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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急性毒性。[ 方法] 采用常规生物急性毒性试验方法 , 研究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急性毒性。
[ 结果] 结果表明 ,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24、48 、72 和96 h 的半致死浓度 MTL( Median tolerance li mits) 分别为17 .10 、13 .50 、10 .74 和10 .53
μg/ L , 安全浓度为1 .05 μg/ L。[ 结论] 该研究结果为金鱼及相关观赏鱼的鱼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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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cute Toxicity Effect of Cyper methrin on Juvenile Goldfish
WANG Fan et al  ( Life Science Department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22)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ai med to study acute toxicity effect of cypermethrin on juvenile goldfish.[ Method] The general method of biological a-
cute toxicity test was used to study acute toxicity effect of cypermethrin onjuvenile goldfish.[ Result] The results i ndicated that the MTL of cypermethrin on
juvenile goldfishin 24 ,48 ,72 and 96 h were 17 .10、13 .50、10 .74 and 10 .53 μg/ L ,respectively ,the safe concentration was 1 .05 μg/ L .[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 de the referenced basis for fish disease control of goldfish and related omamental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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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鱼一般都经过长期驯化变种而来 , 比较娇贵, 所处

环境相对稳定, 一旦管理不善, 容易引起疾病。和其他观赏

鱼一样, 金鱼在大面积苗种培育、家庭养殖和水族养殖的过

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有疾病的发生。目前国内外已有常见水

产药物对金鱼的研究报道, 李效宇等研究了高锰酸钾、硫酸

铜、敌百虫和甲醛对金鱼鱼苗的毒性试验[ 1] 。文祝友等研究

了茵毒杀星、锐劲特对金鱼的急性毒性试验[ 2] 。虽然已有氯

氰菊酯对鱼类急性毒性试验的报道, 但大多数只停留在对食

用鱼的研究, 如氯氰菊酯对鲤鱼[ 3] 、草鱼[ 4] 、泥鳅[ 5] 的研究。

目前有关氯氰菊酯对观赏鱼金鱼毒性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而

且氯氰菊酯对于观赏鱼的鱼病防治也存在蓄积和禁用等方

面的缺陷。因此, 笔者研究了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急性毒

性, 以期为金鱼及相关观赏鱼的鱼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用鱼。金鱼鱼种采自洛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试验

基地。规格为体长( 7 .4 ±0 .3) c m, 体重( 10 .1 ±0 .3) g 。试验

用鱼在室内水族箱驯养3 d 以上, 暂养期间活动正常, 无病

害, 死亡率低于5 % ; 试验前1 d 停止投饲, 选择体格健壮、大

小基本一致、反应灵敏的鱼种进行试验。试验期间不投饲。

1 .1 .2 药物及试验条件。药物: 购于拜耳农药生物公司, 浓

度5 %( W/ V) 。试验用水为曝气3 d 以上的自来水。水质指

标:pH 值为( 7 .9±0 .1) ;DO 7 .85 mg/ L ; 总硬度( 6 .56 ±0 .21)

mmol/ L ; 水温( 18 ±2) ℃。

试验容器: 直径22 cm、大小均一的塑料盆, 试验加水4 L。

1 .2  方法 采用换水生物法测试。根据相关资料进行预试

验确定正式试验的上限和下限。在此区间内按照公式 r

= M- 1 b
a

[ 6]

确定6 个浓度梯度组和1 个对照组 , 每一浓度

组均设2 个平行组, 试验组随机放10 尾金鱼。试验液每隔

24 h 更换一半, 及时剔除死亡个体。试验开始后, 前8 h 做连

续观察, 在曝露的过程中观察它们的行为、中毒症状以及死

亡效应。以后每隔2 ～3 h 定期观察。若发现多次刺激无反

应的个体可判断为死亡个体, 及时从水中捞出。记录各组试

验鱼24、48、72 和96 h 的死亡数, 计算平均死亡率, 再转化为

概率单位, 计算试验液浓度的对数, 求出概率单位与试验液

质量浓度对数的回归方程, 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氯氰菊酯24 、

48 、72 和96 h 的半数致死质量浓度 LC50 和安全浓度。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中毒症状  金鱼在染毒后的4

～8 h , 高浓度组出现中毒症状, 鱼体失去平衡 , 侧游、旋游、仰

游、翻滚、鳃盖及口部不时开合张大 , 表现呼吸困难等现象 ,

逐渐沉至水底 ; 鱼体中毒后后部由于肌肉抽搐而向一侧弯

曲, 体色变淡,12 h 后出现死亡。较高浓度组鱼出现中毒症

状时间较晚, 基本特征和高浓度组相同, 但挣扎时间较长,18

h 后才开始出现死亡。低浓度组出现中毒症状时间相对晚一

点,24 h 没有出现死亡。金鱼中毒死亡后, 口部自然合拢、眼

球突出、眼底有出血点、鳃颜色较淡, 特别是鳃耙部位颜色淡

白并有黑色污染物, 鳃及体表粘液多, 鱼体及各鳍颜色无变

化, 胸鳍自然贴紧体表。解剖中毒死鱼时腹腔内有黄水流

出, 肾脏上有小黑点, 肝胰肿胀, 胆囊肿大。

氯氰菊酯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 其毒性机理是影响神

经膜上的 Na + 通道[ 7] , 阻断神经传导 , 影响扰乱鱼体离子代

谢, 干扰了离子平衡, 抑制鳃肾组织中 Na + 、K+- ATPase 和脑

组织中Ca2 + 、Mg2 +- ATPase 的活力[ 8] , 从而出现中毒症状。

2 .2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致死情况 氯氰菊酯对金鱼的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见表1。由表1 可知 , 金鱼的死亡率随接

触氯氰菊酯试验液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在一定的试验时间

内, 氯氰菊酯浓度越高, 金鱼的死亡率越大。在相同浓度下 ,

随试验时间的延长, 金鱼的死亡率升高, 第Ⅲ至Ⅵ组金鱼存活

率迅速下降。

2 .3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半致死浓度及安全浓度  对表

1 的浓度对数与死亡率概率单位数作直线回归处理( 表2) 。

由表2 可知, 金鱼的死亡率与氯氰菊酯的浓度成正相关 , 氯

氰菊酯对金鱼24、48、72 和96 h 半数致死浓度分别为1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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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0、10 .74 和10 .53 μg/ L , 由此得出其安全浓度为1 .05 μg/ L ( 96 h LC50 ×0 .1) 。

表1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Table 1 Theacutetoxicitytest results of cyper methrintojuvenilegoldfish

组别

Group

浓度∥μg/ L

Concentration

浓度对数

Logarithmof concentration

死亡率∥%Mortality rate

24 h 48 h 72 h 96 h

对照Control     0 0 0 0 0 0

Ⅰ 6 .00 1 .791 7 0 0 10(3 .72) 10(3 .72)

Ⅱ 8 .00 2 .079 4 0 10 (3 .72) 20(4 .16) 20(4 .16)

Ⅲ 10 .70 2 .307 2 10(3 .72) 30(4 .48) 40(4 .75) 40 (4 .75)

Ⅳ 14 .22 2 .654 6 40(4 .75) 50(5 .00) 70(5 .52) 70(5 .52)

Ⅴ 18 .96 2 .942 3 70(5 .52) 80(5 .84) 80(5 .84) 90(6 .28)

Ⅵ 25 .28 3 .230 0 90(6 .28) 100(8 .09) 100( 8.09) 100(8 .09)

 注 : 括号中数据表示概率单位。

 Note :The data in the brackets stand for probability units .

表2 氯氰菊酯对金鱼鱼种的急性毒性的相关分析

Table 2 The correlationanalysis of theacutetoxicity of cypermethrintojuvenile goldfish

时间∥h

Ti me
LC50 ∥μg/ L

相关系数 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方程

Regressionequation

F 检验值

F test value
24 17 .10 0 .942 1 .026 y =4 .785 1x - 8 .588 6 31 .91 * *

48 13 .50 0 .939 1 .025 y =4 .638 3x - 7 .078 0 30 .05 * *

72 10 .74 0 .948 0 .556 y =2 .733 9x - 1 .490 6 35 .52 * *

96 10 .53 0 .971 0 .431 y =2 .866 2x - 1 .748 1 64 .90 * *

 注 : * * 表示在0 .01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 * 表示在0 .05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Note : *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1 level and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 .

  金鱼受到氯氰菊酯胁迫后, 半致死浓度( LC50) 都是μg/ L

级, 对鱼类而言属于剧毒。结果表明 , 随着染毒时间的延长 ,

金鱼对氯氰菊酯敏感性逐渐增强 , 即24 h- LC50 > 48 h- LC50 >

72h- LC50 > 96 h- LC50 。这可能由于氯氰菊酯在金鱼体内的积

累所致 , 高浓度的氯氰菊酯通过鳃的吸收进入金鱼体内的速

度大大快于水解拟除虫菊酯的速度, 同时增加神经系统对其

的敏感性 ,Na+ 、K+ 、ATP 酶的抑制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明显

的时间效应和浓度效应[ 9] , 对离子的转运, 渗透压的平衡、能

量代谢的破坏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对呼吸的影响也更加严

重。达到一定程度后 , 金鱼则出现抽搐 , 运动失调、麻醉, 最

后死亡 , 试验中低浓度组部分金鱼出现短时间中毒症状后可

恢复正常运动 , 可能是由于金鱼对氯氰菊酯有一定的耐受

性, 当超过此耐受性时, 才会出现死亡现象。

3  小结

氯氰菊酯虽对不同的鱼类均表现出较强的毒性作用, 但

其96 h LC50 或安全浓度值却有一定的差异, 主要是由于氯氰

菊酯对受体生物的耐受性不同造成的, 还可能与试验动物的

年龄、体长、大小以及氯氰菊酯药物本身与受体生物之间内

在的特殊关系、环境条件等有关[ 10] 。由于其毒性较强, 极低

浓度就能致死水生生物, 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控制好剂

量, 尤其对观赏鱼这类名贵鱼类, 在使用此类药物进行杀毒

时一定要谨慎。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对鱼、虾、贝和甲壳类水生生物剧毒。

根据王朝晖等的研究, 氯氰菊酯( 原药) 对鲤鱼幼鱼、鲫鱼幼

鱼和稀有鲫的96 h LC50 分别为2 .57、1 .78 和6 .13 μg/ L[ 3] 。谢

文平等得出氯氰菊酯对草鱼鱼种96 h LC50 为6 .51 μg/ L[ 4] 。

该试验表明, 氯氰菊酯对金鱼96 h LC50 为10 .53 μg/ L , 安全浓

度为1 .05 μg/ L , 可见不同鱼类对氯氰菊酯的敏感性是不同

的, 观赏鱼和食用鱼敏感性也不同, 一般敏感性顺序为食用

鱼> 观赏鱼, 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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