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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白马湖３种甲壳动物体内的 Ｐｂ、Ｃｄ、Ｃｕ、Ｃｒ、Ｚｎ的含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Ｃｕ、Ｚｎ含量较高；同种重金属元素

在不同种类的软体动物体内含量差异较大，富集能力的次序是克氏原敖虾 ＞日本青沼 ＞秀丽白虾；Ｃｄ和 Ｐｂ在克氏原螯虾

体内的不同器官和组织中富集程度不同，其中以肌肉中含量最低，鳃中的含量居中，虾壳中的含量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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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到水
体中，严重污染水体，给养殖业造成危害。重金属

在污染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淡水中的水生生物对

水体中的重金属有强烈的吸附作用，易使水生生物

中毒，通过生物富集和营养关系在食物链上转移，

并经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在顶级捕食者包括

人类体内呈现较高的浓度危害人体的健康。

白马湖作为淮安市重要水源地和战略备用水

源地，以及国家南水北调东线通道，位于洪泽湖下

游，居东经 １１９°０６′１２″—１１９°０９′２７″，北纬 ３３°１８′
４０″—３３°１２′３７″，是江苏省 １０大淡水湖之一，水产
品种类众多，品质优良。现对白马湖甲壳动物中的

Ｐｂ、Ｃｄ、Ｃｕ、Ｃｒ、Ｚｎ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分析不同
的动物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能力，不同重金属在组

织器官中的含量分布情况。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

样品采集于白马湖中的甲壳动物：日本青沼、

秀丽白虾、克氏原螯虾。

１．２　样品处理
将甲壳动物其壳剥去，取肉、鳃及壳。将各类

样品放入烘箱中于 ６０℃温度烘干，研磨，过 ６０目
筛，按四分法称取样品分析。

１．３　仪器及分析方法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ＰＥ－１００；美国

ＰＥ公司）；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ＡＦＳ－９７０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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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仪器公司）；样品全自动消解仪（ＤＥＥＮＡ；美

国）；所用试剂皆为优级纯。所用分析方法为文献

［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３种甲壳动物体 Ｐｂ、Ｃｄ、Ｃｕ、Ｃｒ、Ｚｎ的质量比

３种甲壳动物体Ｐｂ、Ｃｄ、Ｃｕ、Ｃｒ、Ｚｎ质量比见表１。
表 １　各采样点软体动物体内重金属元素质量比① μｇ／ｇ

动物 Ｚｎ Ｃｕ Ｐｂ Ｃｄ Ｃｒ 吸附总量

日本青沼 １４．１ ６．０６ １．６５ ０．２１ ２．３７ ２４．３９
单项污染指数 ０．２８２ ０．１２１ ３．３０ ２．１０ １．１９
污染负荷比／％ ４．０４ １．７３ ４７．２２ ３０．０５ １６．９６
秀丽白虾 １２．０ ５．７４ １．３８ ０．１４ ２．１８ ２１．４４

单项污染指数 ０．２４０ ０．１１５ ２．７６ １．４０ １．０９
污染负荷比／％ ４．２８ ２．０５ ４９．２４ ２４．９８ １９．４５
克氏原敖虾 １３．７ ６．９３ ２．１５ ０．３３ ２．５７ ２５．３５
单项污染指数 ０．２７４ ０．１３９ ４．３０ ３．３０ １．２９
污染负荷比／％ ２．９５ １．４９ ４６．２５ ３５．４９ １３．８２
参考标准 ５０ ５０ ０．５ ０．１ ２

①锌采用《食品中锌限量卫生标准》（ＧＢ１３１０６－１９９１），其余指标采用《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ＧＢ１８４０６．４－２００１）。

　　由表１可见，Ｃｕ、Ｚｎ的值最高，Ｐｂ、Ｃｄ、Ｃｒ的
平均值远低于 Ｃｕ、Ｚｎ的值。
２．２　甲壳动物体内各组织和器官重金属质量比

克氏原螯虾体内各组织和器官重金属质量比

见表２。

表 ２　克氏原螯虾体内各组织和器官重金属质量比 μｇ／ｇ

动物名称 部位 Ｚｎ Ｃｕ Ｐｂ Ｃｄ Ｃｒ
克氏原螯虾 壳 ３．４６ ５．１５ ２．３７ ０．２５３ １．４４

鳃 ４．９８ ７．４４ １．６２ ０．１７３ ２．０７
肉 １４．２ ２．８５ １．０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５

　　重金属元素在克氏原螯虾不同组织和器官中
的质量比状况为：锌：肌肉 ＞鳃 ＞壳；铜：鳃 ＞壳
＞肌肉；铅：壳 ＞鳃 ＞肌肉；镉：壳 ＞鳃 ＞肌肉；
铬：鳃 ＞壳 ＞肌肉。

３　结论
（１）甲壳动物体内的重金属质量比差别较大，

Ｚｎ、Ｃｕ的质量比最高，但是在重金属污染中，铅的
影响最大，其次为镉和铬；

（２）同种重金属元素在不同种类的软体动物
体内质量比差异较大综合５种重金属元素来看，富
集能力的次序是克氏原敖虾 ＞日本青沼 ＞秀丽
白虾；

（３）Ｃｄ和 Ｐｂ在克氏原螯虾体内的不同器官

和组织中富集程度不同，其中以肌肉中质量比最

低，鳃中的质量比居中，虾壳中的质量比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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