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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来源对克氏原螯虾生长的影响
陈树桥1，陈 勇2，唐春萍3，周国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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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蛋白质含量基本相同的自配饲料和市售全价配合饲料饲喂克氏原螯虾 30 d，通过比较成活率、饲料系

数、蜕皮率等指标来研究饲料来源对克氏原螯虾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饲料来源对克氏原螯虾的生长有影响，自配

饲料和配合饲料在特定增重率、特定增长率、饲料系数 3 个指标间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投喂配合饲料的克氏原

螯虾终体重比投喂自配饲料的高 10． 25%，体重净增量提高 35． 43%，体长净增量提高 137． 14%，成活率提高 13． 16%，

蜕皮率提高 33． 33%。说明配合饲料对克氏原螯虾的生长促进效果优于自配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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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原螯虾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爬行亚目螯虾科

原螯虾属，别称龙虾、小龙虾。克氏原螯虾的消费和养殖在国

内迅速扩大，许多养殖户在实际养殖过程中为了节省成本，采

用了当地的一些天然农副产品初级原料进行养殖，效果有好

有差，同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克氏原螯虾营养与饲料方面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蛋白质水平、能量需求、添加剂、饲料制作等

方面［1 － 8］，对克氏原螯虾的大规模养殖缺乏实践指导性。为

了减少养殖的盲目性以及确定一些天然农副初级产品饲料的

养殖效果，笔者所在的课题组研究了蛋白质含量基本相同的

自配饲料和市售配合饲料对克氏原螯虾生长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克氏原螯虾虾苗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水产研究所养殖场，

体重( 8． 31 ± 0． 53) g /尾，体质健壮，无病无伤。配合饲料、小
麦、菜籽饼、麸皮在当地市场购买。
1． 2 试验设计

试验组投喂蛋白质含量 28% 的市售鱼配合饲料，对照组

投喂蛋白质含量基本相同的市售鱼配合饲料、小麦、菜籽饼、
麸皮( 按重量比 1 ∶ 1 ∶ 1 ∶ 1 配成) ，每组 3 个重复。
1． 3 饲养

将克氏原螯虾虾苗随机分到 6 个水族箱( 60 cm × 45 cm ×
38 cm) 中，水位 10． 0 cm，每箱 20 尾，箱中设置瓦片作为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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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先用配合饲料驯化 1 周，待虾苗适应环境、摄食正常

后开始试验，每天按体重的 3%分 3 次( 08: 30、12: 30、16: 30)

投喂饲料，并根据水温、水质、摄食情况适当调整，尽量让投喂

的饲料全部吃完。每天 24 h 微孔充气，翌日 08: 30 吸出残饵

( 视实际情况而定) ，换水频率 1 ～ 2 次 /d( 视实际情况而定) ，

换水量约为 2 /3 ( 视实际情况而定) 。饲养试验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共 30 d。整个试验期间的水温为室

温( 20 ～ 25 ℃ ) ，溶氧量 ＞ 5 mg /L，铵态氮含量 ＜ 0． 3 mg /L，各

箱水质基本一致。
1． 4 指标测定及方法

在试验正式开始及结束前让试验虾苗饥饿 1 d，捞起现存

的虾，测量体长、体重，统计虾的死亡数以及蜕壳数，计算成活

率、增长率、增重率、特定增重率、特定增长率，各指标计算公

式如下: 特定增重率( % /d) = ( ln 箱虾平均终重 － ln 箱虾平

均初重) /饲养时间( d) × 100% ; 特定增长率( % /d) = ( ln 箱

虾平均终长 － ln 箱虾平均初长) /饲养时间( d) × 100% ; 饲料

系数 = 箱虾投饲量 / ( 箱虾平均终重 － 箱虾平均初重) ; 蛋白

质效率 = 体 重 增 加 量 / ( 投 饲 量 × 饲 料 蛋 白 质 含 量) ×
100%。
1． 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使用 Excel 软件对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 α = 0． 05。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 可知，试验组克氏原螯虾终体重是 21． 52 g /尾，对

照组终体重是 19． 52 g /尾，提高了 10． 25% ; 试验组克氏原螯

虾体重净增量是 7． 76 g，对照组体重净增量是 5． 72 g，提高了

35． 66% ;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特定增重率是 1． 49% /d，对照组

特定增 重 率 是 1． 15% /d，提 高 了 29． 57%，并 有 显 著 差 异

( P ＜ 0． 05)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终体长是 9． 35 cm，对照组终

体长是 8． 88 cm，提高了 5． 29% ;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体长净增

量是 0． 83 cm，对 照 组 体 长 净 增 量 是 0． 35 cm，提 高 了

137. 14% ;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特定增长率是 0． 31% /d，对照

组特定增长率是 0． 14% /d，提高了 128． 57%，并有显著差异

( P ＜ 0． 05)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成活率是 43． 33%，对照组成

活率是 38. 33%，提高了 13． 16%。投试验组克氏原螯虾蜕皮

率 60%，对照组蜕皮率 45%，提高了 33． 33%。试验组克氏原

螯虾饲料 系 数 是 1． 83，对 照 组 饲 料 系 数 是 2. 37，降 低 了

29. 51%，并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试验组克氏原螯虾蛋白

质效率是 195． 16，对照组蛋白质效率是 219． 28。
表 1 饲料对克氏原螯虾生长的影响

组别
初体重

( g)
终体重

( g)
特定增重率

( % /d)
初体长
( cm)

终体长
( cm)

特定增长率
( % /d)

成活率
( % )

蜕皮率
( % )

饲料
系数

蛋白质
效率

对照组 13． 80 ±0． 14 19． 52 ±0． 53 1． 15 ±0． 06 8． 53 ±0． 11 8． 88 ±0． 13 0． 14 ±0． 02 38． 33 ±2． 89 45． 00 ±13． 23 2． 37 ±0． 13 219． 28 ±11． 51
试验组 13． 76 ±0． 08 21． 52 ±0． 48 1． 49 ±0． 06* 8． 52 ±0． 07 9． 35 ±0． 06 0． 31 ±0． 02* 43． 33 ±5． 77 60． 00 ±10． 00 1． 83 ±0． 10* 195． 16 ±11． 06

注: 同列数据后* 表示在 0． 05 水平显著差异。

3 结论

柴继芳等利用配合饲料对克氏原螯虾进行精养试验，对

照组为农副产品混合组，主要由蚕豆、豆粕等组成，试验组用

料为配合饲料，结果表明，配合饲料养殖的克氏原螯虾产量可

达 3 900 kg /hm2，经济效益可增加 312 元 /hm2，而且采用配合

饲料喂养的克氏原螯虾与采用农副产品喂养的克氏原螯虾相

比，规格整齐，养殖周期缩短，上市时间提前，虾体外观干净、
清爽，色泽亮丽，品相更佳，虾肉饱满，肌肉含水量少。整个养

殖过程中，投喂配合饲料的试验池中氮、磷含量均为正常范围

较低值，而投喂农副产品的对照池水质发黑，氮、磷含量间或

超标，必须定期使用生物制剂或化学调水制剂调节水质，说明

应大力推广配合饲料养殖克氏原螯虾［9］。本试验也发现，饲

料来源对克氏原螯虾的生长有影响，2 组克氏原螯虾的特定

增重率、特定增长率、饲料系数之间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

投喂配合饲料的克氏原螯虾终体重与自配饲料相比提高了

10. 25%、体 重 净 增 量 提 高 35． 66%、体 长 净 增 量 提 高 了

137. 14%、成活率提高了 13． 16%、蜕皮率提高了 33． 33%，从

理论上证明并支持了柴继芳的试验结果［9］，因此建议有条件

的养殖户要投喂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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