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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 化 物 对 鹤 鹑 的 影 响

刘 喜 悦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家禽对氟化物的耐受能 力一
,

般 比 家 畜

强 据报道
,

羊的总日粮安 全 水 平 为
,

而家鸡为 一  〔‘, 实验表明
,

含氟 的 日粮水 平 可 使鸡 的 体 重 减

少  而关于氟化物对鹤鹑的毒力
,

国外工

作报道甚少
,

国内尚属空白 我们以鹤鹑为

实验动物
,

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
,

旨在探索鹤

鹑的抗氟能力
,

搞清其耐氟水平
,

积累氟污染

对鹤鹑的生物学效应资料 同时也可为氟污

染区家禽饲养提供科学依据

重一次
,

至第 周见有母鹑开产者为止 第

周全部处死
,

并剔取鹤鹑胫骨以备测定骨

氟含量

收集各组鹤鹑卵
,

测量卵之大小及卵壳

厚并测定卵中含氟量 收集粪便
,

测定粪便中

排出氟量

骨氟
、

粪便氟以及卵氟均以氟离子选择

电极法测定

材 料 与 方 法

随机选取新出壳幼雏 只
,

分 组
,

每

组 只
,

并环志标号 幼雏期
一

日龄 饲

养在袱姆箱内
,

后期 日龄后 移至笼内饲

养 日夜光照
,

小时供料 日粮按生产上

饲养标准制定配方

表 鹤鹑的日粮配方

品名
配 方

一
斗 日龄

配 方

日龄一

结 果 与 讨 论

氟化钠对鹤鹑生长的影响

表 为实验期间不同阶段各组体重增长

情况
,

增重百分率及瞬时增长率

从表 可以看出
,

饲养至第 周
,

各组间

增重百分率及瞬时增长率没有明显 的 差 异

甚至从数值上看
,

高氟组 其增重百分率

及瞬时增长率略高于其他组 可见食物含氟

在 对鹤鹑的生长发育并 没 有 明显

的影响 这和  ! 用鸡所做的实验不

一样
,

说明鹤鹑个体虽较鸡小
,

但有更大的耐

氟干扰能力

氟化钠对鹤鹑产卵的影响

实验所用品系的鹤鹑
,

其正常开产时间

为 日龄 在本实验中
,

首先开产的为日粮

含氟 组
,

日龄时第 组

与 组 对照组
,

相继开产

料 日龄实验各组几乎全部开产 表 可见

不同食物含氟量对鹤鹑的开 产 时间 并无 影

响
,

首先开产的并不是对照组与低氟组 之

后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各组总产卵量不断增

加
,

其差异也不明显

可使鸟类卵壳变薄
,

而氟化钠对鹤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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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粉骨虾

填加剂

日粮内以填加氟化钠的方式加人氟
,

使

个实验组 日粮中分别含氟
, , , ,

,

首先分别测量各组出壳重
,

然后每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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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氛化钠对鹤鹑生长的影响

组组 别别 平均体重 增重百分率 瞬时增长率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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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 龄

各实验组鹤鹑的开产时间与卵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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鹑卵壳厚度及卵之大小的影响如何
,

为此进

行了测定
.
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
,

氟化钠对鹤鹑卵的大小与

厚度没有影响
.

3
.
氟在鹤鹑体内的积累

摄人动物体内的氟化物
,

大部分积累于

骨骼中
,

一部分随粪尿和产卵排出体外
〔3] . 我

们剔取鹤鹑的胫骨
,

测定了骨氟含量
.
结果

表明
,

鹤鹑的骨氟含量随其 日粮氟水平的增

高而增高
.
第 vI 组 (oppm ) 其骨氟含量为

3057
.
72 pp m ,

第 I 组
,

日 粮氟 水 平 为 100

ppm ,

至 第 10 周
,

其骨 氟 含 量 为 3355
.
62

Ppm ,

而第 v 组
,

日粮氟水平高达 500 pPm ,

其骨氟含量为 11338
.
6夕p p m . 且其骨氟含量

表 4 各实验组鹤鹑卵之大小与厚度比较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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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日粮含氟量与骨氟含量的关系曲线

与摄人的日粮氟水平呈显著相关 (图 1)
.
其

关 系 式 为 Y ~ 一9 6 2
.
2 2 5 + 1 7

.
s 6 o x (

, 一

0
.
9 69)

式中 Y 为骨氟含量
,

x 为 日粮含氟量
.

4
.
鹤鹑对氟的排泄

很多研究表明
,

氟排泄的主要途径是通

过肾脏
.
氟吸收的不断增加

,

伴随着尿氟的

急剧明显地排泄
.
我们的实验同样证明了鹤

鹑随着摄人氟水平的不断增加
,

除骨骼残留

量不断增加外
,

其粪尿中含氟量也随之增加
.

以第 10 周粪样为例
,

对照组(vi )粪氟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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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6 PPm ,

第 I 组为 114
.
O PPm ,

第 11 组为

22 8
.
0 ppm ,

第 111 组 为 233
.
3 Ppm ,

第Iv 组

为 313
.
3Ppm ,

第 v 组为 49 s
.
o ppm

.
粪氟含

量依各组日粮中含氟水平而变化
,

也呈显著

相关 (图 2)
.
关系式为

:

Y ~ 2 6
.
1 86 + o

.
s4 oX (

,
~ 0

.
9 6 8

)

式中Y 为粪氟含量
,

x 为 日粮含氟量

弓
.
鹤鹑的卵氟含量

鹤鹑除以粪尿排除多余的氟外
,

母鹑产

卵过程中也能排除氟
.
氟一般残留在卵的卵

黄部分囚
.
经测定卵氟含量也有相似于骨氟

含量及粪氟含量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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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 同日粮含氟量与粪氟含量的关系曲线

小 结

1
.
禽类有较强的抗氟能力

,

鹤鹑比家鸡

有更大的耐氟性
.

2
.
日粮含氟 500ppm 的水平

,

可使鸡 体

重减少
,

而对鹤鹑并无影响
.

3. 50 OPP m 日粮氟水平
,

对鹤鹑的开产

时间无影响 ;对卵的大小无影响
,

氟不能使卵

壳变薄
.

4
.
鹤鹑的骨氟含量

、

卵氟含量以及粪氟

含量是随 日粮氟水平的增高而增高
,

并且存

在显著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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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净化故黄河段水质效果的观察

苏 洪 山 刘 永 福
(江苏省徐州市水产养殖场)

位于徐州市区的故黄河 段 水 面 850 亩
,

1 9 8 0 年以前
,

年产鲜鱼近 30 万斤
,

经济收人

10 余万元
.
自 1979 年以来

,

因河两岸工厂

和居民点的增多
,

日排人污水量达 3 万余吨
,

其中大多数为有机污水
.
污水负荷超过了本

河段的自净能力
,

使大量的有机物质积累
,

造

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

致使鱼类无法生存
.
198 1

年该河段尾鱼无收
,

经济损失达 10 余万元
.

为了改善本河段水质
,

恢复渔业的生产能力

并为发展水产
、

畜产及农业生产提供青饲料

以及肥料
,

1 9 8 3 年进行了本试验
.

一
、

试 验 地 点

设在该河的上游
,

附近有肉联厂
、

禽旦加

工厂
、

万吨冷库等
.
工厂废水及近万人的生

活污水排人该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