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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四因素三水平 L9 (34)正交设计法 ,就稚鳖饵料的适宜蛋白源、生长促进剂、饵料适宜脂

肪含量和钙磷比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蛋白源及生长促进剂对日增重的影响较大 ;饵料系数受

饵料脂肪含量的影响最大 ,稚鳖饵料的适宜脂肪含量为 910 % ,适宜钙磷比为 1178∶1～2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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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鳖 ( Trionyx Sinesis) 是名贵水产品 ,经济价

值、药用价值都很高 ,鉴于野生鳖繁殖率低 ,生长缓

慢 ,加上滥捕及其它方面的原因 ,致使鳖资源面临枯

竭。自然条件下 ,以螺、蚌、鱼、虾为饵 ,而在人工集

约化养殖条件下 ,天然饵料来源不足 ,限制了商品养

鳖业的发展 ,因而研究鳖的人工配合饵料是发展养

鳖业的当务之急。目前 ,关于鳖的饵料及其营养需

要的研究不多 ,关于稚鳖的营养需求研究更少。本

研究对稚鳖饵料的蛋白源、生长促进剂、饵料适宜脂

肪含量及最适钙磷比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旨在

为配制稚鳖配合饵料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试验动物

选体格健壮、裙边肥厚、采食活跃、体重 3102～

3124 g 的稚鳖 270 只随机分成 9 组 ,每组 3 箱 ,每箱

10 只 ,雌雄均匀搭配 ,组间体重差异不显著 ( P >

0105) 。

　　表 1 L9 (34)正交试验设计

组别 蛋白源 (A) 生长促进剂 (B) 脂肪含量 %(C) 钙磷比例 (D)

1 鱼粉① 生长促进剂Ⅰ① 510 ① 1120∶1 ①

2 鱼粉① 生长促进剂Ⅱ② 910 ② 1178∶1 ②

3 鱼粉① 生长促进剂Ⅲ③ 1310 ③ 2136∶1 ③

4 螺蛳粉② 生长促进剂Ⅰ① 910 ② 2136∶1 ③

5 螺蛳粉② 生长促进剂Ⅱ② 1310 ③ 1120∶1 ①

6 螺蛳粉② 生长促进剂Ⅲ③ 510 ① 1178∶1 ②

7 鸡蛋③ 生长促进剂Ⅰ① 1310 ③ 1178∶1 ②

8 鸡蛋③ 生长促进剂Ⅱ② 510 ① 2136∶1 ③

9 鸡蛋③ 生长促进剂Ⅲ③ 910 ② 1120∶1 ①

2 　试验设计及饵料制备

本试验采用 L9 (34) 正交试验设计 ,即四因素三

水平 ,共分 9 组 ,见表 1。所有饵料原料按设计要求

称重 ,混匀 ,装入资料袋 ,密封 ,于 2 ℃冷库中保存。

3 　投饲

试验于大规格水族箱内进行 ,箱底铺砂 5 cm ,

用砖砌食台、休息台 ,水深 20 cm ,每组用一种饵料 ,

每次投喂前从 2 ℃冷库中取出各组袋装粉料 ,在盘

内加定量的玉米油和水揉成有弹性的团状饵料 ,放

于饵料台上水陆交界处 ,供鳖自由采食。每天投喂

两次 (上午 8 :00 ,下午 4 :00) 。投喂量按体重的 2 %

～4 % ,并灵活适当增减。每次投饲前先收回上次剩

余饵料 ,晒干称重记量从总耗量中减去。

4 　管理

试验前进行清池排污消毒 ,试验鳖用 100 ×

10 - 6高锰酸钾水溶液浸泡 5 min 后入池 ,每天定时

换水 ,换水量依水的可见度决定 ,必要时全池换水 ,

每天早、中、晚测水温 ,中午搭凉棚 ,试验箱内水温保

持 30 ±1 ℃,饲养期22 d。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 Ⅰ) 只、%、g/ 只、g

组别放养数 收回数 成活率 平均初重 平均终重 总增重

1 30 27 90 3120 ±0106 8148 ±0107 142156

2 30 30 100 3118 ±0105 11110 ±0107 237160

3 30 30 100 3124 ±0104 9184 ±0105 198100

4 30 30 100 3102 ±0106 7186 ±0104 145120

5 30 30 100 3124 ±0105 8152 ±0106 158140

6 30 30 100 3114 ±0104 7198 ±0104 145120

7 30 30 100 3102 ±0104 8108 ±0105 151180

8 30 30 100 3122 ±0107 9182 ±0106 198100

9 30 30 100 3116 ±0106 8188 ±0107 171160

5 　选用的生物学指标及计算公式

增重率 = (净增重/ 初重)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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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各种分析因素对日增重、饵料系数及蛋白质效率比的影响

指标 日增重 (g/ 只·d) 饵料系数 蛋白质效率比

因素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各水 1 0130 0123 0125 0125 1133 1138 1137 1141 2107 1177 1183 1183

平平 2 0123 0130 0128 0127 1126 1123 1121 1126 1193 2115 2117 2103

均值 3 0126 0126 0126 0127 1136 1134 1137 1128 1180 1188 1181 1194

极差值 0107 0107 0103 0102 0110 0115 0116 0115 0127 0138 0136 0120

较优水平 A1 B2 C2 D2D3 A2 B2 C2 D2 A1 B2 C2 D2

主次顺序 A = B > C > D C > B = D > A B > C > A > D

　　饵料系数 = 摄食量/ 净增重

蛋白质效率比 = 总增重/〔摄食量 ×饵料蛋白质

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1 　饲料试验 　饲养试验结果见表 2、表 3。

　　由表 2、表 3 可知 ,日增重以 2 组最高 ,4、6 组最

低 ;成活率除了 1 组以外 ,其余各组均为 100 %;饵料

系数以 1 组最高 ,2 组最低。由上可知 ,以 2 组最优。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 Ⅱ) %、g/ 只、d

组别 增重率 日增重 饵料系数 蛋白质效率比
1 165100 0124 1155 1170

2 249106 0136 1108 2162

3 203170 0130 1136 1190

4 160126 0122 1118 2101

5 162196 0124 1132 1192

6 154114 0122 1128 1187

7 167155 0123 1142 1160

8 204197 0130 1129 1192

9 181101 0126 1137 1188

2 　以极差法分析四种因素对日增重、饵料系数及蛋

白质效率比的影响 ,分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 ,对

日增重而言 ,蛋白质种类和生长促进剂对其影响最

大 ,其次是饵料脂肪含量 ,钙磷比例对其影响最小 ;

对饵料系数而言 ,脂肪含量对其影响最大 ,其次是生

长促进剂和钙磷比例 ,蛋白质对其影响最小 ;就蛋白

质效率比而言 ,生长促进剂对其影响最大 ,其次是饵

料脂肪含量和蛋白源 ,饵料钙磷比例对其影响最小。

　　从三种蛋白源比较来看 ,以日增重而言 ,鱼粉优

于螺蛳粉和鸡蛋粉 ,但从饵料系数看 ,螺蛳粉的饵料

利用率最高 ;就蛋白质效率比而言 ,鱼粉最优 ;无论

从日增重还是饵料系数或蛋白质效率比看 ,都以第

②种添加剂最好 ,从表 4 还可知 ,饵料脂肪含量以

910 %为宜 ,此时鳖日增重及饵料蛋白质效率比、饵

料利用率均优于饵料脂肪含量过高 (1310 %) 或过低

(510 %)时的相应指标。饵料钙磷比例以 1178∶1 和

2136∶1 优于 1120∶1 ,且饵料钙磷比例为 1178∶1 或

2136∶1 对鳖的生长及饵料利用率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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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不同预混料添加剂配方组合对生长猪血

清指标的影响

血清指标 A B C D

Cu(μg/ mL) 2120 ±0167 1179 ±0142 1194 ±0157 1192 ±0142

Fe (μg/ mL) 2112 ±0139 1167 ±0169 2108 ±1138 1181 ±0180

Zn(μg/ mL) 1178 ±0122 1146 ±0129 1178 ±0166 1183 ±0166

Ca (mmol/ L) 10158 ±2103 17107 ±1159 16138 ±1163 14162 ±3122

无机 P(mmol/ L) 12195 ±2175 13138 ±0188 12193 ±2198 12155 ±5122

AKP( IU/ L) 341151 ±6108 332184 ±1156 294134 ±6106 302133 ±112161

BUN(mmol/ L) 4198 ±1179 5120 ±1107 4153 ±1134 5108 ±2136

　　从表 5 可以看出 ,所检测的血清指标各组间差

异均不显著。A 组 BUN 水平略低于 D 组 ,这表明 A

组的氨基酸合成蛋白质效率略高于 D 组。

3 　结论

从生产性能及血清指标分析表明 ,四种预混料

添加剂配方组合中以 A 组使用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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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450 汉字显示

饲料配方电脑
小 :集主机、打印显示、数据存贮等全套软硬件于

一体 ,重500 g。
巧 :不用学任何电脑语言 ,一看即懂一学准会。

内存畜禽鱼虾特禽特畜饲养标准及常用原料
数据 15 000 多例。可设计全价料、浓缩料、预
混料等各类配方。

灵 :所算配方饲料成本下降、肉蛋奶产量增加、原
料消耗减少。

便 :可用 4 节 5 号电池算配方 ,特别适合专家咨
询、添加剂推销及私企养殖自配料配方设计。

　研制单位 :江苏省农科院配方电脑室
　联系人 :冯成文 　师继芬 　邮编 :210014
　热线电话 :025 —4436708 　地址 :南京孝陵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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