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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各发育阶段对 Sr的吸收 

THE CONCENTRATION OF 。oSr BY PRAW N IN SEVERAL 

DEVELOPMENTAL STAGE 

对虾，大多数为一年生的动物，但在’皂的生活史巾却要经历多次的变态发育 l矸多个发育所段，每一 

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特殊的需要 ⋯ 。 

9。Sr是反应堆重要的裂变产物。Mauchlinc，J．等人 ⋯ 予1966年曾研究过多种 海洋生物列它的吸收， 

并计算其Sr／C~L值及sr ca差别比，但均为其成体 关于对虾幼体特男 是其各发育阶段坊体对9 oSr的浓集 

研究在国内外尚未见型报道。 

率文利用示踪法研究 sr在 中国对虾(Penaous orientalis kishnouyc)亲虾体内的积累及其各组织器 

官的分布，考察了无节幼体 疆状幼体、糠虾幼体及仔虾等不同发育阶段幼体对9 OSr的浓集能力。 

一

、 实 验 方 法 

将中国对虾的亲虾 (体长 lT--l~cm，毛重 50—65克)3条，无节幼体 (Ⅳ)、歪扶劫体 (z)、糠虾幼忙 

(M)及仔虾(P)各1000条，分别养于含有’。Sr(浓度为1．31 x 10 Bq／L)的海水中， 以扁藻和蛋黄为饵并给予 

通气。亲虾培养时间为5天和10天，各种变态幼体在该发育阶段结束时终止培养。培养海7丘经过滤，盐度 

为28‰，Ⅲ丘温为20"(3±1。 

培养终止后，分别取出扁藻、海水和对虾及其各变态阶段的幼体，用海水和0．5 EDTA~钠溶液轮番 

冲洗三遍，亲虾再解剖出各组织器官，并用高氯酸分别提取成熟卵中的 RNA、DNA。 

样品均制成均匀的簿源，用国产FH—dO8自动定标器和FJ一367塑料晶体飒I量样品中 oSr的 B放射性强 

度，仪器计数效率为47．5 。 ． 

实验中同时安排了不加 9 oSt的对照乎行样，测量结果加 扣除，葬结果用浓集系数表示 。 

二 结 果 ‘与 讨 论 

1．中幽灯虾及其变态幼体对 oSr的浓集 

表1的数据显示如下几个特点r 

i．扁藻的浓集系数 高迭220，这 它对帅c。的浓集能力相近 】̈。 - 

ii．亲虾的浓集系数最低，而且培养5天与1O天的致集系数悬殊不大，均处于同一数量级，说 在 5 

天n后其浓集系数己进入动态平衡，这与它对讪C。禳 集喜勺平衡 时间也是靠近的 H 。 

iii-在劫体的变态阶段，其浓集系数的大小颇序为z>M>Ⅳ≈P。出现这种势态主要是不同变态幼体 

摄食扁藻的量不同所致的。因为扁藻列帅Sr的浓集能力强，蚤状劫体又 扁藻为主要饵料J愫虾劫体摄食 

扁藻的量比潘状幼体略差t仔虾摄食扁藻的量就更少，而无节幼体是 掇食任何食物的 ⋯ 。可 想 而 赶， 

如果没有饵料一一扁藻的蟛响，四种变态幼体对 osr的浓集系数就可能更接近。但是，对虾变态幼体与采 

虾相比，浓集系数}旨高一个数挝级左右，表明各幼体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在对"sr的浓集过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th eft町见，9 OSr是能够通过体壁交换和呼吸系统进八幼体体内的。巾国对虾幼体各发育阶段对 

’OSr的浓集系数分j_：lj为：无节幼体：33，蚤状劫体：51，糠虾幼体：dI，仔虾 ：3I。 

率 文于l988年 8 25U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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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Sr在中国对虾体内的分布 

山图1可以看出，对虾备组织器官对9 OSr的浓祟能力十分悬殊，在经过lO天的浓集实验后，9 osl主要 

积累在外壳和附肢，其浓集系数分别为l5和n。成熟卵巢(Ⅳ期)和肌肉积累 9 OSr甚微，菇浓集系|数捉为 

1．O和O．4。我们曾 该卵巢 (约 5克)用高氯酸提取RNA、DNA，其 9 Sr的 含 量 也 是处 于披器的捻测限 

之下 。 

结 语 

1．扁藻对9 0Sr的浓集系数甚高，其值为2．2×10 ； 

2．中国对虾亲虾整体对9 0Sr的浓集系数为 5．1 x 10 ； 

5．中国对虾各变态幼体对9。Sr的旅集系数分别为t NI 33，z：51，M：41，P；31I 

4．9 0Sr在亲虾体内主要分布于外壳和附驻，其浓集系数为l5和111在 Ⅳ期卵巢和肌肉分布甚微，其 

浓集系数为1．O和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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