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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鳖 ( Trionyx Siensis)是我国三种鳖之一 ,俗

称甲鱼、团鱼、王八等 ,除宁夏青海尚未发现外 ,全国

其它地方都有分布。以动物性饲料为主的杂食性水

陆两栖性情凶猛动物。在天然水体中 ,稚鳖喜食水

蚤、摇蚊幼虫等 ,而成鳖摄食螺蚬、蚌类、泥鳅及动物

内脏等。

中华鳖的人工养殖在我国起步较晚 ,70 年代才

陆续开展人工养殖 ,直到 80 年代才有较大的发展 ,

其中台湾是我国人工养鳖最早的省份 ,而日本则是

养鳖业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 ,其对鳖的营养研究

也有一定的水平。我国仅在养鳖业迅速发展后才有

水产科研所和院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但到目前为

止 ,我国对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的营养需求研究

较少 ,需要工作者的深入探讨 ,以便加强人工鳖配合

饲料的研究。各地在中华鳖的养殖过程中 ,也要因

地制宜选择不同的饲料 ,以便满足其营养需要 ,取得

良好的养殖效果和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1 　中华鳖对蛋白质的需要量

中华鳖从饲料中摄取的外源蛋白质在消化器官

内经酶的分解成为氨基酸 ,在体内吸收合成为体蛋

白或者分解产生能量。据沈美芳等 (1995)测定的数

据表明 ,甲鱼对蛋白质的消化率较高 ,为 86199 % ,

即甲鱼维持体蛋白现状所需要的蛋白量较大 ,在所

摄取的饲料蛋白质中用于基础代谢的定量值较高 ,

因此提供甲鱼的饲料要求在数量上弥补自身损耗量

外 ,还要有富余 ,才能促使甲鱼生长增重。所以饲料

中蛋白质含量的多少是决定甲鱼生长快慢的主要因

素之一 ,但蛋白质的供给量存在一个最适量的问题。

甲鱼的生长期可以分为稚鳖、幼鳖、成鳖三个阶段 ,

据陈焕铨等 (1998) 对甲鱼的营养需求研究发现 ,稚

鳖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幼、成鳖。表 1 为稚鳖的

蛋白质需要量。

从表 1 可以看出 ,稚鳖的最适蛋白质需要量一

般要在 45 %～50 %左右 ,吴遵霖的研究结果稍低于

其它作者 ,可能是因为鳖的规格太小的缘故。

表 1 　稚鳖的最适蛋白质需要量

对幼鳖最适蛋白质需要量 ,进行研究的人较少。

曾江训等 (1988)以酪蛋白和鱼粉为蛋白源进行梯度

试验。结果表明 ,平均体重为 50177g～61169g 的幼

鳖 ,水温在 2315 ℃～3115 ℃范围内 ,投饲率占体重

4 %的条件下 ,饲料中蛋白质的适宜含量为 47143 %

～48116 %时幼鳖生长最好。徐旭阳等 (1991) 试验

表明 , 体重为 50177g ～ 60190g 的幼鳖 , 在水温

2115 ℃～3115 ℃时 ,日投饲料量占体重 4 %的条件

下 ,饲料蛋白质的最适含量为 47143 %～49116 %。

吴遵霖等 (1988) 对 412g～2714g 的幼鳖试验时发

现 ,配合饲料中动物蛋白源及含量是影响幼鳖生长

的主要原因。

对成鳖的最适蛋白质需求 ,川崎义一 (1986) 推

荐为 (未试验) 45 %。徐旭阳等 (1991) 试验表明 ,体

重为 117166g～151167g 的成鳖 ,在水温 31104 ℃±

3 ℃,日投饲量占体重 4 %的条件下 ,饲料蛋白质最

适含量为 43132 %～45105 % ,每 100g 鳖每天摄取

饲料蛋白质 11733g～11820g。涂涝等 (1995) 报道 ,

二龄鳖最适宜蛋白质需要量为 45 %～4813 %。王

凤雷等 (1995)采用正交设计法进行试验 ,结果表明 ,

101188g ±3146g 的鳖对饲料中蛋白质的适宜需要

量为 4715 %。石文雷等 ( 1992) 试验认为 , 体重

5117g～9812g 二龄鳖对饲料中蛋白质的适宜需要

量为 4610 %～4810 % ,颗粒浮性饲料要比粉末团状

饲料系数低 5 %左右。

中华鳖的不同生长阶段对最适蛋白质需求量虽

然有所差异 ,但大致都在 45 %～50 %的范围内 ,但

在实际生产中 ,应根据不同的鳖龄投喂不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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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饲料。

饲料中蛋白质来源有动物性蛋白源和植物性蛋

白源 ,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对中华鳖的生长作用也不

一样。研究者一般认为 ,动植物蛋白比例为 610∶1

～615∶1 时 ,其饲养效果和诱食效果都很好。郑小

非等 (1996)进行了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存在明显的

不重复性 ,他们在植物蛋白源品种、比例及其它条件

不变的前提下 ,将配方中的动物蛋白 ———鱼粉进行

品种调整 ,即使用美国产 (鱼粉中蛋白质含量为

66 %)和国产 (蛋白质含量为 58 %) 鱼粉进行喂养对

比试验 ,结果是使用美国鱼粉的甲鱼饲料在诱食性

和增重率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国产的。他们进一步试

验只使用美国产鱼粉 ,加上基本不含蛋白质的淀粉

制成饲料喂养 ,其结果在诱食增重等方面仍明显优

于其它添有植物蛋白的配方。因此 ,在甲鱼饲料配

方中 ,高质量的动物蛋白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植

物性蛋白源的作用则十分微弱。孙曙东 (1997)也提

出了在鳖饲料中的蛋白源以动物性蛋白为主 ,其比

例为 410∶1～610∶1。

中华鳖中常用的动物性蛋白源有肝粉、全蛋粉、

乳清粉和国产鱼粉 ,吴遵霖等 (1997) 在稚鳖配合饲

料中进行这 4 种动物蛋白效果的正交试验 ,其结果

是肝粉的含量对养殖效果影响最大 ,其次是全蛋粉

的含量 ,而乳清粉对养殖效果几乎没有影响。吴遵

霖等还就肝粉效果最好的原因作了分析 ,他们认为

从 4 种动物蛋白营养成分来看 ,可以初步解释这 4

种动物蛋白对养殖稚鳖效果的差异 ,肝粉中赖氨酸、

亮氨酸、精氨酸显著高于其它氨基酸 ,与鳖肉中所含

氨基酸比例较为一致 ,同时它所含氨基酸的总和绝

对量也高于其它动物蛋白 ,鸡蛋粉和乳精粉中氨基

酸总含量低 ,比例与鳖肉差异也大。即氨基酸的比

例决定了养殖效果。氨基酸尤其是必需氨基酸的比

例平衡对中华鳖的生长是很重要的 ,但到目前为止 ,

尚无有关中华鳖对氨基酸的需要量的报道。只有陈

焕铨等 (1988)研究了甲鱼的营养需求 ,列出了甲鱼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组成 ,其结果是氨基酸的组成比

例变化差异不大 ,其含量随着甲鱼生长蛋白质含量

增高而增加。

2 　中华鳖对脂肪的需要量

脂类是重要的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来源 ,同时还是

脂溶性维生素的载体。脂肪在消化器官内被消化酶分

解为脂肪酸和甘油而被吸收。一部分脂肪酸和甘油吸

收后合成体脂肪保存于组织中 ,另一部分变为热能。

鳖对脂肪的需求量比一般水生动物高。因为它是一种

水陆两栖的动物 ,活动力强。并且 ,中华鳖是非尿酸性

动物 ,在蛋白质分解代谢和排泄中能量损失较多 ,加之

鳖对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利用率不是很高 ,故在鳖饲料

中添加适量油脂是非常必要的 ,既能增加能量来源 ,也

表 2 　不同生长阶段肌肉脂肪酸的组成及含量 %

注 :11 资料来源 :王道尊 (1997) ;

21 ①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酸总量的百分数 ; ②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酸总量的百分数。

可提供鳖所需的脂肪酸 ,还能改善饲料的适口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中华鳖肌肉脂肪酸中不饱和

脂肪酸和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 HU FA) 的含量非常丰

富 ,并且从 1 龄鳖到 3 龄鳖 ,虽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变化很小 ,但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则有很大的差

异 ,1 龄到 2 龄之间变化不显著 ,但 2 龄与 3 龄之间

则发生跳跃式变化 ,从 381123 一下子降到 251633 ,

从表 2 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是由油酸 (C18∶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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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引起的。从中可以知道油酸对中华鳖具有重要

的作用。

正是因为油酸和亚油酸的作用 ,所以中华鳖的

饲料中必需添加一定数量的油酸或亚油酸。川崎义

一 (1986)研究发现 ,含有大量亚油酸的植物性油脂

(例如玉米胚芽油) 促生长的效果最好 ,在使用高蛋

白质含量饲料 (蛋白质含量在 51 %以上) 的情况下 ,

在饲料中添加 3 %～5 %的玉米油可提高饲料效率

115 倍。包吉墅等 (1992) 也认为 ,鳖饲料中脂肪适

宜含量为 3 %～5 %。涂涝等 (1995) 认为 ,2 龄鳖配

合饲料中脂肪适宜含量为 412 %～ 617 %。程伶

(1993)研究发现 ,以饲料效率为评价指标 ,鳖的配合

饲料中以添加 5 %玉米油为最佳。王凤雷等 (1995)

试验表明 ,鳖饲料中脂肪含量 (大豆油) 为 8105 %

时 ,增重率为最高 ,高于或低于此值 ,则增重率降低。

郑小非等 (1996)研究提出 ,只有在原配合饲料中粗

脂肪含量低于 3 %时 ,添加油脂才成为必需 ,而且添

加动物油或植物油均可 ,对甲鱼的生长无明显影响。

3 　中华鳖营养学研究展望

到目前为止 ,对中华鳖的营养需要研究还是比

较少的 ,比如氨基酸的种类和需要量 ,各种无机盐和

维生素需要以及各种营养物质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

作用机制的研究。此外 ,还应加强研究饲料原料中

可能存在的拮抗或有毒因子 ,为配制甲鱼配合饲料

提供依据。另外 ,目前使用的粘合剂一般为α- 淀

粉 ,但其生产成本较高 ,可尝试研究一些其它的廉价

替代品 ,还应加强鳖用促生产剂的研究 ,鳖的生长速

度慢 ,是甲鱼养殖最大的限制因素之一 ,如果能促进

生长 ,势必可大大提高甲鱼养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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