，在骨骼和尾鳍中含量较高，在眼睛和脂肪中含量较低；Se在肌肉、骨骼、皮肤和肝脏
中占比较高，在脾脏、肝脏、肾脏和前肠中含量较高，在肌肉和脂肪中含量较低。研究表
明，黄颡鱼体内含有丰富的矿物元素 (Ca、Mg、Zn、Fe、Cu、Mn、Se)，而且在不同组织
中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研究采用 ICP-MS的方法，阐明黄颡鱼不同组织中矿物元素的分
布及含量，为黄颡鱼矿物元素营养价值的判定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同时也对其他
鱼类中矿物元素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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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颡 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属 鲇 形 目

(Siluriformes)鲿科 (Bagridae)，是一种广泛分布于

我国内陆的杂食性淡水鱼。因其肉质细嫩、营养

价值高而在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黄颡鱼除了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等营养

素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元素。矿物元素在鱼类

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广泛影响鱼类的

生长、发育和营养代谢等许多重要的生化过程，

而且是影响鱼肉营养价值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

黄颡鱼体内还含有丰富的矿物元素，是人体所需

矿物元素的良好来源。

矿物元素参与体内各种生化反应，对人体健

康及生理功能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Ca是动

物机体的重要元素之一，体内的总量仅次于 C、H、

O、N而居第 5位，Ca离子在细胞分裂、生长和

死亡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调控细胞的增殖、

发育、神经细胞传导和细胞的死亡[1]。Mg是含量

第 2多的细胞阳离子，是 300多种不同酶的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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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活剂，在多种代谢途径中如碳水化合物、蛋

白质和脂质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2]；Zn是构成多

种酶和辅酶的必需成分，在动物新陈代谢、生长

发育、营养代谢、细胞信号识别及免疫功能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Fe是构成或活化多种金属

酶的必需成分，是脊椎动物能量代谢、氧转运、

协助输送其他元素、维护机体正常免疫功能和

DNA合成/修复等多种生理过程所必需的一种重

要矿物质[4-5]；Cu作为体内关键亚铁氧化酶、血浆

铜蓝蛋白的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正常生命活动

具有重要作用；Mn是脊椎动物生长、糖脂代谢、

抗氧化等生理过程中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参

与中枢神经系统激素的传递，催化造血机能，提

高免疫功能等[6-7]；Se是脊椎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

具有改善胰岛素活性、抗糖尿病和抗癌的功能，

同时在体内发挥抗氧化的作用[8-9]。因此，不同矿

物元素发挥不同的功能，共同维持机体的稳态。

矿物元素在体内不能合成，但却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生理功能。一旦食物源中缺乏或过量，就

会导致机体内矿物元素含量不均衡，引起生理功

能和组织结构异常，导致各种疾病发生，因此人

类日常膳食中矿物元素的含量非常重要。迄今为

止，国内外有关鱼类矿物元素含量及分析的研究

较少，主要集中在异育银鲫 (Carassius  auratus
gobelio)等[10-11]。而关于黄颡鱼体内矿物元素的分

布和含量的报道很少，主要分析了全鱼、肝脏、

肠道等组织的矿物元素含量，并没有对其他组织

进行详细研究[12]。本实验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质谱仪  (ICP-MS)法对黄颡鱼 18个组织中 7
种矿物元素 (Ca、Mg、Zn、Fe、Cu、Mn和 Se)进
行了测定与比较分析，为黄颡鱼的相关营养学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元素标准储备液 (Ca、Mg：1 000 μg/mL；Cu、
Zn、Mn：100 μg/mL；Fe：500 μg/mL，上海阿拉

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硝酸、盐酸、氢氧化

钠、硼氢化钠、铁氰化钾和过氧化氢(优级纯，上

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和高氯酸 (优级纯，

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所用黄颡鱼成

鱼 取 自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水 产 养 殖 基 地 ， 体 重

(58.27±1.43) g。本研究所有实验程序均遵循华中

农业大学关于实验动物使用的伦理规范，并经华

中农业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仪器包括 PE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仪 (ICP-MS) (Optima 8 000，美国)，Millipore公

Milli-Q50超纯水系统、电子天平 (赛多利斯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美国)。

 1.2    样品前处理

采用常规的解剖方法获取黄颡鱼的心脏、肝

脏、脑、脾脏、肾脏、肌肉、脂肪、前肠、中后

肠、眼睛、鳃、尾鳍、鱼鳔、骨骼、胃、皮肤、

血液和全鱼等器官和组织样品。准确称量适量的

样品置于微波消解管中，缓慢加入 4.5 mL 70%
HNO3 以及 0.5 mL的 HClO4，混匀，使样品与消

化液充分接触，放入微波消解仪 (CEM，美国)中，

85 °C 消解 4 h，同时进行空白实验，将样品冷却

至室温，打开消解仪。消解后，于电热板上 140 °C
赶酸，待白烟冒尽，剩余体积 1 mL左右，转移

到 15 mL容量瓶中，用超纯水定容，混匀待测。

待测的样品置于 4 °C保存 (在 Se含量测定中，使

用 2 mL 70% HNO3 和 2 mL 35% H2O2 来进行消化)。

 1.3    试样分析

准确吸取各元素标准储备液，用 2% HNO3

稀 释 配 制 成 以 下 浓 度 范 围 的 标 准 溶 液 (Ca：
0.16~20.00  mg/L； Mg： 0.08~10.00  mg/L； Zn：
0.08~10.00  mg/L； Fe： 0.16~20.00  mg/L；  Cu：
0.02~1.00  mg/L； Mn： 0.03~2.00  mg/L； Se：
3.12~50.00 mg/L)。在最佳的实验条件下进行标准

曲线的绘制，并且采用 ICP-MS测定不同组织中

7种元素的含量。

 1.4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以平均值±标准误 (mean±SE)表示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前，采用 Kolmogorov-Smirnov检验评估不同

处理的正态性。各处理组间显著性使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和 Duncan氏多重比较检验，P<0.05被认

为具有显著差异，这 7种矿物元素在不同组织间

的差异显著性采用不同字母表示。

 2    结果

 2.1    黄颡鱼全鱼以及血液中矿物元素含量的

测定

黄颡鱼全鱼中，Ca (3 010.80 mg/kg)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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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376.44  mg/kg)次之，然后依次为 Fe  (21.16
mg/kg)、Zn  (13.88  mg/kg)、Mn  (1.39  mg/kg)、Cu
(0.86 mg/kg)和 Se (0.21 mg/kg)。血液中的 Fe含量

(194.78 mg/L)最高，Zn (8.85 mg/L)次之，然后依

次 为 Cu  (0.58  mg/L)、 Se  (0.20  mg/L)、 Ca  (0.09
mg/L)、Mn (0.07 mg/L)和Mg (0.06 mg/L) (表 1)。

 2.2    黄颡鱼各组织中 Ca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的 Ca元素主要分布于骨骼、鳃、尾

鳍和肌肉中，分别占全鱼总 Ca含量的 90.50%、

3.53%、3.29%和 2.07%，而在其他组织中分布较

少，其中脾脏中 Ca分布最低，只占全鱼总 Ca含

量的 0.003 4% (图 1-a)。
Ca元素在尾鳍中含量最高 (18.20 g/kg)，骨

骼 (16.17 g/kg)和鳃 (4.26 g/kg)中次之，在其他组

织中含量较低，其中脂肪组织中 Ca含量最低，

为 0.01  g/kg  (图 1-b)，由于血液的单位是 mg/L，
其结果在表 1中已经展示，因此所有的 b图内未

展示血液相关数值。

 2.3    黄颡鱼各组织中Mg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Mg元素主要分布于骨骼、肌肉、皮肤和尾

鳍中，分别占全鱼总 Mg含量的 65.60%、28.94%、

1.71%和 1.40%，而在其他组织中分布较少，其中

眼睛中Mg分布最低 (图 2-a)。
Mg元素在骨骼中含量最高 (1.30 g/kg)，尾鳍

(0.86 g/kg)、脾脏 (0.29 g/kg)和肌肉 (0.26 g/kg)次
之，在其他组织中含量较低，鳃和眼睛中 Mg含

量最低，分别为 0.25和 0.11 mg/kg (图 2-b)。

 2.4    黄颡鱼各组织中 Zn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 Zn元素要分布于骨骼、肌肉、皮肤

和眼睛中，分别占全鱼总 Zn含量的 45.50%、

22.84%、11.11%和 5.54%，而在其他组织中分布

较少，其中脾脏中 Zn分布最低，只占全鱼总 Zn
含量的 0.09% (图 3-a)。

Zn元素在眼睛中含量最高 (134.39  mg/kg)，
尾鳍 (55.79  mg/kg)、骨骼 (34.68  mg/kg)和肾脏

(28.93 mg/kg)次之，在其他组织中含量较低，其

中脂肪组织中 Zn含量最低，为 2.00 mg/kg (图 3-b)。

 2.5    黄颡鱼各组织中 Fe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 Fe元素主要分布于骨骼、血液、肌肉、

表 1    全鱼以及血液中矿物元素的含量

Tab. 1    Mineral elements content of whole body and blood

矿物元素
mineral elements

全鱼(湿重)/(mg/kg)
whole body (wet weight)

血液/(mg/L)
blood

钙　Ca 3 010.80±33.62 0.09±0.00

镁　Mg 376.44±25.60 0.06±0.00

铁　Fe 21.16±0.42 194.78±2.01

锌　Zn 13.88±0.11 8.85±0.04

锰　Mn 1.39±0.04 0.07±0.00

铜　Cu 0.86±0.03 0.58±0.05

硒　Se 0.21±0.01 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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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颡鱼不同组织中 Ca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1. 尾鳍，2. 骨骼，3. 鳃，4. 鳔，5. 前肠，6. 脑，7. 肌肉，8. 皮肤，

9. 中肠，10. 心脏，11. 脾脏，12. 眼，13. 胃，14. 肾脏，15. 肝脏，

16. 脂肪，17.血液；不同字母表示在不同组织之间的元素含量差

异显著 (P<0.05)；下同。

Fig. 1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a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1. tail fin, 2. bone, 3. gill, 4. swim bladder, 5. fore-intestine, 6. brain, 7.
muscle, 8. skin, 9. mid-intestine, 10. heart, 11. spleen, 12.eye, 13. stom-
ach, 14. kidney, 15. liver, 16. fat, 17. blood;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lements  content  among  different  tissues
(P<0.05);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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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肝脏中，分别占全鱼总 Fe含量的 34.39%、

22.26%、18.53%、4.59%和 4.31%，而在其他组织

中分布较少，其中脾脏中 Fe分布最低，只占全鱼

总 Fe含量的 0.25% (图 4-a)。
Fe元素在心脏中含量最高 (103.93  mg/kg)，

尾鳍 (100.78  mg/kg)、肾脏 (81.87  mg/kg)、肝脏

(61.33 mg/kg)和脾脏 (59.00 mg/kg)次之，在其他

组织中含量较低，其中脂肪中 Fe含量最低，为

3.00 mg/kg (图 4-b)。

 2.6    黄颡鱼各组织中 Cu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 Cu元素主要分布于骨骼、肌肉、肝

脏、肾脏和皮肤中，分别占全鱼总 Cu含量的

46.25%、18.88%、10.52%、5.75%和 4.96%，而在

其他组织中分布较少，其中脾脏中 Cu分布最低，

只占全鱼总 Cu含量的 0.10% (图 5-a)。
Cu元 素 在 肾 脏 (7.20  mg/kg)和 肝 脏 (6.77

mg/kg)中 含 量 最 高 ， 心 脏 (3.80  mg/kg)、 鱼 鳔

(3.29 mg/kg)和中肠 (2.80 mg/kg)次之，在其他组

织中含量较低，其中眼睛中 Cu含量最低，为 0.19
mg/kg (图 5-b)。

 2.7    黄颡鱼各组织中Mn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 Mn元素主要分布于骨骼、肌肉、鳃、

尾鳍和皮肤中，分别占全鱼总 Mn含量的 87.34%、

3.93%、1.68%、1.67%和 1.59%，而在其他组织中

分布较少，其中脾脏中 Mn分布最低，只占全鱼

总Mn含量的 0.02% (图 6-a)。
Mn元素在骨骼 (6.42 mg/kg)中含量最高，尾

鳍 (3.96  mg/kg)、前肠 (1.09  mg/kg)、肝脏 (0.88
mg/kg)和鳃 (0.83 mg/kg)中次之，在其他组织中

含量较低，其中脂肪中 Mn含量最低，为 0.07
mg/kg (图 6-b)。

 2.8    黄颡鱼各组织中 Se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黄颡鱼 Se元素主要分布于肌肉、骨骼、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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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颡鱼不同组织中Mg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2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g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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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颡鱼不同组织中 Zn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3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Zn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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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和鳃中，分别占全鱼总 Se含量的 36.6%、

29.53%、7.25%、5.55%和 5.29%，而在其他组织

中分布较少，其中心脏中 Se分布最低，只占全鱼

总 Se含量的 0.37% (图 7-a)。
Se元素在脾脏 (0.67 mg/kg)中含量最高，肝

脏 (0.64  mg/kg)、肾脏 (0.63  mg/kg)和前肠 (0.62
mg/kg)次之，在其他组织中含量较低，脂肪组织

中 Se含量最低，为 0.07 mg/kg (图 7-b)。

 3    讨论

矿物元素与动物的生长、发育、营养代谢和

健康状况有关，常存在于细胞内、外液中，与蛋

白质一起调节细胞膜的通透性、维持渗透压、酸

碱平衡等生理活动。本研究通过对黄颡鱼不同组

织中矿物元素含量进行测定，发现不同矿物元素

在各组织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可能与这些元素

在特定组织中所具有的重要生理作用直接相关，

为后续不同组织中多种矿物元素生理作用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

Ca参与骨骼的形成，在维持酸碱平衡中起到

重要作用，此外 Ca还参与肌肉收缩、血液凝固、

神经冲动传递，渗透压调节和多种酶促反应过

程[13]。本研究发现，黄颡鱼全鱼中 Ca的含量主要

分布在骨骼中，而且在黄颡鱼尾鳍、骨骼和鳃中

含量较高，这主要是因为 Ca能够促进骨骼的形成

和矿化，在水生动物骨骼构造中起着重要作用[14]。

Mg除了参与鱼类的骨骼形成外，还是很多

酶，如磷酸转移酶、脱羧酶和酰基转移酶等的激

活剂。本研究发现，Mg主要分布于骨骼和肌肉中，

其中在黄颡鱼骨骼和尾鳍中含量最高，表明 Mg
是黄颡鱼骨骼的重要组成成分。相似的研究表明，

Mg是脊椎动物预防骨骼畸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微

量元素之一[15]。综上，黄颡鱼的 Ca和 Mg大量分

布于骨骼中，参与骨骼的形成等生理活动。

Zn是体内 100多种酶的组成成分或激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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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颡鱼不同组织中 Fe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4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e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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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颡鱼不同组织中 Cu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5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u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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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蛋白质的合成以及脂肪和糖的代谢，对激素

合成分泌、生殖发育、免疫系统的维持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本研究发现，Zn主要分布在骨骼、

肌肉、皮肤和眼睛中。Sun等 [16] 的研究指出，淡

水鱼类的 Zn含量范围为 10~100 mg/kg, 这与本研

究中全鱼 Zn含量的结果相似。本研究发现，黄颡

鱼眼睛中 Zn离子含量最高，表明 Zn可能与视力

相关功能有一定的关系。相似的研究指出，Zn是

视网膜内 VA-还原酶的活性成分，这种酶与视黄

醛的合成有直接关系，进而影响动物的正常视力

和暗视力[10]。而且鳟和鲑的白内障和眼球突出已

被报道与 Zn缺乏有关[17]。除此以外，与袁建明[18]

的研究结果类似的是，Zn在骨骼中的含量也较高，

表明 Zn可能参与骨细胞核酸和蛋白质代谢，影响

骨的生成。已有的研究还报道了肠道中的 Zn含量

很高[19]，表明肠道是 Zn的主要吸收和贮存场所。

此外，Wu等[20] 的研究发现，正常饲料 Zn浓度下，

黄颡鱼肠道的 Zn含量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表明

Zn在鱼体中不仅以结构性成分参与骨骼的形成，

同时还与视力相关功能具有密切的联系。

Fe参与血红素分子的合成，在氧气运输、电

子传递和细胞增殖中起着核心作用，是人体最重

要的营养素之一，对生物的生命和健康具有更直

接和更重要的作用[21]。本研究结果发现，Fe主要

分布在骨骼、血液和肌肉中。此外血液中的 Fe含

量最高，可能是血红蛋白中含有较高的 Fe的缘故，

这表明了 Fe与机体氧气的运输以及造血功能的维

持有一定的关系[22]。心脏作为血液循环的中枢系

统，其 Fe含量也非常高，可能是含有丰富的细胞

色素 C还原酶和线粒体等缘故，与本研究结果相

似 [10]。本研究还发现黄颡鱼的造血、免疫器官，

如脾脏和肾脏中也含有大量的 Fe，远超过全鱼中

的 Fe含量。相似的研究表明，异育银鲫以及黄颡

鱼中的脾脏和肾脏中也含有大量的 Fe，可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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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颡鱼不同组织Mn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6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n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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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黄颡鱼不同组织 Se含量的测定及分布

Fig. 7    Deter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e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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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血红蛋白主要在鱼类脾脏的淋巴髓质组织中形

成 [11-12]。肝脏作为鱼体代谢的中心器官，不仅是

铁调素合成的场所，也是铁蛋白的储存场所，其

中也还含有大量的 Fe，与本研究结果相似[23]。因

此，Fe在鱼体中主要作为功能性物质的组成成分

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进而发挥氧气运输、造血

等功能。

Cu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与动物的生长性

能、繁殖以及免疫力有密切的关系。Cu的缺乏会

对动物的神经系统、造血功能以及营养代谢造成

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Cu主要分布在骨骼、肌

肉、肝脏、肾脏和皮肤中。而且，Cu在黄颡鱼肾

脏和肝脏中含量最高，分别为 6.88和 6.80 mg/kg。
相关研究表明 Cu参与机体免疫系统的维持，Cu
缺乏会导致白细胞介素 2减少，抑制 T细胞的增

殖并影响免疫功能 [24]。Zhong等 [25] 研究发现，黄

颡鱼肝脏中 Cu含量较高，且随着饲料 Cu的添加

而上升，表明肝脏作为储存 Cu的主要器官，参

与 Cu稳态的调控。除此以外，蒋蓉[12] 发现 Cu在

黄颡鱼心脏中也有较高的含量，这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综上，Cu在鱼体中主要存在于肝脏和肾脏

中，因此对免疫系统、造血及抗氧化功能等的维

持具有重要意义。

Mn是保持脊椎动物正常生长、大脑功能、

生殖性能和预防骨骼畸形所必需的重要微量元素

之一 [26]。本研究结果表明，黄颡鱼各组织都有

Mn的蓄积，主要分布在骨骼、肌肉、鳃、尾鳍和

皮肤中。同时，Mn在骨骼中的含量最高，为 6.38
mg/kg，表明鱼类的骨骼系统比其他组织器官有更

高的 Mn需求量，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12]。Mn元

素是骨骼的重要成分，参与构成骨骼基质硫酸软

骨素的形成，而硫酸软骨素是骨有机质-黏多糖的

组成部分，缺 Mn还会导致骨畸形，因此对骨骼

的生长发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8]。Lv等[6] 的研

究表明，Mn在黄颡鱼肠道中的含量较高，而在肌

肉组织中含量较低，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因此，

Mn在鱼体中主要作为结构性成分参与骨骼的形成。

Se是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在脊椎动物体内

的抗氧化防御、新陈代谢、炎症调节和甲状腺激

素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7]。本研究结果表明，

黄颡鱼 Se集中分布在肌肉、骨骼、皮肤、肝脏和

鳃中。值得注意的是，脾脏、肾脏和肝脏作为机

体重要的免疫器官，Se在这些器官中的含量较高，

可能是这些器官需要较高的 Se浓度来维持机体免

疫系统的正常运作。相关研究表明，缺 Se会导致

鲤 (Cyprinus carpio)幼鱼免疫力低下等一系列功能

障碍，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通过补 Se可有效提

高机体免疫水平[28]。此外，肠道中含有较高的 Se
含量，表明肠道是黄颡鱼 Se的主要贮存场所。相

似的，Zhang等[29] 发现黄颡鱼肠道 Se含量随着饲

料 Se含量增加而上升，表明肠道对 Se有一定的

积累作用。Se主要富集在鱼体的免疫组织中，并

对免疫相关功能及抗氧化具有重要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采用 ICP-MS对黄颡鱼不同组织中 7
种矿物元素的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黄颡

鱼体内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 Ca、Mg、Cu、Fe、
Zn、Mn和 Se等矿物元素，而且在不同组织中的

含量存在较大差异。实验结果为深入研究黄颡鱼

矿物元素营养代谢及其鱼肉品质的评价提供了重

要基础。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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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contents of miner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yellow catfish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SONG Changchun ,     LIU Tao ,     ZHONG Chongchao ,     TAN Xiaoying ,     ZHANG Dianguang ,    
LIU Lulu ,     LEI Xijun ,     LUO Zhi *

(Fishery Colleg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Yellow  catfish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has  good  taste  and  nutritional  value,  and  can  provide  the
necessary mineral elements for the human bod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tis-
sues, the experiment use the P. fulvidraco as the object.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tent of calcium (Ca), magnesium
(Mg),  zinc  (Zn),  iron  (Fe),  copper  (Cu),  manganese  (Mn)  and  selenium  (Se)  were  determined  by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in 18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heart, liver, brain, spleen, kidney, muscle, fat, fore-intestine,
mid-intestine, eyes, gill, tail fin, swim bladder, bone, stomach, skin, blood and whole fis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in bone, gill, tail fin and muscle, and the Ca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tail fin
and bone and the lowest in fat; Mg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in bone and muscle, and the Mg content was
highest in bone and tail fin and the lowest in eyes; Zn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the bone, muscle, skin and eye,
and the  Zn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eyes  and the  lowest  in  fat  tissue;  Fe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the  bone,
blood and muscle, and the Fe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blood and the lowest in fat; Cu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bone, muscle and liver, and the Cu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kidney and liver, while the lowest in fat and eyes;
Mn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bone and muscle, and the Mn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bone and tail fin and the
lowest in eyes and fat; Se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muscle, bone, skin, and liver, and the Se content was highest
in  spleen,  liver,  kidney,  and fore-intestine,  and the  lowest  in  muscle  and fat;  The present  study used ICP-MS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Ca, Mg, Zn, Fe, Cu, Mn and Se)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fulvidraco,  which provided good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mineral elements in P. fulvidraco,
and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of mineral elements in other fishes.

Key words: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mineral elements; tissue distribution; nutrient composition; evaluation of
nutri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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