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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Ｍｎ、Ｍｇ、Ｆｅ、Ｃｕ、Ｚｎ、Ｃｏ这６种金属元素对珍珠颜色的影响，选用产自同一养殖池塘的三角帆
蚌，比较分析这６种金属元素在内壳色为深紫色、浅紫色和白色的三角帆蚌中分别培育的紫色和白色珍珠中
的含量差异，并分析金属元素含量与珍珠Ｌ，ａ，ｂ颜色参数的相关性。结果显示：Ｍｎ、Ｍｇ、Ｆｅ、Ｃｏ４种金属元素
在深紫色珍珠中均呈现最高含量，在白色珍珠中未检出Ｆｅ；Ｃｕ除了在三角帆蚌内壳色为浅紫色的珍珠中稍
有体现之外，其余组均未检出；Ｚｎ在所有颜色珍珠中均未检测出。通过金属元素含量与珍珠颜色参数相关性
分析发现，在各颜色育珠蚌组中，所育珍珠的Ｆｅ含量均与ｄＥ值呈正相关（Ｒ２＞０．８３），Ｍｇ含量均与Ｌ值呈负
相关（Ｒ２＞０．８０），Ｍｎ含量则均与ａ值呈正相关（Ｒ２＞０．６４），仅在深色蚌组中发现，所育珍珠的 Ｃｏ含量与 Ｌ
值的负相关性最高（Ｒ２＞０．９４）。进一步比较分析了深紫色、浅紫色和白色三角帆蚌不同部位外套膜以及间
液的金属元素含量，深紫色蚌组不同位点外套膜Ｆｅ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１号位点含量最高；不同
壳色蚌的２号位点外套膜Ｍｎ、Ｃｏ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中白色蚌 Ｍｎ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深紫色蚌Ｃｏ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在白色蚌组的间液中，Ｍｇ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综上所
述，淡水紫色珍珠的颜色深浅与Ｆｅ、Ｍｇ、Ｃｏ、Ｍｎ含量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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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帆蚌（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是我国特有物
种，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珍珠蚌［１］，其形成的

珍珠具有珠质光滑细腻、色泽鲜艳等优点，是淡

水蚌中育珠质量最佳者［２３］。在决定珍珠品质的

众多因素中，颜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４６］。珍

珠的颜色由体色、伴色以及晕彩３部分组成。体
色指的是珍珠本身的颜色，有关研究发现其与珍

珠中所含有机色素以及金属元素的种类和含量

相关［４，７９］。

离子致色原理在其他领域应用广泛，如国内

外对致色金属元素在彩色珠光颜料的制备上均

有涉及，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国外制

造珠光云母颜料一般采用稀土金属为沉积剂，而

国内基本采用 Ｆｅ、Ｃｏ等金属离子。红色的珠光
云母颜料主要成分为 Ｆｅ（Ｆｅ２＋和 Ｆｅ３＋）氧化物或
氢氧化物；绿色系列是以铬制得；蓝色则以钴包

覆云母为主制得的珠光云母颜料。黄色系列珠

光云母颜料主要是由二氧化铈和铁及其氧化物

制得 ［１０１１］。ＬＡＭＢＥＲＴ等［１２］认为珍珠的颜色和

金属元素含量密切相关。何雪梅等［１３］研究发现

淡水白色珍珠和漂白珍珠的颜色与 Ｍｇ和 Ｚｎ有
关，淡水粉色珍珠的颜色与 Ｍｇ、Ｆｅ有关，淡水黄
色珍珠的颜色与 Ｃｕ、Ｚｎ有关，淡水紫色珍珠的颜
色与 Ｆｅ、Ｚｎ有关。严峻等［１４］通过对白、紫、粉红

３种颜色的淡水养殖珍珠的呈色机理进行较为系
统的研究，发现有部分金属元素在白色与粉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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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中含量相差较大，但是相同的金属元素在白色

和紫色珍珠中对比没有太大差异，并推断金属元

素不是珍珠致色的主要因素。

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珍珠颜色与金属元素

之间的关系仍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必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根据前期研究结果最终选择了 Ｍｎ、
Ｍｇ、Ｆｅ、Ｃｕ、Ｚｎ、Ｃｏ这６种金属元素，采用原子吸
收光谱仪中的火焰法来检测这６种离子在不同
颜色珍珠中的含量差异。另外，外套膜是分泌珍

珠的组织，大部分珍珠形成前的物质以间液形式

存在于外套膜和贝壳珍珠层间。因此，本研究同

时分析不同颜色珍珠的育珠蚌外套膜和间液的

金属元素含量，旨在分析金属元素对珍珠颜色的

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选用内壳色为紫色和白色品系的三角帆蚌

互为受体蚌和育珠蚌进行插核育珠，为了控制养

殖环境对珍珠颜色的影响，试验用蚌均吊养在浙

江武义伟民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同一个养殖池塘

中。插核２年后，随机选取３３只用于实验检测。
１．２　试验药品

试验药品包括 ＨＮＯ３（优级纯）、Ｈ２Ｏ２、超纯
水和１０００ｍｇ／Ｌ的Ｆｅ、Ｃｕ、Ｍｎ、Ｍｇ、Ｚｎ、Ｃｏ这６种
标准溶液。

１．３　样品收集及贝壳珍珠质颜色参数测定
如图１所示，贝壳内壳色由１号至３号位呈

递减状态，每只蚌提取３个位点的外套膜、间液
（即三角帆蚌内壳与外套膜之间的液体，存在大

量珍珠形成前的物质）以及珍珠至离心管内，并

标上序号备用。贝壳颜色采用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ＲＴ２００
表面色度计测量［１５］，测量参数主要为 Ｌ、ａ、ｂ和
ｄＥ。Ｌ为明度，Ｌ＞０时颜色偏白，Ｌ＜０时颜色偏
暗；ａ＞０时颜色偏红，ａ＜０时颜色偏绿；ｂ＞０时
颜色偏黄，ｂ＜０时颜色偏蓝；ｄＥ代表色差，ｄＥ越
大颜色越深。

图１　三角帆蚌外套膜选取位点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ｐｅａｒｌｍｕｓｓｅｌ

　　根据肉眼观察再结合这３个参数值，将三角
帆蚌按不同内壳色平均分为深紫色、浅紫色以及

白色３个组。根据分组结果将提取的外套膜、间
液按顺序混样，并依次精密称重，每个混样后的

样品重量不得超过２ｇ，间液混样后重量在１ｇ左
右。同时每个组选取适量紫色、浅紫色和白色的

珍珠，每个珍珠样品重量在０．５ｇ左右，并用色度
仪检测珍珠的Ｌ、ａ、ｂ和ｄＥ４个参数。
１．４　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１．４．１　标准溶液的制备

取６种标准溶液，制备０．５、１、２、４、８、１０ｍｇ／
Ｌ的Ｚｎ、Ｍｇ、Ｆｅ、Ｃｕ、Ｍｎ、Ｃｏ混合标准系列工作溶

液各５０ｍＬ。
１．４．２　上机液的制备

将称重后的样品置于离心管中，加入 ５ｍＬ
ＨＮＯ３，静置过夜后每个离心管内加入 ２ｍＬ
Ｈ２Ｏ２，换置于耐高温压力微波消解罐中，将其密
封后置于高温压力微波消解仪内进行样品消解。

待消解液冷却至７０℃左右时，将微波消解
罐转置于数显型电热板上进行赶酸，赶酸温度为

１８０℃。赶酸直至罐内消解液如黄豆粒般大小，
将消解液转移至２５ｍＬ的容量瓶内，用超纯水洗
涤罐壁数次，洗涤液合并入容量瓶内，用超纯水

定容至刻度线，最后用滴管混匀得上机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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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空白试剂。

１．４．３　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采用德国耶拿 ｃｏｎｔｒＡＡ７００原子吸收光谱仪

对待测样品进行测定，具体采用的方法为火焰

法。

１．４．４　浓度计算
金属元素浓度Ｃ（ｍｇ／ｋｇ）的计算公式为

Ｃ＝ｃｖ／ｍ （１）
式中：ｃ为样品原子吸收光谱测定值（ｍｇ／Ｌ）；ｖ为
定容体积，２５ｍＬ；ｍ为样品的质量，ｇ。
１．５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分析和处理数据，Ｐ＞
０．０５代表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显著。
对数据拟合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Ｒ２。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内壳色三角帆蚌所育不同颜色珍珠的
金属元素含量比较分析

育珠蚌内壳色颜色相同时，对每种三角帆蚌

所育不同紫色珍珠和白色珍珠的金属元素含量

进行对比（表１），发现Ｍｎ、Ｍｇ、Ｆｅ、Ｃｏ这４种金属

元素在深紫色珍珠中均呈现最高含量。在所有

颜色珍珠中，Ｍｎ含量是这几种元素中含量最高
的，Ｍｇ含量次之。Ｃｕ在这几组珍珠中的含量均
较低，除了育珠蚌内壳色为浅紫色稍有体现之

外，其余均检测不出含量。Ｚｎ在所有颜色珍珠中
均未检测出含量。

将同一内壳色所育的不同颜色的珍珠的金

属元素含量进行对比，发现Ｆｅ、Ｍｇ在紫色珍珠中
含量最高，且育珠蚌内壳色越深的组含量越高，

而在白色珍珠中 Ｆｅ未检测出，表明颜色越深，
Ｆｅ、Ｍｇ含量越高。Ｃｕ含量均较低，体现不出其含
量与珍珠颜色的相关性。Ｍｎ在所有珍珠中含量
均是最高的，其中内壳色为深紫色和浅紫色的蚌

中均是在颜色最深的珍珠中 Ｍｎ含量最高，而内
壳色为白色的蚌中则是微紫色珍珠 Ｍｎ含量最
高。Ｃｏ在三角帆蚌内壳色为深紫色和白色的组
中均是再所育的颜色最深的珍珠中含量最高，而

内壳色为浅紫色的蚌中则是浅紫色珍珠 Ｃｏ含量
最高。这说明育珠蚌对所育珍珠金属元素沉积

具有一定影响。

表１　不同内壳色三角帆蚌所育不同颜色珍珠金属元素含量
Ｔａｂ．１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ｐｅａｒｌ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ｓｏｆＨ．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ｍｇ／ｋｇ
育珠蚌内壳色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ｏｆｈｏｓｔｐｅａｒｌｍｕｓｓｅｌ
珍珠颜色

Ｐｅａｒｌｃｏｌｏｒ
金属元素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ｅ Ｃｕ Ｍｇ Ｍｎ Ｚｎ Ｃｏ

深紫色

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

深紫色 ７．９４ 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３４９．３０ ０．００ １．７３
浅紫色 ２．８７ ０．００ １４．７６ ３３４．９８ ０．００ ０．４２
白色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６ ４２２．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浅紫色

Ｌｉｌａｃｃｏｌｏｕｒ

紫色 ２．１８ ０．５９ ２３．８１ ９４８．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浅紫色 ０．００ ０．０６ ２１．８５ １９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３１
白色 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１．３５ ５９９．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白色

Ｗｈｉｔｅ

浅紫色 ０．７８ ０．００ １７．６８ ３２４．３７ ０．００ ０．５３
微紫色 ０．５８ ０．００ １２．３９ ５５８．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白色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２８ ８５．２９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２　珍珠颜色参数与金属元素含量的相关性
将珍珠金属元素含量与颜色参数进行相关

性分析，发现在各颜色育珠蚌组中，所育珍珠的

Ｆｅ含量均与ｄＥ值呈正相关（图２，Ｒ２＞０．８３），Ｍｇ

含量与Ｌ值均呈负相关（图３，Ｒ２＞０．８０），Ｍｎ含
量则是均与ａ值呈正相关（图４，Ｒ２＞０．６４）。仅
在深色蚌组中发现，所育珍珠的 Ｃｏ含量与 Ｌ值
的负相关性最高（Ｒ２＞０．９４）。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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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颜色珍珠中Ｆｅ含量与ｄＥ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ｅａｒ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

图３　不同颜色珍珠中Ｍｇ含量与Ｌ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ｅａｒ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

图４　不同颜色珍珠中Ｍｎ含量与ａ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ｅａｒ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

２．３　不同颜色三角帆蚌不同部位外套膜中金属
元素含量差异分析

内壳色为深紫色、浅紫色和白色的三角帆蚌

不同部位外套膜的金属元素含量见表２。３组蚌
中Ｆｅ含量由１号位到３号位呈递减趋势：１号位
均最高，分别为 （２６０．２０±５９．６０）ｍｇ／ｋｇ、
（２６６．３１±２２３．３２）ｍｇ／ｋｇ和（１３２．４１±５３．９３）
ｍｇ／ｋｇ；３号位均最低，分别为（７２．７２±１．５４）ｍｇ／
ｋｇ、（６９．９２±１６．８３）ｍｇ／ｋｇ和（５６．９２±２４．６４）
ｍｇ／ｋｇ，其中深紫色蚌不同位点外套膜中 Ｆｅ含量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Ｚｎ则在浅紫色
蚌组内的不同位点的外套膜含量中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含量最高的是 １号位点，高达

（６９．８７±１７．４８）ｍｇ／ｋｇ。三组蚌中 Ｍｇ均是２号
位含量最高，分别为（２１１．６９±２９１．７８）ｍｇ／ｋｇ、
５６５．６５ｍｇ／ｋｇ和（１３５．０８±１２０．９８）ｍｇ／ｋｇ，Ｍｎ则
是在３号位含量最高，分别为（４９２．７１±５５６．９６）
ｍｇ／ｋｇ、（１４７．０５±１５０．２３）ｍｇ／ｋｇ和（７０８．５９±
７０３．０８）ｍｇ／ｋｇ，但均未发现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Ｃｕ、Ｃｏ含量普遍较低，且在不同位置间
差异不显著。

育珠蚌内壳色为深紫色和浅紫色的蚌组内

均为１号位Ｆｅ含量最高，２号位 Ｍｇ含量最高，３
号位Ｍｎ含量最高；三角帆蚌内壳色为白色的蚌
组１、２、３号位均为Ｍｎ含量最高。不同内壳色蚌
组２号位点外套膜 Ｍｎ、Ｃｏ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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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其中白色蚌组 Ｍｎ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两组，达到（２５５．８５±２１１．２６）ｍｇ／ｋｇ；Ｃｏ含量
随着蚌壳颜色的加深而增高，即深紫色蚌组 Ｃｏ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组。三角帆蚌内壳色越深，

Ｆｅ、Ｃｏ元素的含量越高，即 Ｆｅ、Ｃｏ与珍珠层颜色
深浅具有相关性。

２．４　不同颜色三角帆蚌间液中金属元素含量
差异分析

内壳色为深紫色、浅紫色和白色的三角帆蚌

间液中金属元素含量见表３。育珠蚌
%

壳色为深

紫色的间液中Ｆｅ含量最高，其余两组均为 Ｍｇ含
量最高，Ｍｇ在间液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白

色蚌间液Ｍｇ含量最高，达到（２６．３４±５．４３）ｍｇ／
ｋｇ，表现为颜色越浅的蚌，Ｍｇ含量越高，而珍珠中
则是颜色越深，Ｍｇ含量越高。Ｍｎ在外套膜以及
珍珠中含量均较高，但在间液中含量较低且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Ｆｅ在珍珠、外套膜以及间液
中均呈现为颜色越深，含量越高。Ｃｕ、Ｃｏ以及 Ｚｎ
在间液中含量均不高，且 Ｃｕ在珍珠以及外套膜
中含量也很低；而 Ｚｎ在珍珠中未检测出，在外套
膜中，Ｚｎ在浅紫色和白色蚌组中颜色越深的位
点，含量越高；Ｃｏ虽然含量均不高，但是在外套膜
和间液中均是颜色越深，含量越高，在珍珠中也

是在深紫色中含量是最高的。

表２　不同位点的外套膜中金属元素含量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ｏｆｍａｎｔｌｅ ｍｇ／ｋｇ

位点

Ｓｉｔｅ

三角帆蚌内壳色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ｏｆ
ｈｏｓｔｐｅａｒｌｍｕｓｓｅｌ

金属元素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ｅ Ｃｕ Ｍｇ Ｍｎ Ｚｎ Ｃｏ

１
深紫色Ｄ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 ２６０．２０±５９．６０Ａａ０．３４±０．２４Ａａ１８８．６１±１９９．１５Ａａ２１７．２３±４１．７９Ａａ６３．５６±２６．８５Ａａ０．４４±０．３９Ａａ

浅紫色 Ｌｉｌａｃ ２６６．３１±２２３．３２Ａａ０．１５±０．１４Ａａ ４６．０６Ａａ ２６．７６Ａａ ６９．８７±１７．４８Ａａ０．３２±０．２８Ａａ

白色Ｗｈｉｔｅ １３２．４１±５３．９３Ａａ０．２６±０．２５Ａａ ３１．８２±２９．３１Ａａ １８０．０８±１８５．１５Ａａ５８．２６±５．５２Ａａ ０．１６±０．１３Ａａ

２
深紫色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 １７６．０２±２６．２６Ａｂ０．３１±０．２０Ａａ２１１．６９±２９１．７８Ａａ ２３．６２±９．２５Ａａ ９９．１４±８３．７２Ａａ ０．５５Ａａ

浅紫色 Ｌｉｌａｃ １２６．７２±１３６．０２Ａａ ０．１８Ａａ ５６５．６５Ａａ １７．４２Ａａ ４３．８６±２０．３１Ａａ０．３７±０．１３Ｂａ

白色Ｗｈｉｔｅ ９１．２０±７９．１３Ａａ０．３６±０．９９Ａａ１３５．０８±１２０．９８Ａａ２５５．８５±２１１．２６Ｂａ４４．２０±３３．３０Ａａ ０．２８Ｂａ

３
深紫色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 ７２．７２±１．５４Ａｂ ０．１４±０．１３Ａａ２０６．１５±１５３．８７Ａａ４９２．７１±５５６．９６Ａａ１９．９７±７．７３Ａａ０．５３±０．３５Ａａ

浅紫色 Ｌｉｌａｃ ６９．９２±１６．８３Ａａ ０．１Ａａ ３５．９７±２．６５Ａａ １４７．０５±１５０．２３Ａａ１０．５４±６．２９Ａｂ０．３７±０．３６Ａａ

白色Ｗｈｉｔｅ ５６．９２±２４．６４Ａａ０．１７±０．７８Ａａ ５３．６７±３４．４４Ａａ ７０８．５９±７０３．０８Ａａ１５．８６±６．９１Ａａ ０．１２Ａａ

注：所有数值均为平均值±标准差，每列内具有相同字母的数值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大写字母代表不同壳色三角帆蚌相同部位外套
膜金属元素含量差异；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壳色三角帆蚌不同部位外套膜金属元素含量差异；１－３号位点为图１所示外套膜取样位置
Ｎｏｔｅｓ：Ａｌｌ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ｌｉｎｅ（Ｐ＞
０．０５）．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ｍａｎｔ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ａｒｔｏｆ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ｓ，
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ｍａｎｔ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１－３ｉ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ｔｅｓｔ（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１）

表３　不同内壳色三角帆蚌间液中金属元素含量比较
Ｔａｂ．３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ｓ

ｍｇ／ｋｇ
三角帆蚌内壳色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ｏｆ

ｈｏｓｔｐｅａｒｌｍｕｓｓｅｌ

金属元素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ｅ Ｃｕ Ｍｇ Ｍｎ Ｚｎ Ｃｏ

深紫色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 ２６．２３±２６．７ａ ０．０３ａ ２１．３４±４．６８ａ ４．４４±０．６９ａ ０．００ａ ０．３１ａ

浅紫色 Ｌｉｌａｃ ０．５１ａ ０．００ａ ２２．４９±９．９１ａ ６．１９±５．９４ａ ５．３９ａ ０．１６±０．２２ａ

白色Ｗｈｉｔｅ ０．３２±０．１４ａ ０．０９±０．４２ａ ２６．３４±５．４３ｂ １．９６±０．０３ａ ０．４６±０．３３ａ ０．１２±０．１３ａ

注：所有数值均为平均值±标准差，每列内具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Ａｌｌ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ｌｕｍｎ（Ｐ＞０．０５），

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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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珍珠中金属元素种类和含量对其颜色的
影响

育珠蚌内壳色为深紫色即深色三角帆蚌所

育珍珠的 Ｆｅ含量高于其他颜色的蚌，紫色珍珠
的Ｆｅ含量也最高，且白色珍珠中未检测到 Ｆｅ含
量，将金属元素含量与珍珠颜色参数进行相关分

析，发现 Ｆｅ与 ｄＥ值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各
颜色蚌组中，所育珍珠的 Ｆｅ含量均与 ｄＥ值呈正
相关，且 Ｆｅ元素与各个参数之间的 Ｒ２均大于
０．５０，表明珍珠紫色度越深，Ｆｅ含量越高。这与
马红艳等［１６］对于紫色珍珠与Ｆｅ有关的研究结果
一致。Ｍｎ、Ｍｇ相对来说在紫色珍珠中含量最高，
且颜色越深的蚌中紫色珍珠中其含量越高。Ｍｎ
与ａ值之间相关性最高，在各颜色蚌组中，所育珍
珠的 Ｍｎ含量与 ａ值均呈正相关，可以看出 Ｍｎ
含量对ａ值有一定影响。Ｍｎ在所有珍珠中含量
均较高，表明淡水珍珠中普遍存在 Ｍｎ元素。江
琰等［１７］发现白色珍珠中含有较多的 Ｍｎ元素，这
与本实验结果相一致。Ｍｇ与各参数比较分析后
发现其与 Ｌ值相关性最高，在各颜色蚌组中，所
育珍珠的 Ｍｇ含量与 Ｌ值均呈负相关，可以确定
Ｌ值与珍珠中的 Ｍｇ含量有关，即 Ｍｇ含量的高低
影响珍珠的明度。Ｃｏ在紫色珍珠中含量相对最
高，这一结果佐证了杨明月等［１８］的研究，他认为

Ｃｏ元素使珍珠呈现紫色，但他也认为珍珠颜色
与Ｚｎ有关，而本实验发现，Ｃｕ、Ｚｎ在珍珠中含量
均不高，珍珠中的 Ｚｎ均未检出。这也与何雪梅
等［１３］的Ｚｎ与珍珠颜色有关相悖，而外套膜中均
能检出Ｚｎ，说明不是养殖环境或测量误差产生
的。这些差异也许是由于外部环境对珍珠颜色

亦有很大影响，而部分研究忽略该影响造成的。

３．２　外套膜和间液中金属元素种类和含量与所
产珍珠颜色的相关性

外套膜是分泌珍珠质的关键组织，间液是外

套膜的分泌物，是外套膜与贝壳珍珠层之间的液

体。本实验发现，不同金属元素在三角帆蚌不同

部位含量存在差异。在所测的外套膜与间液的

金属元素中，Ｆｅ、Ｚｎ在同一壳色育珠蚌不同部位
的外套膜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Ｃｏ、Ｍｎ在不同
壳色育珠蚌相同部位的外套膜中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Ｍｇ在不同壳色育珠蚌的间液中差异也显

著（Ｐ＜０．０５）。其中，深紫色蚌组不同位点外套
膜Ｆｅ含量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１号位点含
量最高。Ｚｎ则在浅紫色蚌组内的不同位点的外
套膜含量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也是１号位点
含量最高，说明外套膜生长越快速的前端，Ｆｅ、Ｚｎ
含量越高。不同壳色蚌组的２号位点外套膜Ｍｎ、
Ｃｏ含量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白色蚌
Ｍｎ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组，紫色蚌 Ｃｏ含量显著
高于其他两组。珍珠颜色越深，含量越高的 Ｍｇ
元素在间液中则是颜色越浅的蚌组中，含量越

高，说明白色蚌中Ｍｇ元素并没有被吸收。Ｍｎ在
外套膜以及珍珠中含量均很高，但在间液中含量

较低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说明含 Ｍｎ的间
液物质矿化为珍珠层是受到选择的。

然而，不能单从含量的高低来衡量金属元素

对珍珠颜色的影响。而且，影响颜色的金属元素

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种作用的结果。张蕴

韬等［１９］发现金属元素以金属卟啉的形式存在于

珍珠中，影响着珍珠的光泽色彩，且金属元素与

卟啉类都显著影响三角帆蚌的壳色以及珍珠的

颜色。李清清等［１５］通过对紫色三角帆蚌选育系

Ｆ５育珠性状的研究，发现供片蚌内壳色与无核珍
珠颜色相关性极显著。日本学者 ＷＡＤＡ等［２０］于

１９９６年报道了以马氏珠母贝白色品系作为外套
膜小片供体时，可培育出高质量的白色珍珠。这

说明珍珠的颜色与提供外套膜小片的个体（供

体）的壳色具有显著相关性。已有的海水有核珍

珠的试验证明，提供组织小片制片贝的贝壳珍珠

层颜色决定了珍珠的颜色［２１２２］。通过本实验发

现，外套膜组织中金属元素 Ｆｅ和 Ｃｏ含量越高，
珍珠层颜色则更深，可以将检测外套膜组织中金

属元素含量作为选育彩色珍珠贝的生理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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