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合理的配方设计

进行配方设计时，要考虑

到鲫鱼的生长阶段、水质

等各方面因素，制定出适

宜的营养水平，确定饲料中蛋白质、能量、矿物元素

等营养素水平。鲫鱼主要以蛋白质作为能量来源，对

脂肪和糖类的利用率较低，因此，蛋白质水平显得尤

为重要。大量研究表明，鲫鱼饲料粗蛋白含量应为

26%～36%，可消化蛋白含量在26%～34%，蛋白含量

无论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鲫鱼的生长造成影响，而且蛋

白质含量偏低，饲料系数就会增大，成本也会提高。

在满足粗蛋白要求时，同时也要考虑到各种必需氨基

酸的平衡，以免造成鲫鱼生长受阻。

2.原料的选择 进行原料选择时，应本着“质优

价廉、货源稳定、交通便利、易于储存”的原则。条

件允许时，所用原料越多越好，以满足鲫鱼生长所需

的各种营养素。但决不允许使用发霉变质的原料，霉

变原料含有大量的病菌和毒素，鲫鱼采食后容易引发

疾病，甚至导致死亡。由于蛋白质原料昂贵和短缺，

棉籽饼粕和菜籽饼粕等原料已在鲫鱼饲料中使用，但

是由于其分别含有棉酚和葡萄糖硫苷等抗营养因子，

过多地使用会影响鱼类的生长，因此要限制用量，一

般不超过10%。

3.油脂原料的使用 在鲫鱼饲料中使用油脂原

料，可为鲫鱼生长提供大量能量，同时能有效地节省

蛋白质原料，降低饲料成本。因此，保证饲料中油脂

含量大于4%，会对鲫鱼的养殖非常有利。在原料选

择上，可以使用米糠、菜籽饼粕、膨化大豆等，满足

蛋白、能量需求的同时又提供较多的脂肪。油渣和肉

饼中所含的脂肪都是饱和脂肪，鲫鱼对饱和脂肪利用

率偏低，而且过多地摄入还会导致鲫鱼患脂肪肝等疾

病，因此这类原料的用量应该控制在5%以下。此

外，饲料中过高含量的脂肪容易引起饲料颗粒质量问

题，同时造成鱼体脂肪含量过高，影响鱼肉风味，因

此鲫鱼饲料中脂肪含量一般建议不超过10%。

4.添加剂的使用 为了提高饲料利用率、提高鲫

鱼生长速度，通常会在饲料中添加一些添加剂和药

物。饲料中添加益生素、酶制剂、合成氨基酸、多维

等添加剂，可以显著促进鲫鱼生长，降低发病率，同

时也能增加饲料中营养素的利用率，降低饲料成本。

目前一些饲料生产厂使用发酵中草药作为水产饲料添

加剂，通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既可以增强中草药的

效果，还可以减少中草药的用药量，同时兼具益生菌

的辅助功效，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5.原料的加工处理

通常在一些常用饲料的原

料中，存在着抗营养因

子，例如菜籽饼粕含有芥

酸、单宁、芥子碱，棉籽饼粕中的环丙烯脂肪酸，大

豆饼粕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和血球凝结剂。这些有

害物质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鲫鱼对饲料的消化吸收，

通过热喷处理，可使菜籽饼、棉籽饼粕、生豆饼粕等

的去毒率分别达到57%～88%、80%以上和90%以上，

从而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

6.黏合剂的使用 鲫鱼饲料的黏合剂也叫造粒助

剂，通过黏合剂特有的黏合力使颗粒具有一定的耐水

性。在黏合剂的选择上要考虑黏结剂的黏合度，保证

饲料在水体中不易散开，使鲫鱼能采食营养全面的饲

料；黏合剂对鲫鱼的消化吸收、内分泌、神经肌肉、

生长和体色等无不良影响；黏合剂要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不与其他饲料成分发生反应；黏合剂要易于生产

制取、成本低、易混合、用量少。

7.加工工艺 依照饲料的形态可分为粉状、颗粒

状、碎粒状、面团状、饼干状和微型饲料六种。颗粒

饲料中根据含水量和密度可分为软颗粒饲料、硬颗粒

饲料、膨化颗粒饲料和微型颗粒饲料。通常在鲫鱼养

殖中，使用最多的是硬性颗粒饲料。加工时，原料粉

碎粒度不宜过粗或过细，一般要求全部通过40目

筛，过筛后要混合均匀，使鲫鱼采食饲料能获得均衡

营养。当颗粒剂成型后，水分含量低于13%，颗粒密

度大于1.3克/厘米

3

，蒸汽调质大于80℃，硬性，直

径为1～8毫米，长度为直径的1～2倍。

8.依据市场情况配制饲料 饲料配制时，要考虑

到商品鱼价格、饲料原料成本等经济效益。一般情况

下，鱼价高需要鱼体长势快，可配制高营养水平的饲

料；鱼价偏低，则要计算饲料的盈亏平衡点，配制低

营养水平的饲料。在鲫鱼的养殖季节(4－11月)内，

春季气温和水温不断上升，各种病原生物活动加强，

鱼类极易被病原侵袭，因此，进入春季要投喂质量较

好的配合饲料加强鲫鱼的营养，提高鱼体自身抵抗

力，8月鲫鱼增长速度最快，而且夏季商品鱼的售价

较高，因此在夏季，要保证鲫鱼的蛋白质和能量摄入

量，以保证商品鱼的上市。

如今，随着淡水鱼养殖生产的迅猛发展，所需的

各种饲料量不断增加，鲫鱼饲料生产也应趋于向系列

化、颗粒化、特种化、专用化、保健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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