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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于我国的河 鱼类(即 科)大部分具有毒性[伍汉霖等 1978]。1909年日本的田原良纯首先从河 卵

巢中提取了粗品毒素并命名为河 毒素( te trodot ox in) [ Yokoo 1950]。后来有更多学者在其它生物中发现河

毒素, 例如在美国加州蝾螈[ Moshe r等 1964]、台湾 虎鱼 [ Noguchi和 Hashimo to 1973]等, 澳大利亚一种

章鱼[ Sheumack 等 1978]和一些海洋细菌如弧菌属[ Do 等 1990]。河 中毒事件的频率较低, 但是其病情较

严重而且死亡率高(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估计其死亡率为 50% )。

近年来香港沿海受到严重环境污染,渔获一直在减少,但河 仍经常出现于沿海一带水域, 数量并没有大

量减少,而且常有渔民捕捉进食。河 在本港俗称-鸡抱鱼. , 根据香港卫生署记载因食用河 而中毒事件, 最

近三宗分别发生于 1980 年 12 月一名船厂工人因吃下三尾自钓的河 而丧命; 1983 年 2 月一离岛三名村民

进食一道自制的油炸河 菜,其中一男子中毒不治; 1994 年 6 月七名越南船民在营地内误食自钓的河 , 导

致一名少年死亡。为了避免中毒事件重演,有必要对本港河 加以调查及分析其毒性, 以供卫生当局及市民

参考。

1  材料
  所有河 样本均来自本港渔船及在沿岸水域垂钓获得。样本取得后立即保存在- 20e 以下, 并开始进行

品种鉴定和小鼠生物检测法分析其毒性。鉴定河 样本主要参考成庆泰和郑葆珊[ 1987]和孟庆闻等 [ 1995]

的方法。

2  方法
  挑选 4 种香港常见的河 (星点东方 、铅点东方 、凹鼻 和韦氏兔 )进行小鼠生物检测法来比较它

们的毒性。这种检测法主要是依据日本厚生省生活卫生局5食品卫生检查指针6内的试验法[ Kawaba ta 1978]

和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 AOAC )的法定分析法[ Cunniff 1995]。河 毒素以鼠当量( mouse unit)表示, 所谓

一鼠当量是指使一只 20 克重的小白鼠(本实验用 IRC 品种, 雌雄混用)在腹腔内毒液注射后 30 分钟死亡的

毒量。并根据日本 Tani氏对河 毒性的强弱分类[ T ani 1985] , 即 10 鼠当量/克以下为无毒, 10~ 100 鼠当量

/克为弱毒, 100~ 1000 鼠当量/克为强毒, 1000 鼠当量/克以上为剧毒。而日本卫生当局则认为只要含有 10

鼠当量/克以上的河 便已构成危险并不能供市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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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根据资料纪录,本港水域内共发现过 9种河 [ Chan 1968]。在本研究期间也搜集到 9 个种, 经鉴别后分

隶于 2 科 5 属, 有星点东方 Tak if ugu niphobles ( Jordan e t Snyder )、铅点东方 Takif ugu albop lumbeus

( R ichardson)、凹鼻 Chelonodon patoca ( Hamilton)、韦氏兔 Lagocephalus w heeler i ( Abe, Tabe ta et Kita-

hama )、弓斑东方 Takif ugu ocellatus ( L innaeus)、横纹东方 Takif ugu oblongus ( Blo ch)、黄鳍东方 Tak-

if ugu xanthop terus ( Temminck et Schlege l)、纹腹叉鼻 A rothr on hisp idus ( L innaeus)和眶斑刺 Diodon

holocanthus ( L innaeus) , 以上全部都属于我国南海和东海的河 品种。

表 1  四种本地河 的毒性比较

Tab. 1  Comparative toxicity of 4 local puf fers

河 卵巢 精巢 肝脏 肠 皮 肉

星点东方 6 + + + + -

铅点东方 6 - + + + -

凹鼻 6 + - + + -

韦氏兔 - X - - - -

  注:根据日本 Tani [ 1985] 对河 毒性的强弱分类; 7 为剧毒; 6 为强毒; + 为弱毒和- 为无毒; X 器官不发育或已腐烂。

利用小鼠生物检测法来测定的 4 种河 体内毒素的含量及依据 Tani 氏对河 的分类,结果如表 1 所示。

星点东方 和铅点东方 的卵巢毒性为强毒而韦氏兔 则全身大部分都无毒, 另外也发现这四种河 样本

中的肉都不具毒性。值得注意是凹鼻 的毒素含量和日本安元建所测定的有很大分别[ Khor a 等 1991] , 本

港凹鼻 的肉和肝脏的毒素含量都低于 10鼠当量/克;而日本冲绳 的肉和肝脏的毒素含量则分别为 120 鼠

当量/克和 520 鼠当量/克。这样表明河 毒性含量不但在不同种类和器官中有差别, 甚至于在同一种类和器

官中也会因地区或季节不同而有差别。

4  讨论
  本研究利用的小鼠生物检测法所分析的 4 个河 品种中, 证实其中三个是具有毒性,主要是在其内脏, 含

量分别为 6~ 120 鼠当量/克。如果根据 10 000鼠当量定义为人的最少致死量[ Kaw abata 1978] , 那么只要进

食 84 克的有毒河 肝脏或卵巢(本研究中所验出的最高毒性是 120 鼠当量/克)便足以使人中毒死亡。目前

已证实人工饲养的河 也含有毒素[ Mastsum ura 1996] , 只是其毒素含量并没有超过安全食用的范围而已。

另外也没有发现有那些抗生素能够有效地去抑制河 体内产生河 毒素的细菌; 消费者为了保障本身安全,

最好还是不要进食任何品种的河 。

  但是河 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每百克鲜肉中含粗蛋白质 18. 7克[伍汉霖和陈永豪 1981] , 有很多人喜欢

吃。综合有关文献及本研究资料,除少数品种外, 河 的肌肉多属无毒或仅含弱毒, 单吃肌肉(并没有被内脏

污染过)应是安全的。另外, 根据河 毒素的微生物起源学说[李秋芬 1994] , 适当选用有效抗生素杀灭河

毒素产生菌或许可降低河 体内的毒性,从而免除喜食者的后顾之忧。

  河 在日本被认为是上等的佳肴,而在香港则越来越多市民也开始进食河 。虽然香港政府有禁止在市

场上出售河 的条例,但自从 1996 年开始批准可从日本直接进口冷藏河 在香港发售, 但必须有日本当局发

出的卫生合格证明文件和不可出售河 的内脏, 因此食用河 之本港市民日益增多。而本地渔民一直以来都

有进食河 的习惯(主要是韦氏兔 ) ,他们比较喜欢在冬天时食用,因为据说食后有全身很温暖的感觉, 这可

能已是轻微河 毒素中毒的征兆。为防止再有市民因食河 而中毒的事件发生, 有必要对本港河 种类及其

毒素作一系统的调查与分析,以便卫生当局和市民参考,并加以宣传和普及河 有毒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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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承蒙日本鹿儿岛大学 Yoshio Onoue 教授慨赠一毫克河鱼屯毒素作为本研究之对照标准用;实验中大部分河鱼屯样

本是由本港渔民石房发先生协助搜集。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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