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镐对罗氏沼虾组织转氨酶活性

及组织结构的影响

赵维信 魏 华 贾 江 吕大可

(上海水产大学
,

2 0 0 0 9 0 )

提 要 对罗 氏沼虾 (材
口 c

ro bra ch iu m ro s
en ber gl 动成虾六种组织的谷丙转氨酶 (G PT )和谷

草转氨酶 (G O T )活性正常值作了测定
,

其中心脏和绿腺的 G PT 和 G O T 活性较高
,

鳃和肝胰脏次

之
,

卵巢和肌肉较低
。

不同福离子浓度 (0
.

37
、

0
.

74 和 1
.

48 x l。一 )对罗氏沼虾的急性中毒试验表明
,

受水中0
.

74 和 1
.

48 x l。书 C d Z +
影响

,

心脏
、

鳃和肝胰脏的 G PT 和 G O T 活性显著降低 ,绿腺的 G PT

和 G O T 活性在 0
.

74 X l沪组显著升高
。

组织学观察显示
,

Cd , +

中毒引起鳃丝增粗
,

鳃丝血腔扩大 ;

肝小管严重萎缩
,

肝细胞解体
;
绿腺细胞解体

,

迷路结构消失
。

关键词 福
,

G PT
,

G O T
,

组织结构
,

罗氏沼虾

目前由于重金属污染水体引起鱼虾中毒情况时有发生
,

因此对金属毒理研究已越来越为

人们所重视
。

这类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确定重金属的致死浓度和监测水生动物体内重金属积累

量等
,

而有关重金属中毒的生化效应研究较少
。

已知重金属是经过抑制代谢而影响水生动物的

生命活动
。

R ai n b o w (1 9 9 2) 阐述了无脊椎动物对重金属的积累机理
;
卢敬让等(1 9 8 9) 报道了锡

对中华绒鳌蟹血清谷丙转氨酶活力的影响
。

本工作就锅对罗氏沼虾组织 中普遍存在的代谢酶

一 谷丙转氨酶 (G PT )和谷草转氨酶 (G O T )活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

并观察了罗氏沼虾鳃
、

肝胰

脏和绿腺受锅中毒的组织学变化
,

以探讨罗氏沼虾重金属中毒致死的机理
。

1 材料与方法

1 实验材料

采用性成熟的雌性罗氏沼虾 (为用于罗氏沼虾人工育苗的亲虾 )
,

体长 10
.

9一 12
.

3 c m
,

体

重 27
.

8 一 33
.

3 9
。

罗氏沼虾从养殖场运至实验室
,

暂养 48 小时后进行急性中毒实验
。

试验分四

组
,

一个对照组
,

三个处理组
。

试验是在 80 x 40 x 35 。m
, ,

有效水体为60 升的塑料水箱中进行

的
。

将分析纯的氯化锡 (C dC 1
2 ·

2
.

SH
Z
O )配成锡离子 (C d

Z+
)浓度为0

.

3 7
、

0
.

7 4和 1
.

4 8 X lo币三

个浓度级
。

每组放置4尾罗氏沼虾
,

每天投饵一次
,

换水两次
,

水温保持23 一 25 ℃
,

pH 7
.

。一 8
.

0
,

溶解氧为6
.

7 一 8
.

7 m g / L
,

N H
3
一N 为0

.

23 m g / L
,

各箱用一个充气石不间断地充气
。

待最高浓

收稿日期
:
1 99 3

一

1 2
一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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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组死亡虾 (或严重 昏迷虾 )达 50 % (约处理后 9 一 1 1小时 )时中止实验
,

进行取样
。

逐尾解剖取

出部分鳃
、

肝胰脏
、

卵巢
、

绿腺
、

心脏和肌肉等组织
。

用吸水纸吸去表面水分
,

天平上准确称重
。

然后分别用玻璃匀浆器匀浆
,

以 4 0 0 0转 /分钟在4 C离心 30 分钟
,

取上清液
,

用蒸馏水定容至50

m l
,

放置 4 C冰箱
,

待测定酶活性
。

同时
,

用 Bou in
’s 液固定部分鳃

、

肝胰脏和绿腺
,

做石蜡切片

并进行组织学观察
。

C d Z 浓度

( X 1 0 一6
)

表 1 锦对罗氏沼虾的急性中毒试验

T a b le 1 A c u te Po iso n in g e x Pe r im e n ts o f c a d m iu m in M
a c r o b ra ch iu m ro

s en be r g ii

第一次试验 (持续n h) 第二 次试验 (持续 g h )

试验虾

(尾 )

存活虾
(尾 )

昏迷虾
(尾 )

试验虾

(尾 )

存活虾
(尾 )

死亡虾
(尾 )

对照组 4 4 0 3 3 0

0
.

3 7 4 2 2 4 2 2

0
.

7 4 4 2 2 4 2 2

1
.

4 8 4 0 4 4 1 3

注
:

死亡虾不取样
。

1
.

2 G PT 和 G O T 活性测定

按赖氏比色法测定
。

取 0
.

5 m 1G PT 或 G O T 基质液
,

加0
.

1 m l组织匀浆稀释液
。

测 G P T 时

在 3 o C保温 3 0分钟
;测 G ()T 时在 3 o C保温 6 0分钟

,

然后加2
,

4一二硝基苯阱 (1 m M ) 0
.

5 m l混

匀
,

在30 C水浴中保温10 分钟
,

加 5 m l N a 0 H (0
.

4 N )
,

在碱性条件下于 3 0 C水浴中显色 5分钟
,

用国产7 21 型分光光度计在 50 0 n m 波长下比色
。

查对标准曲线并计算酶活性
,

酶活性单位为每

10 0 m g 组织每分钟分解氨基酸产生丙酮酸的微克分子数 (拌9 m ol / 10 0 m g
·

m in )为一个酶单

位
。

2 结 果

2
.

1 罗氏沼虾组织中 G PT 和 G O T 活性的正常值如表2

组织

表2 罗氏沼虾组织中 G PT 和 G O T 活性

T a b le 2 G PT a n d G O T a et iv itie s o f tis s u e s in M
a c r o br a e hiu m ro

se n ber g ii

G PT (酶单位 ) G O T (酶单位 )

M 士 SD (n ) M 士 SD (n )

绿腺

心脏

鳃

肝胰脏

卵巢

肌肉

1 0 5 7 士 2 7 9
.

7 (7 )

1 2 4 5 士 2 9 8
.

7 (6 )

3 4 4
.

3 士 8 7
.

2 ( 6 )

3 4 8
.

6 士 5 ]
.

2 (7 )

2 0 0
.

5 士 3 1
.

0 (6 )

1 1 7
.

8士 1 5
.

5 ( 6 )

1 2 2 2士 3 8 4
.

0 (6 )

1 4 4 5士 4 1 7
.

8 (6 )

4 3 0
.

7士 7 6
.

9 (6 )

3 2 2
.

7士 4 3
.

4 (6 )

1 8 7
.

5士 3 2
.

2 4 (6 )

7 4
.

4 士 1 1
.

9 (6 )

六种组织中
,

心脏和绿腺中的 G PT 和 G O T 活性较高
,

鳃和肝胰脏次之
,

卵巢和肌肉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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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2
.

2 C d Z十

对罗氏沼虾四种组织 G PT 活性的影响见图 1

绿腺受水中 C d
’+

影响
,

G PT 活性呈上升趋势
,

0
.

74 x 1 0
一6

组的 G PT 活性与对照组之间有

显著差异 (P< 0
.

05 )
。

心脏
、

鳃和肝胰脏受水中 Cd
’+

影响
,

G P T 活性降低
,

以心脏最明显
,

试验

所用的三种 C d
Z +

浓度均引起心脏 G PT 活性极显著降低(P < 0
.

0 01 )
。

鳃和肝胰脏的 G PT 活性

在0
.

37 x 1 0 一组与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 (P > 0
.

05 ) ;
肝胰脏的 G PT 活性在0

.

74 和 1
.

48 x lo
一6

组均

呈极显著降低 (P< 0
.

0 0 1 ) ;
鳃的 G P T 活性在0

.

7 4 只 1 0
一6

组显著降低 (P < 0
.

0 5 )
,

在 1
.

4 8 x 1 o
一6

组极显著降低 (P < 0
.

0 1 )
。

口绿腺

口心 脏

目鳃

口肝胰 !桩

�

|||己尸l|!认翻

以000600200
口绿 睬

圈心叽

目吧

口 }!!斗!二’妇卜

了 4 00

Tll 1 1;锐
鲡 }港

对照组 0
.

3 7 又 l少 0
.

7 4 义 一沪 1
.

4 8 父 I了‘ 。
.

蔽斗熊或
~ ;沛专

.、

;,&’ ,0 袱石声
’

1
.

飞毛丁;拼

图 1 C d Z十 又寸罗氏沼虾绿腺
、

心脏
、

鳃和肝胰脏

G PT 活性的影响
。

(直方柱内的数字为测定样本

数
,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显著
; , ,

与对照组 比

较差异极显 著 ) 。

F ig
.

1 E ffe e t s o f C d Z 十 o n G PT a e t iv it ie s o f

g r e e n g la n d
,

h e a r t ,

9 111 a n d he p a t o p a n e r e a s in

材
口 c r o b r a c h , u m r o s e , , b己r g ; ;

图 2 C d Z +
对 罗 氏沼虾绿腺

、

心脏
、

鳃和肝胰脏

G O T 活性的影响
。

(直方柱内的数字为测定样本

数
,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显 著
; , ,

与对 照组比较

差异极显著 )
。

F ig
.

2 E ffe e t s o f C d Z + o n G O T a e t iv it i e s o f

g r e e n g la n d
,

h e a r t ,

9 111 a n d h e p a t o p a n e r e a s in

材
口 c ro bra

c hi u m ro s尸n b尸rg i i

2
.

3 C d Z‘
对罗氏沼虾四种组织 G O T 活性的影响见图 2

绿腺受水中 C d
’‘

影响
,

G O T 活性升高
,

在 0
.

74 x l沪组 G O T 活性升高与对照组之间有显

著差异 (P < 0
.

05 )
。

心脏
、

鳃和肝胰脏受水中C d
’+

影响
,

G O T 活性降低
。

肝胰脏的 G O T 活性在

三种 C d
Z十

浓度影响下均呈极显著降低 (P < 。
.

0 1 ) ;
鳃的 G O T 活性在 0

.

37 x 10
一6

组显著降低 (P

< 0
.

0 5 )
,

在 0
.

7 4和 1
.

4 8 火 1 0
一6

组呈极显著降低 (P < 0
.

0 0 1 ) ;心脏的 G () T 活性在 0
.

3 7 x l o
一6

组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 > 0
.

05 )
,

但在 0
.

74 和 1
.

48 x l o
一‘

组均呈极显著降低 (P < 0
.

0 0 1 )
。

2
.

4

2
.

4
.

1

C d Z +
对罗氏沼虾组织学的影响

Cd Z+

对鳃丝的影响 (见图版 I )

正常鳃丝壁由外表的角质膜和下面的单层扁平上皮细胞组成
,

上皮细胞核为扁平长形
,

鳃

丝的中央为血腔并有血细胞 (图版 I 一 1
、

2 )
。

鳃丝受水中 C d
Z+
影响

,

出现鳃丝极显著增粗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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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O T 活性仍较高
,

表明绿腺对重金属 C d
’+

的耐受能力较强
。

由此可以认为绿腺可能是罗氏

沼虾乃至其它十足 目甲壳动物重金属解毒的主要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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