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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研究了免疫促生长剂 C、黄霉素和维吉尼霉素对中华鳖稚鳖生长及饲料转化效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 ,免疫促生长剂 C 具有明显促生长作用 ,生长比速高于对照组 1412 %。免疫促生长剂 C、黄霉素和维吉尼

霉素均明显提高了蛋白效率 ,分别高于对照组 3919 %、3618 %和 29134 %。而饲料系数明显降低 ,分别较对

照组降低 2816 %、2710 %和 2216 %。维吉尼霉素、黄霉素明显提高了肝体指数 ,分别高于对照组 2715 %和

2119 %。3 种促生长剂均具有明显促进营养物质利用的作用 ,尤以免疫促生长剂 C 作用最为显著 ,均可考虑

在中华鳖饲料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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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霉素是德国赫斯特公司研制的一种促生长

药物。研究表明 ,黄霉素可以促进动物肠道内有

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抑制有害微生物 ,维持消化

道微生态平衡 ,又能使动物肠道变薄 ,促进营养物

质的吸收利用。我国于 1993 年批准使用后 ,近几

年已在畜 ,禽饲料中大量使用。在水生动物上也

有一些研究报道 ,王雪虹等[1 ]研究证实 ,黄霉素

对生长缓慢的欧洲鳗具有促生长效果。黄霉素对

鲤、鲫鱼亦有显著促生长作用[2 ,3 ] 。

维吉尼霉素 (商品名 :速大肥) 是我国于 1996

年批准使用的另一促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 ,由美

国辉瑞公司研究出品 ,维吉尼霉素含两种主要成

分 (S 因子和 M 因子) ,两者有协同杀菌作用 ,无

耐药性。具有控制胃肠道有害菌丛 ,提高赖氨酸

及其它氨基酸的吸收利用 ,提高饲料报酬 ,改善屠

体品质 ,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维吉尼霉素对鲤

鱼、虹鳟、鲶鱼、斑节对虾等均具有促生长效果。

免疫促生长剂 C 是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库

渔业研究所营养中心研制开发的新型饲料添加

剂。上述 3 种饲料添加剂对中华鳖生长的影响尚

未见报道 ,本试验在稚鳖饲料中分别添加了 3 种

饲料添加剂 ,比较测定其对稚鳖生理生长及养殖

效益的影响 ,以期提高中华鳖饲料生产性能。

1 　材料及方法

1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 4 个处理组。第 1 组为对照组 ,饲

喂基础料 ;第 2 组在基础料中添加 16 g/ t 黄霉素 ;

第 3 组在基础料中添加 25 g/ t 维吉尼霉素 ;第 4

组在基础料中添加免疫促生长剂 C 6. 7 g/ t . 试验

基础料及主要营养指标见表 1。
表 1 　基础料配比及主要营养指标 %

原料名称 配比 原料名称 配比

白鱼粉 64. 0 肝墨粉 2. 8

α- 淀粉 23. 0 矿物盐 1. 2

啤酒酵母 2. 0 维生素 1. 0

谷朊粉 3. 0 诱食剂 1. 0

饲料磷脂 2. 0

营养指标

/ %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46. 12 5. 23 1. 47

112 　试验材料及饲养条件

选择当年刚出壳尚未开食 ,体重相差不大的

稚鳖 200 只 ,暂养在一口 12 m2 的水泥池中 ,投喂

基础料驯养半月 ,待其正常摄食饲料后 ,从中选择

体重基本一致的稚鳖 120 只 ,用 20 g/ m3 高锰酸

钾浸泡 10 min ,随机分为 4 组后 ,逐一称重、量体

长、体高、体宽 ,投放于 4 口水泥池中 ,池面积均为

4 m2 。停食 2 d 后 ,开始投喂试验饲料。

试验期间水温 26～31 ℃,每天定时、定点投

喂各试验饲料 ,每次过量投喂 ,投饲后 2 h 收集各

池残饵 ,试验结束后风干称重 ,以便计算摄食量。

试验期间保持微流水 ,水体交换量约 50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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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停食 1 d ,逐池逐只称量。每池随机抽取 5

只稚鳖剥离肝脏称重。

试验饲料参照 GB6432 - 6438 的有关方法测

定 ,试验生物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

生长比速 ( S GR) =
ln W t - ln Wo

t
×100

饲料系数 ( FCR) =
F

W t - Wo

蛋白效率 ( PER) =
W t - Wo
F ×p %

肝体指数 =
肝重
体重 ×100

其中 : W o —试验开始时体重 (g) ;

W t —试验结束时体重 (g) ;

F —饲料摄入量 (g) ;

P % —饲料粗蛋白含量 ;

t —饲养时间 (d) 。

2 　结果

211 　几种促生长剂对中华鳖生长的影响

几种促生长剂对中华鳖生长的影响结果见表

2。饲料中添加黄霉素、维吉尼霉素和免疫促生长

剂 C 对中华鳖均具有明显促生长作用 ,以第 4 组

(免疫促生长剂 C) 生长比速最快 ,依次为第 3 组

(维吉尼霉素)和第 2 组 (黄霉素) 。饲料中添加黄

霉素、维吉尼霉素和免疫促生长剂 C 后对稚鳖成

活率影响不大。各处理组间稚鳖肝体指数有明显

差异 ,第 3 组和第 2 组明显高于第 4 组和第 1 组 ,

但第 3 组和第 2 组之间差异不大。第 4 组和第 1

组之间差异亦不明显。
表 2 　几种促生长剂对中华鳖生长的影响

组号
初尾重

/ g

末尾重

/ g

生长比速

/ %·d - 1

成活率

/ %

肝体指数

/ %

1 5. 71 ±0. 35 28. 50 ±9. 26 4. 24 100 6. 47

2 5. 53 ±0. 22 28. 89 ±8. 12 4. 34 93. 3 7. 89

3 5. 59 ±0. 34 30. 52 ±4. 73 4. 47 96. 7 8. 25

4 5. 48 ±0. 33 34. 46 ±7. 63 4. 84 93. 3 7. 00

212 　促生长剂对中华鳖饲料转化效率的影响

几种促生长剂对中华鳖饲料转化效率的影响

结果见表 3。
表 3 　促生长剂对中华鳖饲料转化效率的影响

组号 摄食量/ g 饲料系数 蛋白效率

1 908. 0 1. 33 1. 63

2 624. 1 0. 97 2. 23

3 737. 2 1. 03 2. 11

4 760. 3 0. 95 2. 28

　　由表 3 可见 ,各组摄食量有明显差异 ,第 1 组

(对照组)摄食量最大 ,其次为第 4 组、第 3 组 ,第

2 组摄食量最小。饲料系数第 1 组明显高于其它

3 组 ,第 2、3、4 组间差异不明显。蛋白效率却以

第 1 组 (对照组) 最低 ,明显低于其它 3 组 ,第 2、

3、4 组蛋白效率均较高 ,但相互间差异不明显。

3 　讨论

试验得知 ,中华鳖饲料中添加免疫促生长剂

C 生长比速高于对照组 14. 2 % ,具有明显促生长

作用 ,而黄霉素、维吉尼霉素促生长作用不明显。

中华鳖饲料中添加免疫促生长剂 C、黄霉素

和维吉尼霉素明显提高了蛋白效率 ,分别高于对

照组 39. 9 %、36. 8 %和 29. 4 % ;而饲料系数分别

较对照组降低了 28. 6 %、27. 0 %和 22. 6 %。

饲料中添加维吉尼霉素、黄霉素明显提高了

肝体指数 ,分别高于对照组 27. 5 %和 21. 9 % ,而

饲料中添加免疫促生长剂 C 肝体指数仅高于对

照组 8. 2 %。

谢骏等[4 ]报道黄霉素对日本鳗具有显著促

生长作用 ,当饲料中添加 15 g/ t 黄霉素时 ,饲料

系数降低了 17. 5 %。任泽林等[2 ] 、段铬[3 ]报道饲

料中添加黄霉素对鲤鱼有显著促生长作用。一般

认为 ,黄霉素、维吉尼霉素促生长作用机理首先定

能抑制和杀灭动物肠道内病原微生物 ,促进有益

微生物的生长 ,维持动物消化道中微生物菌群的

平衡 ;其次能使动物肠道变薄 ,促进营养物质的吸

收利用。本试验研究证实 ,中华鳖饲料中添加免

疫促生长剂 C、黄霉素和维吉尼霉素均显著提高

了蛋白转化效率 ,降低了饲料系数 ,促进了营养物

质的利用。但饲料中添加维吉尼霉素、黄霉素明

显增高肝体指数 ,是否会导致肝脏脂肪沉积 ,进而

导致脂肪肝 ,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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