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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态系统中汞 －硒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南雪娇，余晓平，郭金玲，郭亚飞，邓天龙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海洋资源与化学重点实验室，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

摘要：甲基汞是汞存在于水生生态系统（水体、沉积物和水生生物）毒性最强的形态，并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对

生物体产生危害，因此有效控制汞的甲基化过程是汞环境化学和毒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生物体内的硒对

汞的甲基化过程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确汞和硒在水生生态系统的形态特征以及汞－硒相互作用机制，有助
于解决汞污染问题。汞在生物体内的毒性与生物体内硒含量紧密相关，汞与硒相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

在生成不溶的化合物促使汞去甲基化或受生物体内硒相关酶抑制被直接排除于生物体外，从而抑制了汞的

毒害作用。本文评述了汞、硒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形态特征，指出在水体中合理添加硒化合物可抑制无机汞

在生物体内甲基化过程，深入研究生物体内汞和硒相互作用机制及其生理效应是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水生生态系统；汞；硒；形态特征；拮抗作用

中图分类号：Ｏ６１３．５２；Ｏ６１４．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水生生态系统包括水体、沉积物和水生生物。

汞和硒在水生生态系统中主要存在形态有汞单质

（Ｈｇ０）、一价汞（Ｈｇ＋）、二价汞（Ｈｇ２＋）、硫化汞
（ＨｇＳ）、甲基汞（ＣＨ３Ｈｇ

＋）和四价硒（ＳｅＯ２－３ ）、六价
硒（ＳｅＯ２－４ ）、硒代蛋氨酸（ＳｅＭｅｔ）和硒代半胱氨酸
（ＳｅＣｙｓ）［１］。水生生态系统中，无机汞和无机硒形
态主要存在于水体及沉积物，而有机汞和有机硒形

态主要存在于水生生物体。汞的甲基化过程主要发

生在水生生态系统，甲基汞（ＣＨ３Ｈｇ
＋）是汞在水生

生态系统中毒性最强的形态，严重危害水生生物的

繁殖和生长，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汞的

甲基化对生物的毒害主要表现在破坏生物细胞内的

硒代半胱氨酸循环、抑制硒相关酶的抗氧化损害的

活性、损害保护大脑神经元细胞抵制甲基汞毒性等。

因此，如何有效控制水生生态系统中汞的甲基化过

程成为当今科学界迫切的任务。１９６７年 Ｐａｒíｚｅｋ
等［２］首先报道了小鼠体内汞的毒性可受硒的明显

抑制，为解决汞所引起的危害提供了潜在的途径，近

年来有关硒能对水生生物体中甲基汞毒性及富集产

生抑制作用的报道也显著增多［１，３－４］，进一步表明生

物体内硒含量的增加可有效抑制汞毒性效应，同时

也有研究表明通过在湖水中人为地添加无机硒化合

物可降低其在水体及沉积物中的汞含量［５－６］，这对

于解决水生生态系统中汞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本文针对水生生态系统（水体、沉积物和水生

生物）中汞和硒存在形态特征及分布特点和汞 －硒
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１　水体和沉积物中汞硒形态特征及相互作用
１．１　水体中汞和硒的形态特征

水体中汞的来源主要为河流输入、地表径流输

入、地下水输入、大气汞干湿沉降等，其赋存形态多

样（表１）。水体中 Ｈｇ２＋的光化还原反应是淡水湖
泊中Ｈｇ０的主要来源机制［１３］。此外，Ｈｇ＋的歧化反
应，Ｈｇ２＋的生物和非生物化学还原以及与有机和无
机配位体（如ＯＨ－、Ｃｌ－、Ｓ２－）发生各种螯合和络合
反应，都是产生Ｈｇ０的重要机理，这些反应受 ｐＨ、盐
度、甲基化过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水体中有机汞

主要包括甲基汞和二甲基汞两种形态，主要来源于

汞自身的甲基化或沉积物的释放［１４］。在天然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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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基汞由于其强稳定性质而普遍存在，浓度一般

在０．０２～０．３０ｎｇ／Ｌ之间，在水体缺氧层可高达１．０
ｎｇ／Ｌ以上［１５］；而对于二甲基汞，由于其具有较强的

挥发性则不易存留于水体中。

值得指出的是，环境中的汞可进行一系列的生

物和化学转化，如Ｈｇ２＋的甲基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湿
地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１６］，汞的甲基化过程普遍被

认为是由硫酸还原菌参与的微生物过程［１７］，甲基汞

的毒性还与硫化物、溶解氧、硫酸盐、氧化还原电位

和微生物作用有关［１６，１８－１９］。研究表明，促进水体中

无机汞向甲基汞转化的因素有温度升高、低溶解氧、

低ｐＨ、高有机质环境以及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
作用［２０］。如上世纪在日本新泻市和水俣市发生的

“水俣病事件”就是汞在水环境中经过一系列生物

和化学转化形成甲基汞污染造成的。水体中的甲基

汞易通过食物链传递累积以高浓度聚集在鱼类和贝

壳类体内，致使人食用后产生慢性甲基汞中毒。

水体中硒及其化合物主要来源于大气降雨、岩

石、水土流失及水中生物体的腐解。一般而言，海水

中硒的总量为 ４～６μｇ／ｋｇ，河水中为 ０．５～１０．０
μｇ／ｋｇ，富硒地区可达５０μｇ／ｋｇ。Ｐｙｒｚｙｓｋａ［２１］研究表
明，地下水中总硒含量变化范围在 ０．１～４００．０
μｇ／ｋｇ之间，在特定的地球化学背景可达到 ６０００
μｇ／ｋｇ［２２］。水体中的硒主要以硒化物、硒酸盐和亚
硒酸盐为主（表１），而硒酸盐和亚硒酸盐可吸收氧
化铁，以胶体硒的形式存在于水体或沉积物中。无

机或有机硒可在微生物代谢作用下生成 Ｓｅ０和 Ｓｅ２－

（或ＨＳｅ－）［２３］，其中无机硒也可通过非生物作用生
成Ｓｅ０，并在Ｆｅ２＋或溶解态的硫化物存在时，亚硒酸
盐可在厌氧条件下被还原为Ｓｅ２－或ＨＳｅ－［２４］。
１．２　沉积物中汞和硒的形态特征

水体沉积物中汞的含量一般在 １０～２００
ｎｇ／ｇ［２５］（干重），但在汞污染水域和河口区域，汞的
含量相对较高。河流沉积物中甲基汞一般占总汞的

１％～１．５％，而在河口和海洋中则少于０．５％。Ｊｉｎ
等［５－６］对厌氧湖和富氧湖的沉积物研究发现，在相

同的条件下，由于厌氧环境中微生物作用会加速汞

甲基化作用，导致厌氧沉积物中甲基汞的含量高于

富氧沉积物中甲基汞含量。２０１４年赵健［２６］对上海

滨岸潮滩汞污染情况进行了分类系统的研究，结果

发现，沉积物中汞含量平均为０．３０±０．１３μｇ／ｇ，其
主要赋存状态为元素汞和和硫化汞，其中硫化汞占

总汞的３７．７％～８５．３％；尽管潮滩沉积物中总汞的
含量较高，但沉积物中生物可利用态汞的含量较低。

表 １　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汞和硒
Ｔａｂｌｅ１　ＨｇａｎｄＳｅｉ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元素 化合物 化学式 毒性 介质 参考文献

汞

单质汞 Ｈｇ 中度毒性

氯化亚汞 ＨｇＣｌ 中度毒性

氯化汞 ＨｇＣｌ２ 高度毒性

水体、

沉积物

硫化汞 ＨｇＳ 中度毒性

二甲基汞 （ＣＨ３）２Ｈｇ 高度毒性

甲基汞 ＣＨ３Ｈｇ＋ 高度毒性

乙基汞 ＣＨ３ＣＨ２Ｈｇ＋ 高度毒性

水、沉积物、

生物体

［７－８］

硒

单质硒 Ｓｅ 轻度毒性

亚硒酸盐 ＳｅＯ２－３ 高度毒性

硒酸盐 ＳｅＯ２－４ 高度毒性

沉积物、

水体

硒代蛋氨酸 Ｃ５Ｈ１１ＮＯ２Ｓｅ 中度毒性

硒代胱氨酸 Ｃ６Ｈ１２Ｎ２Ｏ４Ｓｅ２ 中度毒性
硒代半胱氨酸 Ｃ３Ｈ７ＮＯ２Ｓｅ 中度毒性

二甲基硒化合物 ＣＨ３ＳｅＣＨ３ 中度毒性

二甲基二硒化合物 ＣＨ３ＳｅＳｅＣＨ３ 中度毒性

三甲基硒 （ＣＨ３）３Ｓｅ＋ 中度毒性

生物体

［９－１２］

沉积物中的硒以可交换态、可溶解态、铁－锰氧
化物结合态、碳酸盐结合态、有机物－硫化物结合态
及元素态硒等多种形式存在（表１），各赋存态硒的
分布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如温度、水生生物生长情

况、含氧量、水深和 ｐＨ等［２７］。姚庆祯等［２８］对长江

口及邻近海域硒分布调查发现，硒在沉积物中含量

变化范围较大，长江口附近硒含量最高，且硒的含量

与长江携带的陆源物质的输入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密

切相关。Ｐｅｔｅｒｓ等［２９］测定澳大利亚麦格理湖沉积物

中硒含量时也发现，沉积物中硒的含量与冶炼厂和

发电场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冶炼厂和发电场附近

的水体沉积物中硒含量高达１７．２μｇ／ｇ，是远离区
的北方码头硒含量的６４倍。
１．３　水体和沉积物中汞－硒相互作用
１．３．１　水体和沉积物中汞 －硒相互作用途径及

效应

硒－汞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是全面掌握汞和硒
的地球化学行为、命运及毒理效应的关键所在，然而

有关水体和沉积物中汞和硒的相互作用研究相对匮

乏。相关研究表明，人为地向湖泊中添加硒可明显

降低汞在水体和沉积物中发生甲基化作用的几率，

水体和沉积物中汞和硒含量呈负相关性，硒含量的

增加可降低总汞的含量及抑制甲基汞的生成。

Ｊｉｎ等［６］通过向湖水中添加固定浓度的 ＨｇＣｌ２和不
同含量的Ｎａ２ＳｅＯ３，并使其处于２０～３７℃厌氧环境
下，发现即使浓度较低的硒也可以明显降低甲基汞

的生成量，并且随着硒含量增加，甲基汞的生成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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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随之减少。Ｃｈｅｎ等［３０］和Ｂｅｚｉｌｅ等［３１］通过野外实

地研究也发现，湖水含有总汞和甲基汞浓度与湖水

中溶解态硒呈负相关性。

１．３．２　水体和沉积物中汞－硒相互作用机制
Ｙａｎｇ等［３２］对水体和沉积物中汞和硒相互作用

总结了两种可能的机制：一种是直接通过非生物过

程生成难溶硒汞化合物 ＨｇＳｅ。尽管沉积物中溶解
态硫化物的含量可能是硒含量的百倍，也可与汞形

成不溶ＨｇＳ，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溶
解态硫化物可以控制汞的甲基化过程［１６］。由于

ＨｇＳｅ的溶度积常数（１０－５８）远小于ＨｇＳ（１０－５２）［３３］，
Ｈｇ２＋可能更易与Ｓｅ２－发生反应生成ＨｇＳｅ复合物而
产生沉淀现象，从而停止或抑制水生生态系统中汞

的甲基化过程。Ｎｕｔｔａｌｌ等［３４］研究发现，在自然环境

中，ＨＳｅ－（大于１０－６ｍｏｌ／Ｌ）被暴露在有氧的条件下
不到３ｍｉｎ即可被氧化为胶状的零价硒，表明硒抑
制汞甲基化主要是形成热稳定性较好的 ＨｇＳｅ所
致。Ｃｒａｉｇ等［３５］的实验也表明，亚硒酸盐不需要达

到和硫化物相同的浓度就可以实现较高的去甲基化

水平，即更容易与汞生成 ＨｇＳｅ，这是由于 Ｓｅ２－对
ＣＨ３Ｈｇ

＋结合能力远比 Ｓ２－强，则 Ｓｅ２－和 ＨＳｅ－更容
易从其他配位体中夺取ＣＨ３Ｈｇ

＋［３６］。另一种是通过

形成（ＣＨ３Ｈｇ）２Ｓｅ络合物促使 ＣＨ３Ｈｇ
＋的去甲基化

作用等。研究表明水生生态系统中形成的 ＣＨ３Ｈｇ
＋

可能与硒化物形成一种不稳定络合物（ＣＨ３Ｈｇ）２Ｓｅ，
最后分解为稳定的 ＨｇＳｅ［３７］。光解作用是这种机制
重要的甲基汞的非生物去甲基化过程。研究发现，

以（ＣＨ３Ｈｇ）２Ｓ及ＣＨ３Ｈｇ－Ｓ等形式存在的ＣＨ３Ｈｇ
＋

可以在紫外线照射下快速分解生成 ＨｇＳ沉淀，这种
分解过程比以ＣＨ３ＨｇＣｌ和ＣＨ３ＨｇＯＨ等形式下存在
的分解速率快，其原因可能是后两种形式对紫外线

的吸收能力较弱。由于硒与硫性质类似，且 Ｓｅ比 Ｓ
具有对Ｈｇ更强的结合力，据此推测甲基汞可能也
具有类似的去甲基化作用［３７］。除此之外，其还受自

然环境因素（气候变暖、酸雨等）的影响，可能会对

水生生态系统造成更多未知的复杂环境变化。如强

紫外光照射会促进 ＣＨ３Ｈｇ
＋转化为无机汞，从而降

低甲基汞在水生生物体内的积累，此时如果水体的

ｐＨ值较高，汞的甲基化进程将会加快［３８］。由此可

见，汞－硒相互作用受水体、沉积物和水体－沉积物
相互作用及其气候和全球环境变化影响，水环境中

汞－硒相互作用的化学及其生物过程与机制至今尚
不清楚，有待于深入研究。

２　水生动物体内汞硒的形态特征及相互作用
２．１　水生动物体内汞－硒的形态特征

动物体内的汞及其化合物主要存在于肝肾中，

而在大脑、血液、消化道、肌肉、肺等其他组织中含量

较低，而且不同汞形态在动物不同组织和器官中的

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如肝肾脏器官中总汞含量较高，

而甲基汞含量相对较低；肌肉和血液中总汞含量较

低，但甲基汞含量较高，占比达 ９０％以上［３９］。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ｈ等［４０］研究溪流河水和鱼体中的汞，分析

发现水体中甲基汞的含量较低（仅占总汞 １０％ ～
３０％），而鱼肌肉中甲基汞占总汞的比例高达８５％
～９０％。
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不同汞形态后，通过食

物链作用被富集放大，即使在汞浓度较低的水环境

中，生物体中的汞也可达到较高水平。目前对水生

生物体内汞的富集原因已有相关报道［４１－４３］，对于生

物体内较高的甲基汞占比而言，由于生物甲基化作

用以及甲基汞较高的稳定性和脂溶性，导致其易与

蛋白质中的巯基结合而通过食物链放大而富集，如

鱼体内的甲基汞主要来自食物链底端生物和水中的

直接摄入，但从食物链中富集的甲基汞比直接从水

中摄入的量高出几十万倍；生物体对水中汞的摄入

能力与水中汞的存在形式密切相关，其中亲脂性的

氯配合物（ＨｇＣｌ２和 ＣＨ３ＨｇＣｌ）可利用性最强
［４４］，二

甲基汞和单质汞不能被生物利用［４５］；此外，汞的生

物富集和甲基化也会受到温度、ｐＨ、化学需氧量等
因素的影响［４６］。

生物体中的硒主要为硒代蛋氨酸（ＳｅＭｅｔ）和硒
代半胱氨酸（ＳｅＣｙｓ），是构成具有重要生物功能的
硒酶活性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动物机体的免疫

功能、自由基代谢等生物学作用有重大影响。生物

体内可能存在的硒化合物见表１。硒及其化合物存
在于动物的所有组织和细胞中，其含量随动物组织

和饮食中硒含量的不同而异，如动物体内脂肪组织

中硒含量最低，骨骼、血液和肌肉中相对较高，而肝

肾胰脏、垂体及毛发中硒含量最高；不同组织细胞内

硒的分布情况也有所不同，如近７５％的硒主要集中
在肾皮质的部分，而肝脏中的硒却在细胞的颗粒和

可溶性部分中较均匀地分布［４７］。硒在动物体内主

要靠肠道和胃吸收，然后进入血液与α－和β－球蛋
白结合，因此有机硒化合物是硒在生物体中的主要

存在形式。生物体内的含硒化合物主要分为含硒蛋

白和含硒酶两大类。在大部分生物体中，含硒氨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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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主要为硒代蛋氨酸和硒代胱氨酸（高等动物体内

主要为硒代胱氨酸），硒酶主要有烟酸羟化酶、甘氨

酸还原酶、甲酸脱氢酶［４８］。由于水体沉积物是硒的

储备源，依靠沉积物碎屑岩为食的生物体内硒含量

偏高，如乌鱼和鳊鱼的肌肉组织中硒含量随所在区

域沉积物中硒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对食碎屑动物岩

虫的研究发现，体内硒主要通过皮肤从沉积物和水

吸收而来［２９］，且碱性条件更易促进硒的吸收［４９］。

对于滤食性动物，其可通过从水、藻类植物、微生物

和沉积物中摄食硒，如底栖生物双壳类可直接从沉

积物中摄取硒［５０］，梯形蟹可直接从水中摄取硒［５１］。

２．２　水生动物体内汞－硒相互作用
汞在水生动物体内的毒性与其体内硒含量紧密

相关，两者呈负相关性，这种关系可能在动物体内的

血浆、肌肉、肝脏、大脑等部位体现。对于汞 －硒相
互作用的关系，相关研究提出了促进甲基汞排除生

物体外机制和硒抑制汞毒性的机制等推测，并在近

年来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水生生态系统中硒

－汞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于表２中。
２．２．１　水生生物体内汞－硒相互作用途径及效应

水生生物体的组织（如肌肉、大脑、肝脏）中

ＣＨ３Ｈｇ
＋的量会随着硒含量的增高而降低［３２］，且生

物体内硒和汞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主要通过三种途

径体现。第一，生物细胞内的硒代半胱氨酸循环被

汞破坏。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５８］对老鼠的实验表明，汞在生

物体内积累过多时，其生物细胞内正常的硒代半胱

氨酸循环将会被汞瓦解。第二，汞的毒性会抑制硒

相关酶的抗氧化损害的活性。例如，生长在不同浓

度的Ｈｇ２＋下的剑尾鱼，其鳃和肝脏的抗氧化酶活性
有明显的降低，但经无机硒处理后，能相应降低对组

织抗氧化系统保护酶的毒害［１］。对紫贻贝进行无

机硒和无机汞的暴露实验发现，汞对抗氧化酶活性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微量硒能够增强抗氧化酶活性，

并对汞导致的氧化损伤具有拮抗作用［４］。第三，通

过硒和汞相互作用对生物体内的神经元产生影响。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等［５３］对刚出生的幼鼠实验发现，硒代蛋氨

酸可抑制甲基汞所导致的神经退化症状，并通过保

护大脑神经元细胞，尤其是保护未成熟的大脑神经

元来抵制甲基汞毒性。

２．２．２　水生生物体内汞－硒相互作用机制
生物体内汞和硒相互作用机理可总结为以下两

种可能的机制。第一，促进甲基汞排除生物体外机

制，其中目前存在两种说法：①由于生物的新陈代谢
产物，如 Ｓｅ２－（或 ＨＳｅ－）、ＣＨ３Ｓｅ

－、ＳｅＣｙｓ－ 与
ＣＨ３Ｈｇ

＋有较强的亲和能力，因此在 ＣＨ３Ｈｇ
＋与一些

细胞接触之前，会被上述硒化合物吸收，甲基汞因此

被更快地排出体外；②硒类化合物会与核糖核酸酶
或细胞组织蛋白的—ＳＨ基团发生反应形成—Ｓ—
Ｓｅ—Ｓ—键，促使—Ｓｅ—Ｓｅ—和—Ｓｅ—Ｓ—在细胞内
形成，从而抑制与甲基汞的结合将其排除于生物体

内［５９］。第二，Ｒａｙｍｏｎｄ等［６０］和Ｒａｌｓｔｏｎ等［６１］提出的

“硒抑制汞毒性的机制”，这种机制认为汞可抑制含

硒酶的出现，从而造成生物细胞的氧化损害。

汞－硒相互作用可能形成有机物或无机物，使得硒
汞两种元素形成不溶的化合物。这一结论早已得到

证实［６２－６３］，如在高等动物，如鸬鹚、海狮、海豹和鲸

鱼的大脑和肝脏中发现了黑色颗粒状的不溶化合物

ＨｇＳｅ。汞也可以抑制硒的毒性，硒的浓度达到致毒
量时，可通过在饮食中加入一定量的甲基汞缓解其

毒性［６４］。硒中毒的小鸡喂食ＨｇＣｌ后的结果也证实
了此结论［６１］，喂食中增加ＨｇＣｌ量，硒汞的摩尔比接
近于１∶１，硒的毒性逐渐降低。这种相互解毒的机

表 ２　水生生态系统中硒汞相互作用概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研究对象 作用形态 Ｓｅ的作用 文献

湖水和沉积物 Ｈｇ２＋、ＭｅＨｇ和Ｓｅ（Ⅳ） 抑制Ｈｇ的甲基化，降低Ｈｇ含量 ［５－６］

湖水和鲈鱼 总Ｈｇ、ＭｅＨｇ和Ｓｅ（Ⅳ）、Ｓｅ（Ⅵ）、总Ｓｅ 降低湖水中甲基汞，并抑制生物体内可溶态和生物可用态汞 ［１３－１４］

沼虾 Ｈｇ２＋和富硒酵母 促进沼虾生长，拮抗Ｈｇ毒性 ［３］
剑尾鱼 Ｈｇ２＋和Ｓｅ（Ⅳ） 降低Ｈｇ导致的组织抗氧化酶毒害 ［１］
紫贻贝 Ｈｇ２＋和Ｓｅ（Ⅳ）、Ｓｅ（Ⅵ） 增强抗氧化酶活性，拮抗Ｈｇ导致的抗氧化酶损伤 ［４］

野鸭 Ｈｇ２＋和ＳｅＭｅｔ
可缓解成熟雄性个体Ｈｇ中毒症状，而对于幼稚及孕育中的
雌性个体则会加重毒性

［５２］

幼鼠 ＭｅＨｇ和ＳｅＭｅｔ 保护大脑神经元细胞，抑制Ｈｇ毒性 ［５３］
人体 Ｈｇ２＋和富硒酵母 促进Ｈｇ的排泄，缓解中毒症状 ［５４］
洋葱 Ｈｇ２＋和Ｓｅ（Ⅳ） 与Ｈｇ作用形成不溶化合物ＨｇＳｅ ［５５］

荧光假单胞菌 Ｈｇ２＋和Ｓｅ（Ⅳ） 与Ｈｇ作用形成不溶化合物ＨｇＳｅ ［５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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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 样 在 蟋 蟀、小 鼠 和 大 鼠 中 都 得 到 了 证

实［６０－６１，６５－６６］。然而，当细胞内汞的浓度超过硒浓度

时，细胞内含硒酶的生产将会减少，汞的毒性将表现

出中毒症状［６７］。以上表明，当硒汞摩尔比小于 １
时，将会增加汞潜在的毒性；硒汞摩尔比接近或大于

１时，则会防御汞的毒性，因此，确保生物体内不出
现ＣＨ３Ｈｇ

＋和 Ｈｇ２＋，或生物组织中硒汞摩尔比接近
或大于１对于生物健康非常重要。但 Ｚｈａｎｇ等［６８］

提出，研究硒拮抗汞毒性时，也应考虑到硒的摄入量

为确保生物体内含硒酶活性的量，超出硒所需量的

阈值则会造成硒中毒。

针对生物体的大量前述研究，增加居民膳食中

硒的摄入可明显提高甲基汞症状解毒作用。尽管

Ｍｅｒｇｌｅｒ等［６９］认为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硒可以抑

制甲基汞的毒性，但 Ｋｈａｎ等［７０］后续经过实验分析

认为，大量的研究结果仍更倾向于支持硒的摄入可

明显抑制汞的毒性。Ｌｉ等［５４］对主要因无机汞而中

毒的汞矿区居民进行调查研究也发现，适当补充有

机硒可增加汞的排出，从而缓解汞中毒症状。与水

生生态系统相关的整个食物网中，汞可能被各级食

物链中硒通过拮抗作用抑制或者直接形成 ＨｇＳｅ，这
些作用都将会减少上一级食物链中生物对甲基汞的

吸收和富集，这将为解释湖泊水体硒的含量高低会

影响食物链中甲基汞的富集提供一定的依据；相反

地，可利用态硒的不足也将导致鱼体内汞含量的增

加。基于这些认识，对于利用硒和汞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可通过人为地向水体中添加硒的方法帮助

水生生物抑制对甲基汞的吸收富集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３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汞污染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污染问题之一，

关于硒能对生物体汞的毒性及富集产生抑制作用的

这一重要发现，可为解决水体中的汞污染问题提供

了一条潜在的有效途径。因此，关于深入系统地开

展汞
!

硒相互作用的研究，对于指导预防和治理水

生生态系统中汞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物安全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已经报道的研究对水生生

态系统中硒 －汞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尚存在如下问
题：①汞、硒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行为及相互作用关
系是多种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综合作用的结

果，目前其迁移、转化途径尚不十分明确；②水环境
中汞、硒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尚不系统

和完善；③水生生态系统中，硒对汞具有拮抗作用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环境条件的硒、汞相互作用环

境生物地球化学特征尚待深入研究。因此，进一步

系统深入地开展硒、汞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

化规律、相互作用机制及对其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

探索不同水生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地球化行为，揭示

不同水生动植物体的不同部位、器官和组织的赋存

形态、富集规律和蓄积机理，对于水环境汞危害性评

估方法和汞污染治理与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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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ＲｅｎＦＬ，ＧｕｏＸ．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４，２５（３）：１１７－１１９．

［１１］　牟维鹏．硒蛋氨酸的营养、代谢和毒性［Ｊ］．国外医学
（卫生学分册），２００１，２８（４）：２０６－２１０．
ＭｏｕＷ Ｐ．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Ａｒｃｈｉ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２００１，２８（４）：２０６－２１０．

［１２］　牟维鹏．不同化学形式硒的毒性作用机制［Ｊ］．国外
医学（卫生学分册），２００１，２８（４）：２０２－２０５．
ＭｏｕＷＰ．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ｓ
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Ａｒｃｈｉ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ｇｉｅｎｅ），２００１，２８（４）：２０２－２０５．

［１３］　ＡｍｙｏｔＭ，ＬｅａｎＤ，ＭｉｅｒｌｅＧ．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ＨｉｇｈＡｒｃｔｉｃＬａｋ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７，１６（１０）：２０５４－２０６３．

［１４］　ＮａｆｔｚＤ，ＡｎｇｅｒｏｔｈＣ，ＫｅｎｎｅｙＴ，ｅｔ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Ｇｒｅａｔ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Ｕｔａｈ，ＵＳＡ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２３（１２）：３８５４－
３８５５．

［１５］　冯新斌，仇广乐，付学吾，等．环境汞污染［Ｊ］．化学
进展，２００９，２１（２－３）：４３７－４５７．
ＦｅｎｇＸＢ，ＣｈｏｕＧＬ，ＦｕＸＷ，ｅｔａ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２１
（２－３）：４３７－４５７．

［１６］　ＵｌｌｒｉｃｈＳＭ，ＴａｎｔｏｎＴＷ，ＡｂｄｒａｓｈｉｔｏｖａＳＡ．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
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１（３）：２４１－２９３．

［１７］　ＥｋｓｔｒｏｍＥＢ，ＭｏｒｅｌＦＭＭ，ＢｅｎｏｉｔＪ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Ｍｅｔｈｙ
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ｅｔｙｌｃｏｅｎｚｙｍｅａ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
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６９（９）：５４１４－５４２２．

［１８］　ＬｉｕＢ，ＹａｎＨ，ＷａｎｇＣＰ，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ＬｏｗＦｉｓｈ
Ｍｅｒｃｕｒｙ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ｃｕｒｙ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１６０（１）：１０９－１１７．

［１９］　ＫｉｎｇＪＫ，ＨａｒｍｏｎＳＭ，ＦｕＴＴ，ｅｔａ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ｅｓｏｃｏｓｍ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２，
４６（６）：８５９－８７０．

［２０］　ＭａｔｉｌａｉｎｅｎＴ，Ｖｅｒｔａ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ｅ
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５２（８）：１５９７－
１６０８．

［２１］　ＰｙｒｚｙｓｋａＫ．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Ｅｎｖｉｒ
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２，１４０
（１）：５５－５２．

［２２］　赵少华，宇万太，张璐，等．环境中硒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和营养调控及分异成因［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５，
２４（１０）：１１９７－１２０３．
ＺｈａｏＳＨ，ＹｕＷ Ｔ，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４（１０）：１１９７－１２０３．

［２３］　ＨｏｃｋｉｎＳＬ，ＧａｄｄＧＭ．ＬｉｎｋｅｄＲｅｄｏｘ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ａｎｄ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ｕｎｄｅｒ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ｙ
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ｉｏｆｉｌｍ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６９（１２）：７０６３－
７０７２．

［２４］　ＴｒｕｏｎｇＹ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Ｃａｎａｄａ：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２５］　ＢｏｓｚｋｅＬ，ＫｏｗａｌｓｋｉＡ，ＧｌｏｓｉｎｓｋａＧ，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Ｐｏｌ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１２（１）：５－１３．

［２６］　赵健．上海滨岸潮滩汞污染特征及其生态风险［Ｊ］．
地理纵横，２０１４（２４）：４－８．

—６—

第１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１６年



ＺｈａｏＪ．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ｏｎ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Ｓｈｏｒｅ［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４）：４－８．

［２７］　瞿建国，徐伯，龚书椿．淀山湖沉积物中硒的存在形态及
分布特征［Ｊ］．上海环境科学，１９９７，１６（９）：１８－２１．
ＺｈａｉＪＧ，ＸｕＢ，ＧｏｎｇＳＣ．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ａｎｓｈａｎ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１６（９）：１８－２１．

［２８］　姚庆祯，张经．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痕量元素砷、硒的
分布特征［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９，３０（１）：３４－３８．
ＹａｏＱ Ｚ，Ｚｈａｎｇ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ｓｅｎｉｃ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０（１）：３４－３８．

［２９］　ＰｅｔｅｒｓＧＭ，ＭａｈｅｒｂＷ Ａ，Ｋｒｉｋｏｗａ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ｄＢｅｎｔｈｉｃＩｎｆａｕｎａｏｆＬａｋｅ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４７（５）：４９１－５０８．

［３０］　ＣｈｅｎＹＷ，ＢｅｌｚｉｌｅＮ，ＧｕｎｎＪＭ．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ｏｎ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ａｒＳｕｄｂｕｒｙＭｅｔａｌＳｍｅｌｔｅｒ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４６（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８．

［３１］　ＢｅｚｉｌｅＮ，ＣｈｅｎＹＷ，ＧｕｎｎＪ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ｏ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６３（１）：１－１０．

［３２］　ＹａｎｇＤＹ，ＣｈｅｎＹＷ，ＧｕｎｎＪＭ，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ａｎｄ
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８，１６（２２）：７１－９２．

［３３］　ＢｊｏｒｎｂｅｒｇＡ，ＨａｋａｎｓｏｎＬ，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ｈＫ．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４９
（１）：５３－６１．

［３４］　ＮｕｔｔａｌｌＫＬ，ＡｌｌｅｎＦＳ．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ｌｅｎｉｄｅＩｏ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Ｊ］．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１９８４，９１（４）：２４３－２４６．

［３５］　ＣｒａｉｇＰＪ，ＭｏｒｅｔｏｎＰＡ．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ｉ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４，１５（１１）：
４０６－４０８．

［３６］　ＣａｒｔｙＡＪ，ＭａｌｏｎｅＳ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Ｍ］／／Ｔｈｅ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４３３－４７９．

［３７］　张华，冯新斌，王祖光，等．硒汞相互作用及机理研究
进展［Ｊ］．地球与环境，２０１３，４１（６）：６９６－７０８．
ＺｈａｎｇＨ，ＦｅｎｇＸ Ｚ，ＷａｎｇＺＧ，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１（６）：６９６－７０８．

［３８］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ＤＷ．ＡＤｉｍ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Ｂｏｒｅ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４８（３）：１５７－１６４．

［３９］　ＨｙａｔｔＣＫ，ＴｒｅｂａｃｚＥ，ＭｅｔｎｅｒＤＡ，ｅｔａ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ＢｅｌｕｇａＷｈ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Ａｒｃｔｉｃ［Ｃ］／／Ｍｅｒｅｕｒｙａ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ｒａｚｉｌ：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１９９９：２７８．

［４０］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ｈＧＲ，ＴｕｒｎｅｒＲＲ，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Ｊ，ｅｔａｌ．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ｉｓｈ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ｒｃｕｒｙ［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９９５，３０（４）：７７９－７８７．

［４１］　ＢｊｏｒｎｂｅｒｇＡ，ＨａｋａｎｓｏｎＬ，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ｈＫ．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４９
（１）：５３－６１．

［４２］　ＪｕａｎＪ，ＮｅｖａｄｏａＢ，ＲｏｓａＣ，ｅｔａ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ＶａｌｄｅａｚｏｇｕｅｓＲｉｖｅｒＬａＳｅｒｅｎ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ｍａｄéｎ（Ｓｐａ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ｉ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０７：２３７２
－２３８２．

［４３］　王沛芳，王文娜，王蓉，等．汞对水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研究进展［Ｊ］．安全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４，１４（２）：２８２－
２８８．
ＷａｎｇＰＦ，ＷａｎｇＷＮ，ＷａｎｇＲ，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ｏ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４（２）：
２８２－２８８．

［４４］　ＬａｐｏｒｔｅＪＭ，ＴｒｕｃｈｏｔＪＰ，ＲｉｂｅｙｒｅＦ，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ｐＨ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ｅ
ＣｒａｂＣａｒｃｉｎｕｓＭａｅｎａ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９７，３４（１１）：８８０－８９３．

［４５］　ＭｏｒｅｌＦＭＭ，ＫｒａｅｐｉｅｌＡＭＬ，ＡｍｙｏｔＭ．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ａｎｄ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９８，２９（１）：５４３－
５６６．

［４６］　ＷａｔｒａｓＣＪ，ＢｌｏｏｍＮＳ．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２，３７（６）：１３１３
－１３１８．

［４７］　杜莹，刘晓丹．微量元素硒的研究进展［Ｊ］．微量元素
与健康研究，２００７，２４（３）：５６－５８．
ＤｕＹ，ＬｉｕＸ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７，２４（３）：５６－５８．

［４８］　梅光泉，应惠芳．微量元素硒与植物有机硒化合物
［Ｊ］．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２００３，２０（６）：５９－６１．
ＭｅｉＧ Ｑ，ＹｉｎｇＨ 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ａｎｄ

—７—

第１期 南雪娇，等：水生生态系统中汞－硒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第３５卷



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ｆｒｏｍＰｌａｎｔｓ［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３，２０（６）：５９－６１．

［４９］　ＭａｓｓｃｈｅｌｅｙｎＰＨ，ＤｅｌａｕｎｅＲ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Ｗ Ｈ．Ａｒｓｅｎｉｃ
ａｎｄ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ｄｏｘ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ｐ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９９１，２０（３）：５２２－５２７．

［５０］　ＬｕｏｍａＳＮ，ＪｏｈｎｓＣ，ＦｉｓｈｅｒＮＳ，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ＢｅｎｔｈｉｃＢｉｖａｌｖｅ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２６（３）：４８５－４９１．

［５１］　ＳｃａｎｅｓＰ．ＴｒａｃｅＭｅｔａｌ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ＣｏｃｋｌｅｓＡｎａｄａｒａＴｒａｐｅ
ｚ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３，１０２：１３５－１４２．

［５２］　ＨｅｉｎｚＧＨ，ＨｏｆｆｍａｎＤＪ．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ｏ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ｌｌａｒｄ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８，１７（２）：１３９－１４５．

［５３］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Ｍ，ＹａｓｕｔａｋｅＡ，ＫａｋｉｔａＡ，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ｎｏｍｅｔｈｉ
ｏｎ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ＲａｔＣｅｒｅｂｒｕｍ［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７：２８６２－
２８６８．

［５４］　ＬｉＹＦ，ＤｏｎｇＺ，ＣｈｅｎＣ，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４６（２０）：
１１３１３－１１３１８．

［５５］　ＭｃＮｅａｒＤＨ，ＡｆｔｏｎＳＥ，ＣａｒｕｓｏＪＡ．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Ｊ］．Ｍｅｔａｌｌ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３）：
２６７－２７６．

［５６］　ＢｅｌｚｉｌｅＮ，ＷｕＧＪ，ＣｈｅｎＹＷ．Ｄｅｔｏｘ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ｔｅ
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ｂ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３６７（２－３）：７０４－７１４．

［５７］　ＹａｎｇＤＹ，ＣｈｅｎＹＷ，Ｂｅｌｚｉｌ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Ｎ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４０９：１６９７－１７０３．

［５８］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Ｃ，ＹｏｓｈｉｄａＫ，ＫａｓａｎｕｍａＹ，ｅｔａｌ．ＩｎＵｔｅｒｏ
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ｌｅｎｏ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ｅｔａｌＭｏｕｓｅＢｒａｉｎ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８０（３）：２０８－２１４．

［５９］　ＧａｎｔｈｅｒＨＥ，ＧｏｕｄｉｅＣ，ＳｕｎｄｅＭＬ，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ｄｄｅｄ
ｔｏＤｉｅ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ｕ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２，１７５
（４０２６）：１１２２－１２４．

［６０］　ＲａｙｍｏｎｄＬＪ，ＲａｌｓｔｏｎＮＣＶ．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Ｄｅｎ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７（１）：７２－７５．

［６１］　ＲａｌｓｔｏｎＣＲ，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Ⅲ ＪＬ，ＲａｌｓｔｏｎＮＶ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ｕｒｙｏｎ Ｈｏｕｓ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ｓ
（Ａｃｈｅｔ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０６，１：
９８－１０９．

［６２］　ＮｉｇｒｏＭ，ＬｅｏｎｚｉｏＣ．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Ｊ］．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６，１３５（１－３）：１３７－１４３．

［６３］　ＡｒａｉＴ，ＩｋｅｍｏｔｏＴ，ＨｏｋｕｒａＡ，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ｓ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Ｃａｄｍｉｕｍ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Ｍａｍｍａｌｓ
ａｎｄＳｅａｂｉｒｄ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ＸＡＦ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３８（２４）：
６４６８－６４７４．

［６４］　ＧａｎｔｈｅｒＨＥ，ＳｕｎｄｅＭ 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４，３９（１）：１－５．

［６５］　 ＲａｌｓｔｏｎＮ ＣＶ，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Ⅲ ＪＬ，ＲａｙｍｏｎｄＬＪ．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ｓｉｎ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１９（３）：２５５－２６８．

［６６］　ＲａｌｓｔｏｎＮＶＣ，ＲａｌｓｔｏｎＣＲ，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Ⅲ ＪＬ，ｅｔ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９
（５）：８０２－８１１．

［６７］　Ｈｉｒｏｔａ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ｉｎＲａｔＬｉｖｅｒ［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６，４７（９）：
５５６－５６９．

［６８］　ＺｈａｎｇＨ，ＦｅｎｇＸＢ，ＣｈａｎＨＭ，ｅｔａｌ．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８：１２０６－１２１２．

［６９］　Ｍｅｒｇｌｅｒ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ＨＡ，ＣｈａｎＬＨＭ，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ｙｌ
ｍｅｒｃｕｒ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Ｃｏｍｃｅｒｎ［Ｊ］．Ａｍｂｉｏ，２００７，３６（１）：３－１１．

［７０］　ＫｈａｎＭＡＫ，ＷａｎｇＦＹ．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２８（８）：
１５６７－１５７７．

—８—

第１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１６年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ａ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ＮＸｕｅｊｉａｏ，ＹＵ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ＵＯＪｉｎｌｉｎｇ，ＧＵＯＹａｆｅｉ，ＤＥＮＧＴｉａｎｌｏ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４５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ｔｏｘｉｃｆｏｒｍａｍｏｎｇｍｅｒｃｕｒｙ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ｏｓ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ｓ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ｏｏｄ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ｓ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Ｓｅ）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Ｈ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ｇａｎｄＳｅ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ｅｒｃｕｒｙ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ｙ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ｕｌｅｄｏｕｔ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ｚｙｍｅ，ｗｈｉｃ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ｔｏｗａｔｅｒｗｉｌｌｂ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ｔ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ｒｃｕｒｙ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ａｎｄｉ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本文引用格式：南雪娇，余晓平，郭金玲，等．水生生态系统中汞 －硒相互作用研究进展［Ｊ］．岩矿测试，
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９．
ＮＡＮＸｕｅｊｉａｏ，ＹＵ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ＵＯＪｉｎ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ａ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５，３５（１）：
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８／ｊ．ｃｎｋｉ．１１－２１３１／ｔｄ．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２．

—９—

第１期 南雪娇，等：水生生态系统中汞－硒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第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