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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分别含 O% (对照 )
、
0. 1 %

、
0

.

5%
、

1 %
、

2% p一荀聚糖的 5种饲料饲养平均重量 . 9 5 5左 右的河蟹 8周
,

研究 日一 菊聚糖对河蟹的免疫功 能的影响
。

每箱放养 25 只 河蟹
,

每组 3 个重复
。

结果表明
,

试验各组河蟹的增重率
、

存

活率差异均不 显著
。

河蟹摄食试验饲料 1 周后
,

0
.

1 %组和 .0 5 %组的酚氧化 酶 (P O )活性显著升高 (P < 0
.

0 5 )
,

但 p
一

荀聚糖含 量提高至 1 % 以上 时 PO 活性有 下降的趋势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 D )活性表现为 住 5 %组显著高于其他各

组 ( P < 0
.

0 5 )
,

1 %组较 高但与对照组差异不 显著 ;总抗氧化力 ( T 一 A O C ) 以 1 %和 2 % 组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

河蟹摄

食试 验饲料 8 周后
,

P O
、
SO D 和 T 一 A O C 均表现为 0

.

1 %组最高
,

住 5 %组其次
,

P O 和 s O D 各组差异 不 显著
,

而 T 一

A O C 表现 为 0
.

1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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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
,

p
一
葡聚糖 被开 发用 于水产 养殖

。

uS gn 等 ( 19 94) 报道斑节对虾用 p
一
葡聚糖悬浮液

浸泡 18 d 后对创伤弧菌显示出抗感染力
,

陈政强

等 ( 2 0 0 2) 在饲料中添加 p
一
葡聚糖制剂

,

发现南美

白对虾的生长速度
、

耐低氧能力和抗病力显著提

高
。

陈云波等 ( 200 2) 也证实饲料 中添加 .0 4 % 的

p
一
葡聚糖能促进南美白对虾的食欲

、

抗病力及生

长
,

提高养殖产量
。

本试验探讨了 p
一
葡聚糖对河

蟹免疫力 的影响
,

为研制河蟹免疫增强剂提供试

验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河蟹 河蟹 由江苏省通州市农业局水

产技术推广站提供
,

平均重量 5
.

5 9 左右
。

河蟹采

购后
,

先用 5 % 的食盐水浸泡 2 0 im
n
消毒

,

然后

放入暂养池驯化 3 周
。

暂养期间
,

水温控制在 25

℃
,

每天投喂饲料 2 次
,

定时 (上午 :8 00
,

晚上 18 :

30 )
、

定点 (暂养池 内放人一只瓦片作为食台 )投

喂
。

每天上午 :8 00 排除残余饵料及污物
。

全 日充

气增氧
,

饲料为不含 p
一
葡聚糖的对照饲料

。

驯养

结束后
,

挑选规格整齐
、

体格健壮的河蟹
,

称重
,

分

养于 15 只 10 0 C m x 5 0 e m x 6 0 e m 的 PV C 水族箱

中
,

每箱 25 只河蟹
。

试验于 2 0 0 4 年 1 月至 2 004

年 4 月间进行
。

1
.

2 试 验 日粮 基础 日粮组 成及 营养水平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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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试验 日粮为 分别 向基 础 日粮 中添加 O %
、

0
.

1%
、

0. 5%
、

1 %
、

2%的 p
一
葡聚糖

,

制成 5 种颗

粒饲料
。

经检测
,

颗粒饲料水 中稳定性在 Z h 以

上
。

每种饲料投喂 3 箱河蟹
。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

含量 含量

日粮组成

鱼粉 14 米糠 7

豆粕 2 3 鱼油十豆油 2

肉骨粉 2 磷酸氢钙 1.5

鼓皮 5 棉籽粕 10

虾肉粉 7 菜籽粕 14

次粉 10 预混料 1.5

a 一淀粉 3

营养水平

水分 n
.

5 粗蛋 白质 3.6 2

粗脂肪 4乃 粗灰分 .9 6

钙 .2 2 磷 1.6

注:预棍料含各种维生素
、

矿物质
。

L 3 日常管理 试验在 同一半开放式循环养殖

系统中进行
,

养殖用水为经过曝气的自来水
,

水温

恒定在 25 ℃左右
。

每种饲料喂 3 箱河蟹
。

在养殖

期间
,

每天定时定点投喂饵料
,

投饵量视摄食情况

而定
,

以略有剩余为准
。

每天上午 :8 00 收集残饵

并排污
。

循环系统每天换水 or %以保证水质
。

死

亡个体及时捞出称重
。

L 4 分析测定 饲养 8 周
。

在饲养 1周后从每箱

取 10 只蟹
,

将河蟹鳌足第二对关节处折断取血淋

巴
,

置于 E p p en do fr 管中 4 ℃过夜
,

经冷冻高速离

心机 40 00 r/ m in 离心后吸出血清
,

测血清的酚氧

化酶 ( P O )
、

超 氧化物歧化 酶 ( SO D )
、

血清 总抗氧

化能力 ( T一 A O C )的活性
。

饲养 8 周后将所有河蟹

取出
,

分别称重
,

同法测血清 PO
、

SO D
、

T 一A O C 的

活性
。

1
.

4
.

1 P O 活力的测定
。

将 3 m L 0
.

1 m o

讥 p H 6
.

0

的磷酸 缓冲液 与 100 林 L 的 .0 01 m o

讥 的 L -

D o P A 及 10 0 林L 待测血清于室温下混匀
,

每次间

隔 1 m in 读取在 4 9O n m 波长下 的光密度值
。

以

OD
~ 对反应 时间作图

,

以 实验条件下每分钟

OD
~ 增加 0

.

0 0 1 作为一个酶活单位 (U )
。

1
.

4
.

2 SO D 活力 的测 定
。

于 4
.

5 m L 5 0 m m o

llL
p H 8

.

3 磷酸缓冲液 中加入 1 0 卜L 5 0 m m o

讥邻苯

三酚
,

迅速摇匀
,

倒人光径 1 。 m 的比色杯中
,

在

3 2 5 n m 波长下每隔 3 0 5 测 A 值 1 次
,

要求 自氧

化速率每分钟 OD 值变化约 .0 07
。

酶活力测定方

法与上相 同
,

在加入邻苯三酚前
,

加人待测 SO D

样
,

测得数据按下式计算酶活力
。

酶活单位定义
:

每毫升反应液中
,

每分钟抑制邻苯三酚 自氧化速

率达 5 0 %的酶量为 1个酶活单位 ( U m/ )L
:

酶活力 =( 自氧化速率
一3A 夕m in) /自氧化速率 /

5 0 % x 10 o % x反应液体积
x 样液稀释倍数 /样液体

积
。

1
,

.4 3 T一A O C 的测定
。

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公司

生产的试剂盒测定
,

方法参照说明书
。

L S 计算及 统计 成活率以第一周取样结束后

的河蟹数量作为放养量来计算
。

所有数据用 S P S S ll
.

5 统计软件方差分析后

多重比较
,

P < .0 05 为差异显著
。

2 结果

饲养 8 周后称重
,

结果见表 2
、

表 3
。

从表 2 可见
,

饲料中添加 卜葡聚糖对河蟹增

重率和存活率的影响不显著
。

表 2 饲料中添加 p一葡聚糖

对河蟹增重率和存活率的影响

组别 初重 ( g ) 末重 ( g ) 增重率 (% ) 存活率 (% )

对照组 5
.

8 0士 0
.

3 2 8
.

8 3 士2
.

0 1 5 2
.

1土 9
.

2 9 5
.

4士 4
.

0

0
.

1 %组 5
.

3 3士 0
.

24 8
.

13 士 1
.

9 1 5 2
.

0土 17
.

7 9 0
.

8土 8乃

0
.

5 % 组 5 84 士0
.

59 8
.

5 1士 1
.

7 5 4 5乃士 1 5
,

3 9 5
.

6 土 3
.

8

l % 组 5
,

9 8士0 5 9 8 7 2士 1
.

7 9 4 6
.

3 士 12
,

7 9 5
.

1士 4
.

3

2 %组 5 3 0 士0
.

3 3 8
.

1 0士 1 5 1 53
.

2土10
.

6 9 3
.

0士 7
.

1

注
:

同列肩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刀5)
,

同列肩标字母不合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

叱) ;下同
。

表 3 饲料中添加 p 一葡聚糖对

河蟹血清 PO
、

S O D 和 T 一AO C 的影响 U /m L

饲养1周 饲养8周

阶 OS D 不A侃 阶 OS D T
,

AOC

对照组 珊
.

7士225
`

145
.

2士13
,

宁 双j 7土2夕` 乃7j 土13
.

9 151
,

9士11
.

4 沁
.

93士1
.

沪

0
.

1 %组 3125月3
.

8
.

1犯
.

7上16
.

守 23例h 34
`

姗斑16
,

8 1麟
.

5土8
,

9 25服 2
.

少

05 %组 四5肚 17分 176刀士103
,

23
.

乃玫
,

Z
b
刀5

.

8斑j 155
,

7土10
.

7 邓5 1土3通`

l %组 乃25士13沪 152
.

5玲注
`

283 5土3
.

5
,

乃53 士加 1 148
.

1刁2 加2 4玖淤

2 %组 对53日34` 1413玫
.

7阮 27J 7士l8’ 267 5士234 144 3土13石 22
.

87* 1
.

护

表 3 表明
,

河蟹服用试验饲料 l 周后各组

PO
、

S O D
、

T一 A O C 出现显著差异
,

饲料中含 0
.

1 %

和 .0 5 % p
一
葡聚糖 P O 的活性 显著提高 ( P <

a 05 )
,

当 p
一
葡聚糖含量增加到 l %和 2 %时

,

河

蟹的 PO 活性仍比对照组高
,

但差异不显著 ( P >



一 2 2一 中国饲料 2碗洲6 )年第 5期

聚糖有利于抗氧化力提升尚有待进一步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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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D 活性表现为 .0 5 %组显著高于其他各

组
,

1 %组其 次
,

但与对照组差 异不显著 ( P >

.0 0 5 )
。

T一A O C 以 1 %和 2 %组较高
,

显著高于 ( P

< .0 0 5) 其他各组
。

河蟹摄食 含 p
一
葡聚糖 的饲料 8 周后

,

PO
、

SO D 和 T 一A O C 均表现为 0
.

1 % 组最高
,

.0 5 % 组

其次
。

P O
、

SO D 各组差异不显著
,

而总抗氧活力各

组差异显著
,

表现为 0
.

1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3 讨论

谭北平等 ( 20 04 )报道
,

饲料 中添加 .0 2 % 以

上 的 p
一
葡聚糖能促进凡纳对虾的生长

,

并认为

p
一
葡聚糖的促生长机制 可能是 由于提高了抗应

激能力
。

但本试验结果显示
,

饲料中添加不同浓度

的 p
一
葡聚糖

,

饲养河蟹 8 周
,

其间每只河蟹脱壳

一次以上
,

但各组间体重未出现显著差异
。

在试验

的分组
、

称重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必然会引

起一定强度的应激
,

在经过 8 周的饲养后这种应

激反应会比试验之初弱得多
,

但 8 周内各组河蟹

的生长速度并无显著差异
,

也就是说
,

如果 p
一
葡

聚糖是通过提高抗应激能力从而促进生长
,

那么

它对于河蟹的作用并不显著
。

虾蟹体内的酚氧化酶系统被激活后
,

酚氧化

酶原被氧化成酚氧化酶
,

后者是一类氧化还原酶

类
,

可以进一步将酚氧化成醒
,

并最终合成黑色

素
,

黑色素直接参与对虾一系列防御反应 ( Sirt u n -

ay ih ck as
n a
等

,

200 0 )
。

许多研究表明
,

p
一
葡聚糖可

以提高对 虾酚 氧化 酶 活性 ( S u p h an t h a ir ak 等
,

200 3 ; C h an g 等
,

2 00 0 )
。

谭北平等 ( 200 4 )报道
,

p
-

葡聚糖提高凡纳对虾血细胞酚氧化酶活性 1倍以

上
。

本试验结果可见
,

饲料中添加 p
一
葡聚糖也能

促进河蟹 P O 活性的提高
,

但可能这种免疫提升

作用有一定时效性
,

在服用后 1周 内作用显著
,

在

服用 8 周后差异不显著
。

SO D 是反映抗氧化能力 的一个参数
,

T一A O C

则反映了包括 SO D 在内的机体总体抗氧化水平
。

从试验结果可见
,

饲养 1周时 .0 5 %组 SO D 显著

高于其他各组
,

1 %和 2 %组 T一A O C 显著高于其

他各组
,

提示短期内饲料中添加 .0 5 % 以上 的 p
-

葡聚糖对提升河蟹的抗氧化能力是有益的
。

当用

试验饲料饲养河蟹 8 周时
,

0
.

1 %组 T 一A O C 显著

高于对照组
,

SO D 各组差异不显著
,

但也是 0
.

1 %

组活性最高
,

这是否意味着长期服用低剂量 p
一
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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