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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對黃錫觸魚苗 (sp α rus s αrb α )

之急毒性研究

周昱翰﹒吳純衡

Acute toxicity of Ammonia to the varIous larval stages

of Goldl ine sea bream, Sparus sarba

Yu-Han Chou and Chwen-Herng Wu

juveniles

level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s (LC50) of ammonia were determined for Goldiine

sea bream (Sparus sarba Fosskal 1775) in static test.

old larvae, 5-day-old larvae, 10-d 在y-old larvae, 20-day-old

studied. The l-month-old juveniles showed

while the 5-day-old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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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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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lerance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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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o un-ionized Ammonia.

old larvae was 0.69 mg/l NH3-N, 5-day-old larvae were 0.48

0.54 mg/l NH3-N, 20-day-old larvae

i-month-old juveniles was 0.70 mg/l NH3-}.l.

old larvae was was

Key words:H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mmonia, Goldline sea bream,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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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養殖系統中無攬顧氯的主要來攤為水產動物蛋白質代謝的最終產物一氯。氫在密集式養殖池或循

環系統中很容易累積 , 常是引起水產動物死亡的原因之_(1)(2) ,
而在水產積苗生產過程中 , 由於考慮

到控沮及防止餌料生物的流失 , 在仔魚時期 , 飼育用水之雖水量非常少 , 因此在遺種飼育環境下 , 種
苗之代謝生成物和餌料殘擅耀自細萬分解 , 致使飼育水中氫濃度之累種 , 而氯對水產動物的毒性早已
接證賈f圳 ) ,

同時也是造成種苗死亡的原因之一
(5) ,
所以在育苗的過程水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氯在水中分為離子態畫畫(NH. +) 及非離子態氯 (NH3) 二種型態 , 二者之比例在溪水中受溫度
和PH 值的影響 , 而在海水中則受溫度、 PH 值及鹽度之影響:(6) , 雖然氫對混水魚的毒性已研究的非常
多 , 但在海水魚方面 , 特別是氯對海水仔稚魚摟住的報告卻很少。

因此在種苗飼育期間 , 無法提供充分的資料作為飼育用水之水質管理的依據 , 所以本實驗以賣錫
網 (Sparus sarba) 之不同時期仔魚分別進行氫之毒性實驗瞭解仔魚對氧的忍受力

, 以作為種苗飼
育過程中水質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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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為止水式毒性試驗 (Static method) .以黃錫鋪受精卵於實驗室孵化和 III 贅 ,
在受精卵

孵化後的第一天 , 五天 , 十天 , 二十夫和三十天 (以此 , 比 . Hlo . H2o 及 I 丸。代表 ) 仔魚全長分別
為3.05i:0.29mm . 3.22 土 0.29mm . 3.80 土 0.44mm . 6.91 士 1.01mm 及9.28i:0.69mm 進行24hr 之

毒性試驗。實驗用海水抽自台西養殖中心附近之海水轉讓 , 經砂過站及添加次氯酸納50ppm 消毒後 ,
儲於一噸的FRP 桶中嗶氧備用。海水的鹽度為35 �/ 帥 . PH8.2 .氧一氮為0.09"-0.10mg/1 .亞硝酸

為 0.04mg/1 .00 為5.5mg/1 。

截一氯 (Arnmonia-N) 的配製以 3.82mg 的氯化館 (NH.CI . Merck 公司出品 ,G. R. 組試藥 )

溶於 1 升之實驗海水中 , 此相當於 1 mgl1 的氯一氧 , 而非離子氯 (NH3-N) 濃度的觀算則以
Carol (1987) 發表之非離子氫在海水中的百分比表中查得為4.65%(5) , 實臨之截一竄濃度為 0

' 5, 10 ' 20 ' 25 及鉤 . mg/ 1 .換算為非離子氯的濃度則為 0 . 0.233 . 0.466 . O. 699 . 0.932 . 1. 165
及 1.398mg/ 1 雨量種共計 14 組 , 每組以 2 升的三戶錐瓶加入 1 升的試驗海水和 20 尾仔魚。再放置齡
德牌控溫器中 , 將溫度控制在20 士 0.5 �C並於實驗開始及結束時測定氧-� 過度。仔魚死亡的對別以

萬能投影攝擻視心臟跳動與否。半致死讀度 (LC 叫的計算及95% 信賴區開以 Probit 分析法計算t η

。

結 果

氯對資錫關魚苗之意毒性試驗 , 各期魚苗死亡率顯示於 Table.1 而24-hr 之 LC5o 及95% 信賴區顯

示於Table.2 0 HI . I 丸 . H5 . HIO . H2o 及H30 之 24hr 之死亡率的對機數 (Probit of mortility .死亡

率轉擴為 Y值可由附表 l 查得 ) 與氯濃度之對數值的關係表示於Fig1 . Fig2 . Fig3 . Fig42 支Fig5 。

試臨之總氯濃度和各期責錫鋼苗對應之死亡率

Table 1 The mortality rate of Various larval stages of Sparus sarba in difference concen-

表 1

tration.

Mortality (%)

Stage Total length
(
圓圓

)
NO.

o 5 10 15 20 25 30

(lDg/1 NH,-IO

H1

H5

H1D

3.05tO.29"

3.22:!:0.29"

3.80:!:0.44"

20

20

o 10

15

30 45 50 75 85
o 30 55 95 100 100

20 o 10 30 55 85 95 100
H3D 5.91:!:1.01" 20 o 15 25 40 50 90 100
H30 9.28:!:0.59" 20 o 5 20 50 55 75- 95

牢 : standart di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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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氯及非離子氯對黃錫鍋各期仔魚之 24 小時半致死濃度和百分之九十五之倍賴世間表 2

Table 2 The Value of 24-hr LCso and 95% confidence limits of LCso in ammonia for larvae

of Sparus sarba.

HH3 - H ( 聞 II)Auonia-H (mg/I)

Chemical
24-hr LC.. 9596confidence limitStage 24-hr LC.. 9596 conf i dence 1 ill i ts

0.57-0.840.6912.23-18.1714.90ZHHUHH"CI

0.40-0.580.488.67-12. 的10.37H.

0.46-0.640.549.86-13.7711.65..aHHH

0.52-0.80

0.60-0.82

0.65

0.70

11.24-17.25

12.81-17. 的

13.92

15.03

H..

H3 。

r=0.99

否

y
= 2.89231 X φ 1.6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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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之死亡車轉模為對機數值 (Y)

Appendix 1 Transformation of mortality percentages to probit. (m% → Y)

%

o
10 3.72

4.16

4.48

o

2.67

3.77

4.19

4.50

4.77

5.03

5.28

5.55

5.88

6.34

0.1

7.37

附裝 1

1

2.95

3.82

4.23

4.53

4.80

5.05

5.31

5.58

5.92

6.41

0.2

7.41

2

3.12

3.87

4.26

4.56

4.82

5.08

5.33

5.61

5.95

6.48

0.3
7.46

討

3

3.25

3.92

4.29

4.59

4.85

5.10

5.36

5.64

5.99

6.55

0.4
7.51

4

3.36

3.96

4.33

4.61

4.87

5.13

5.39

5.67

6.04

6.64

0.5
7.58

論

5

3.45

4.01

4.36

4.64

4.90

5.15

5.41

5.71

6.08

6.75

0.6
7.65

8

3.52

4.05

4.39

4.67

4.92

5.18

5.44

5.74

quRV

唔

,..onuw...mORV

0.7

7.75

7

3.59

4.08

4.42

4.69

4.95

5.20

5.47

5.77

6.18

7.05

0.8

7.88

8 9

20

30

40 4.75

5.00

5.25

3.66

4.12

4.45

4.72

4.97

5.23

5.50

5.81

6.23

7.33

0.9

8.09

實錫鋪魚苗對氧的抵抗力以 24-hr LCso 比較 , 以 II30 之 0.70mgj 1 NII3-N 最強 , 其次為 III 之 O.

的mgj 1 NH3-N, H2o 之0.65mgj 1 NH3-N 及Hlo 之0.54mgj 1 NH
罩

, 以 Hs 之 0.48mgj 1 NH3-

N 最弱 (Fig6) 。孵化後 5 天的仔魚對氯抵說力較差的原因 , 可能是仔魚由內部營養 ( 卵黃眼收 ) 轉

為外部營養 ( 攝食 ) , 體內消化系統正處於生理上的變化 , 故對周圍環境的刺激較為敏感 (9) ,
此結果

與Mawateri & Hirayama (1975) 發表的氯對嘉臘魚苗的毒性試驗之結果相岡州 , 但孵化後 1 天、

5 天及14 天的嘉臘魚苗的 24 φ hr 之 LCso 分別為2.2mgj 1 '1.8mgj 1 及2.3mgj 1 NH3-N, 比黃鶴綱

魚苗對氧的忍受力強 , 由上述資料顯示關類魚苗對氯之抵抗力隨著發育時期之成長而增加。
氯對南非四種海水魚 Gaidroparus a ρ ensis, Diptodus savgus. Li thog1lathus mormyrus 及 Pa-

chynetopan blochi 孵化後 5-7 天的魚苗的 24 可 hr 之 LCs 。在O. 36 0. 42mgj 1 N 比 -N 之間 10) ,
而

Harry & Claude (1987) 發衰氯對斑點海蹲 CLynoscion nesulosus) 孵化後 4 天的魚苗 24-hr 之

LCso 為 0.28mgj 1 NH3-N( 帥 , 上述五種海水魚苗對氧的忍受力略低於黃錫鋼魚苗。但鼠目魚魚苗 (

(Chanos chanos) 則比黃錯觸強 , 氯對鼠目魚 24-hr 之 LCso 為 1.89mgj 1 NH3-N(1l) 與嘉臘魚苗相似
, 由上述的資料顯示海水魚魚苗對氧的抵抗力較弱 , 因此在大量生產種苗的高密度養殖狀況下 , 對於
氯之蓄積毒性的問題是不可忽視的。

Lloyd & Orr (1969) 發現以致死濃度之 12% 的氧濃度對虹轉不會有毒性的影響憫 , 而歐洲內
陸漁業咨詢委員會 (EIFAC,1973) 更以氫對虹轉魚苗最低之 LCso 的 12% 的氯濃度 , 當作歐洲滾水的
水質基準憫 , 因此根據上述資料 ,

以黃錫鍋魚苗對氯之抵抗力最差的 Hs 之 LCso 的 12% 的氯濃度 , 即 0

.058mgj 1 NH3-N 可視為安全濃度 , 作為黃錫樹種苗培育之水質管理的依據。

50

60

70 5.52

80 5.84

6.2890

99

0.0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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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24-hr LCso of the different larval stages of Spar 也 sarba.

NH3-N, 孵化後 5 天的仔魚為 o.

由上述可以得到下列雨點之結論 :
1. 氧對黃錫鋼魚苗24-hr 之 LCso

' 孵化後 1 天的仔魚為 0.69mg/l

48mg/1 NH3-N, 孵化後30 天的仔魚為O. 70mg/1 NH3-N
0

2. 黃錫鍋育苗的水質管理上氧的安全過度為 0.058mg/1 NH3-N
。

要

本質融為止水式的毒性試驗 , 在海水鹽度 35 �

/0 。、 PH8.2 及水溫 20.C
' 將孵化後 1 天、 5 天、 10

天、 20 天及30 天的黃鶴觸曝露在不同的氯濃度下 ,
以決定氧對資錫鍋魚苗24 小時的半致死濃度。黃錫

鋼魚苗對鼠的抵抗力以孵化後 30 天的仔魚最強 , 孵化後 5 天的仔魚最弱。孵化後 1 天的仔魚24-hr 的
LCso 為0.69mg/1 NH3-N 孵化後 5 天的仔魚 24 司hm 的LCso 為0.48mg/1 NH3-N, 孵化後10 天的仔
魚24-hr 的 LCs 。為0.54mg/1 NH3-N, 孵化後20 天的仔魚 24-hr 的LCso 為0.65mg/l NH3-N, 韓化

摘i

NH3-N 。後 30 天的仔魚 24-hr 的 LCso 為0.70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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