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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不同构型肉碱对于罗非鱼生长和 

鱼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 

杜震宇， 刘永坚， 田丽霞， 刘栋辉， 冯 健， 梁桂英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在饲料 中分别添加 200mg·kg～，400mg·kg 的 DL一肉碱 和 200mg·kg 的 L一肉碱，饲养初始重为 

38．65±0．21g的罗非鱼 ，经过 34 d的生长试验 ，观察不同添加量的 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对于罗非鱼生长情况、 

机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添加两种构型肉碱对于罗非鱼并无促生长作用 ，也未明显改变全 

鱼和肌肉的营养成分组成 ，但是对于改变罗非鱼内脏相对重量、降低肝脂则有一定作用，这些作用和影响在相 

同添加量(200mg-kg )的 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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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wo different carnitine isomers 

on growth and body composition of hybrid 

Oreochromis nilotica旱×Oreochromis aurea 

DU Zhen—yu，LIU Yong—jian，TIAN Li—xia，LIU Dong—hui，FENG Jian，LIANG Gui—ying 

(School of Science，Zhongslum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DL—carnitine and L—carnitine with different supplement doses(200mg‘kg一 DL— 

carnitine，400mg‘kg～ DL—carnitine and 200mg‘kg。。L—carnitine)on the growth and composition of body 

of hybrid tilapia(Oreochrorn~nilotica早 × Oreochromis aurea )were studied with a mean body weight of 

38．65±0．21g per fish over 34 days．Th 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wo isomers of carnitine neither improve the 

growth rate nor alter the compo sition of whole fish and muscle significan tly，but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relative 

weight of viscus was changed and the liver fa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 <0．05)．No clear difference of 

supplement effects between DL—carnitine and L—carnitine with salne supplement dose(200mg‘kg )Was 

found under the experiment conditions． 

Key words：hybrid tilapia；DL—camitine；L—carnitine；growth；nutrient compo sition 

肉碱(carnitine)于 1905年被发现，它的主要作用是能够携带长链脂肪酸通过线粒体膜而促进脂肪 

酸的 一氧化一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文章报道，肉碱用于畜禽和鱼虾饲料有促进动物的生 

长发育、改善肉质品质等作用 ，并已作为一种饲料添加剂在畜禽、水产养殖中应用。肉碱具有 D型 

和 L型两种旋光异构体，有研究指出，L一肉碱是真正在鱼类体内有生理活性的物质 ，而 D一肉碱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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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起到毒害作用[3]。但是，在国内，由于生产工艺等原因，生产的肉碱水产饲料添加剂以 DL一肉碱为 

主，而且经过长期生产实践证实其同样具有促进动物生长、改善组织营养组成的作用-4．5 J。另外，对于 

肉碱的促生长和改善机体营养成分组成的作用，虽有不少报道I6 ，但是也有报道提出了截然不同的 

意见[11．1 。甚至在同一种鱼中，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存在l13, J。本文用国内养殖量较大的罗非鱼为 

实验对象，以生产实践中常用的肉碱添加量为实验剂量，研究和探讨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生 

长和机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饲料、试验鱼和饲养管理 

试验饲料配方和成分分析如表 1所示。试验用罗非鱼由本实验室渔场提供，平均体重为 38．65± 

0．21g。饲养试验在室内循环流水过滤水族箱(98cm×48cm×42cm)中进行。4种饲料(不添加肉碱的 

对照组，添加 DL一肉碱浓度分别为 200mg·kg 、400mg·kg 的两组饲料以及添加 L一肉碱浓度为 

200mg·kg 的饲料)，每种饲料设置 3个平行箱，每箱放鱼 20尾。水源为曝气去氯后的自来水，水温平 

均为20．62土2．52oC，水中溶氧量为 9．71±0．47mg·L～，pH值为 7．38土0．18，氨氮含量为 0．48± 

0．07mg·L～。试验前将罗非鱼在水族箱中驯养 1周使之适应环境。正式试验开始时，称取罗非鱼初 

始体重，前 2周的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 1．75％，以后调整为 2％，每 日于上午 9：30和下午 4：30两次投 

喂。试验过程中每两周称一次总体重，检查生长情况。在试验两周后，于每 日清晨投喂前采用虹吸法 

收集粪便，挑选有完整包膜的粪粒于 105oC烘干后 ，置于 一20℃冰箱保存备测。饲养周期为34d。 

表 1 试验饲料组成和营养成分分析 

Tab．1 ~ tion ofdiets (％ artmatter) 

1．2 样品采集和分析 

试验结束时，使鱼空腹24h后，从每箱中随机取鱼2尾，立即杀死，在 105℃烘至恒重制备全鱼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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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另随机取鱼 3尾 ，用针自枕骨孔处插入颅腔毁髓，取肌肉、肝胰脏分别取肌肉样品和肝胰脏样品， 

并分离肠系膜脂肪称重。分别采用 1o5~c常压干燥法、凯氏定氮法、索氏提取法及 55o~c灼烧法分别测 

定全鱼、肌肉和肝胰脏的水分、粗蛋白、脂肪和灰分。用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饲料和粪便中 

指标物的含量，消化率测定方法参考文献[15]。 

1．3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用平均数 ±标准差表示 ，采用 Duncan氏多重比较分析试验结果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 

(P<0．05)。 

2 试验结果 

2．1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特定生长率、消化率和饲料系数的影响 

由表 2可见，在罗非鱼饲料中添加 DL和 L型肉碱，对于罗非鱼而言并没有促进生长的作用，相反 

却妨碍了罗非鱼 的生长，其 中，添加 400mg·kg～ DL一肉碱 的试验组 的生长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而在相同添加量的DL一肉碱组与 L一肉碱实验组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于罗非鱼生长情况的影响结果 ，也几乎同样地表现在对消化率和饲料系数的 

影响上。从消化率来看，添加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的实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但都较 

对照组为低。在饲料系数方面，3个实验组都高于对照组，但添加 400mg·kg～DL一肉碱组的饲料系数 

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特定生长率、消化率和饲料系数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L—and L—carnitine On spe~ ~growth rate(SGR)，digestibility and food coefficient(FC) 

注：同列数据上标字母不同者之间表示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中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参考文献[15]。 

Notes：Within the 咖 line．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and significant growth rate(SGR) 

digestibility and food coefficient(FC)were introduced by referencel15j． 

2．2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肥满度和内脏器官相对重量的影响 

由表 3可见，在饲料中添加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于改善罗非鱼的体形以及内脏器官的相对重 

量是有作用的。从表3的数据来看，添加肉碱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肥满度增加，脏体比下降，肠系 

膜脂肪占体重百分比也下降，相对应地，表示可食部分的空壳率增高 ，而且，这些指标在相等添加量的 

DL一肉碱组与 L一肉碱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肝体 比的比较发现，400mg·kg 添加量的 DL 
一 肉碱组较其它组为低 ，并显著低于200mg·kg 添加量的L一肉碱组(P<0．05)。而200mg·kg 添加 

量的 L一肉碱组与相同添加量的 DL一肉碱组以及对照组之间，则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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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列数据一t：标字母不同者之间表示存在显著差异(P<0 05)，表中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参考文献：16： 

No~s：Within the same line，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and CF，VR，HSI， and TR were 

introduced by reference：16]． 

2．3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机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 

由表 4可见，添加 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对于罗非鱼全鱼和肌肉的大部分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不 

大，但是在全鱼的灰分、肌肉的脂肪含量以及肝胰脏的粗蛋白含量 3个指标上，200mg·kgI1添加量的 L 

一 肉碱组都要显著低于对照组与 DL一肉碱组(P<0．05)，而后两者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另 

外，从表 4看出，肉碱对于降低肝脂有一定作用，表现在 3个实验组该指标均低于对照组 ，同样添加量 

的 DL一肉碱组与 L一肉碱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而 400mg·kg 添加量的 DL一肉碱组则显著 

低于对照组与200mg·kg 添加量的 L一肉碱组(P<0．05)。 

表 4 DL一肉碱和 L一肉碱对罗非鱼鱼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 

rrab·4 Effects of DL—and L—earnitine on composition of body muscle and fiver (％ dry matter) 

注：同行数据上标字母 a、b、C不同者之间表示存在显著差异(P<o 05)一 

No~s：Within the salne raw，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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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肉碱的营养机制是作为长链脂肪酸进入线粒体氧化的转运关键因子 ，促进长链脂肪酸的氧化，同 

时又能协助中短链脂肪酸的氧化，降低过多乙酰基的毒害，并且由于终端产物抑制作用而减少体内对 

赖氨酸、蛋氨酸的消耗 ，起到节约蛋白质的作用 ·̈ 。Santulli等一 “ 在饲养周期 7个月，添加 D一 

肉碱与 L一肉碱浓度为250mg·kg 的条件下 ，对尖吻鲈的研究指出，L一肉碱能够转运乙酰基团，促进 

脂质代谢，促进生长和提高蛋白质含量，而 D一肉碱则抑制生长，并且干扰鱼体的正常代谢。但是国内 

的大量养殖试验报道 -5· J则证实了 DL一肉碱在实际生产实践中的作用 另外，Rebouche 对大鼠 

32d的养殖实验也显示出对于体内L一肉碱的合成与代谢而言，在饲料中添加 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并 

无显著差异。从本实验结果来看，虽然实验组生长情况反劣于对照组，但是在相同添加浓度的DL一肉 

碱 与L一肉碱之间则无显著差别(P>0．05)。在鱼内脏相对重量与鱼体营养成分组成方面，同样显示 

出与生长情况相似的情况，即相同添加浓度的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这说 

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在饲料中添加 DL一肉碱与 L一肉碱无明显差别。 

从本试验结果看，在饲料中添加肉碱，并未促进罗非鱼的生长，也没有显著地改变罗非鱼全鱼、肌 

肉的营养成分，这与曹俊明等l191用 DL一肉碱饲养草鱼的试验结果相仿。但是，在本实验中，添加肉 

碱，对于改善罗非鱼的体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明显降低了肝脂的含量。这与 Santulli等 3_在尖 

吻鲈、Gaylord等_1 在杂种条纹狼鲈(Mornone chrysops早 X Morone saxatilis )用 L一肉碱做试验得到的 

结果是相似的。众多的研究表明，影响肉碱添加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Chatzifrtis等Es]认为饲料中 

不同的赖氨酸水平会极大地影响肉碱的作用效果；Twibell等 H一认为不同的肉碱添加量会对最后的作 

用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Santulli等 J认为实验水温将会影响肉碱的作用效果；Torreele等一9一则认为饲 

料中脂肪含量以及饲料中脂肪的组成可对肉碱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本实验中，在饲料中添加 DL 
一 肉碱与 L一肉碱都没有促进罗非鱼的生长，从结果看，反而阻碍了罗非鱼的生长。考虑到罗非鱼为 

耐寒力较弱的鱼类，而本实验的实验温度较低(20．62-4-2．52℃)，与罗非鱼正常生长所需温度有较大差 

距，因此，这可能说明，水温确实是影响肉碱作用效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子，而由于生长情况不佳， 

则可能会引起其它更多的负面效应或者阻碍肉碱营养作用的发挥。虽然本实验没有观察到肉碱的促 

生长作用，但是 ，对于肉碱的降肝脂作用，却取得了预期的结果。这是否提示肉碱促生长作用与降肝 

脂作用的主要影响因子并不一致，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更进一步说 ，肉碱促生长与降低肝脂可能有 

着不同的生理生化机制。由于肉碱对于生长的促进作用除 厂增加脂类氧化提供能量之外，也与对限 

制性氨基酸蛋氨酸和赖氨酸的节约效应有关，因此如果当饲料质量较高而造成肉碱对蛋氨酸、赖氨酸 

的节约效应下降之后，其促生长作用效果将会下降，但促生长效果的下降与其降脂作用的发挥 ，却并 

没有必然的严格对应关系。这提示肉碱在体内的营养机理可能要比人们 目前认识的更为复杂和精 

细。由此看来，肉碱对于养殖鱼类的营养效果，是与养殖鱼类的养殖条件和饲料营养水平密切相关 

的，不同的条件下肉碱作用的表现并不一致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添加肉碱都有效果。因此，探讨确定 

肉碱的最佳添加条件，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王艳奇、孙燕燕、刘继芳、陈素芳和魏祥东同志参与了本文的部分工作，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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