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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对海参急性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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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大连116023； 2．大连水产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大连116023)

摘 要 海洋溢油事故的不断增加对海洋生物的危害日益增大。油污染对刺参(．吼嘶獬豇Po而一
c搬)的急性毒性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通过轻质原油和重柴油不同加油量对刺参96小时急性毒性对

比实验研究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轻质原油加油量为35毫升以下和重柴油加油量为55毫升以下时，

96小时未发现刺参有死亡现象；但当轻质原油加油量为35毫升以上时，72小时以后发现刺参死亡。

由此可见，刺参对海水中油污染具有一定的抗性，同时轻质原油比重柴油污染对刺参的急性毒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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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和医疗保健功能，是

享誉国内外的海洋珍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

值¨。1。近年来，溢油是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与

损害的主要因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溢油污染覆

盖窒息作用及其本身的耗氧会导致污染水域中大量

生物冈缺氧而死亡Ho；油中的有害物质会通过食

物链对鱼类、贝类和人类的健康产生影响”曲J。人

们通常认为刺参遇到油会出现“化皮”现象，而

海洋油污染对海参的毒性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通过海水中油污染对刺参(＆i以opw却。凡i—
cw)的急性毒性实验研究，探讨油污染对刺参急

性毒性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海洋油污染对海洋生

态系统的危害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用油

本实验以轻质原油和重柴油为研究对象，轻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cll肋3)

原油产地为也门，密度为0．793 6千克／升；重柴

油产地为大连，密度为0．855千克／升。

1．2受试生物

牛长良好、健康无病的个体，暂养3—4天，

根据受试生物食性适当投饵。刺参幼苗体长约4厘

米，购自于大连水产学院，经常换水和清除粪便、

残饵，以防水质恶化，使其处于自然生活状态，并

达到实验所需条件。

1．3实验方法

实验共设2组，1组为轻质原油，另1组为重

柴油，每组为玻璃缸(体积为4升)6个，并设平

行对照组。所有玻璃缸用盐酸浸泡后，用洁净海水

清洗干净。实验共进行96小时，期间控制条件为

水温20℃±1℃，盐度25±1，自然光照，不间断

充气，不投饵料。

每个玻璃缸中移入4个刺参幼苗，按O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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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毫升、25毫升、35毫升、45毫升和55毫升的

不同加油量分别在玻璃缸中加入轻质原油和鼋柴

油。每天上午记录水温和盐度，观察受试生物个体

状况并记录死亡个体数，发现死亡个体及时拣出。

1．4刺参对轻质原油、重柴油的不同反应性状

在本实验中，将刺参对油污染的反应分为三种

不同的性状，其不同的性状特点如下。

(1)正常：刺参口有节律的自动收缩；全身

的刺伸展且有弹性，在触碰时出现快速伸缩反应；

能独立贴浮在玻璃缸的内壁。

(2)亚致死：刺参口张开，用针轻刺头部时

有伸缩反应；身体的刺变短且秃；疣足尖端开始

腐烂，严重时身体有部分溃烂，在触碰时不出现

快速伸缩反应；部分能独立贴浮在玻璃缸的内

壁。

(3)致死：刺参口张开，用针轻刺头部时无

伸缩反应；身体的刺收缩消失；身体变软，呈白

色，体不透明，皮质层呈坏死状，甚至全身溃烂、

自溶；不能独立帖浮在玻璃缸的内壁。

2结果与讨论

2．1轻质原油对刺参的急性毒性影响

在轻质原油加油量为。毫升、15毫升、25毫

升、35毫升、45毫升和55毫升条件下，考察轻质

原油对刺参的96小时急性毒性影响(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轻质原油处理过程中，24

小时以内加油量为35毫升以下的刺参表现正常，

而高加油量下的刺参表现亚致死；24小时以后，

刺参均表现亚致死；72小时以后，加油量为45毫

升和55毫升的刺参伞部死亡。结果表明，在奉实

验条件下，刺参对低浓度的轻质原油具有一定的抗

性。轻质原油对刺参的急性毒性随处理时问的增加

而增大，并且随加油量的增加而增大。

2．2重柴油对刺参的急性毒性影响

在重柴油加油琏为0毫升、15毫升、25毫升、

35毫升、45毫升和55毫升条件下，考察藿柴油对

刺参96小时的急性毒性影响(表2)。

表l不同轻质原油加油量下刺参表现性状和死亡情况

注：●表示正常；▲表示亚致死；◆表示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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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在实验的24小时内，加油

量为45毫升以下的刺参表现正常，而高加油量下

的刺参表现亚致死；在24小时以后，加油量为15

和35毫升内的刺参表现正常，而其他加油量内的

刺参表现亚致死；96小时后实验结束，海参均为

未死亡。结果表明，刺参对重柴油具有一定的抗

性。在本实验条件下，实验所用重柴油对刺参的急

性毒性随实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并且随加油量的

增加而增大。

2．3分析

在本实验的条件下，刺参并未立即出现人们所

说的“刺参遇油化皮”现象，而且加入轻质原油

和重柴油后，刺参爬到油膜下方，贴浮在其表面。

表明刺参对油污染反应迟钝，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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