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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和豆饼 的比例对黄颡鱼生长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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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平均体重 儿 3 g的385尾黄颗鱼为实验动物随机分为7组．用 3种不同鱼粉和豆饼比例的饲料，进行 

64 d饲养试验，结果表明；饲料 中蛋 白质古量 38 46％具有显 著的增重效果 (P<0．01)，蛋 白质利 用串 12．66％， 

鱼村 和 豆饼 的 比例 为 l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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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额鱼 (PeIteo~zgrus fulw'draco)是底栖杂食 性 

鱼类 ，偏食动物性饵料 。肉味鲜美 ，近几年对黄 颓 

鱼 的需求量 增加 ．单靠 天然 捕捞 已远远 不能满足 需 

要 ．因此进行^工养殖研究 已是 当务之急 ，而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 是研制 经侪适 口且生 长速度 快的^工 饲 

料。为此，笔者 于 2000～2001年对黄额 鱼 的蛋 白质 

需求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材 料和 方法 

1 l 饵 料 

根据黄额鱼偏喜动物性饲料和对饵料气昧灵敏 的 

特点 ，本着饲料原料 易得兼顾喜食性等原则口]，共设 

计了 3种不 同鱼粉和豆饼 比例的^工配合饲料 ，分别 

编号为 l、2、3。各种原料粒度小于 40目。为改善配 

合料的气昧 ．提高适 口性，特加入腥味引诱剂⋯ 。各 

种配方 的组成及 营养成 份见表 l、表 2。样品分析采 

用国际常规营养成分分析方法¨】。 

表 l 饵 料配 方组 成 ％ 

塘 号 蛆 蛋 白 粗脂肪 粗 圩维 无 氰 浸出物 蛆藏 舟 总能瑚 h 

收 藕 日期 ：2001—04—25； 修 回 日期 ：2001—07 12 

茬豁异 妻 1贼970 谮  撇 

l 2 食饵鱼及放养 

自行繁殖的黄颓春片鱼种 385尾 ，平均体重 “．3 

g(10．3～17．2 g)．随机分成 7组 ，每组 55尾 ，称重 

后放人各水族箱 中．水温升 至 22℃ 以上正式 开始试 

验 ．分投 1、2、3号饵料 ，另设 一组 为对照组 ，继续 

投天然饵 料河 蚌 。试 验从 2000年 5月 14日开始 ， 

2001年 5月 2日起补做重复试验一 次。 

l 3 试验用水源及设备 

选用民用 自来水 ．经曝氧放氯处理后再放人鱼缸 

中。试验在常德师范学院实 验基地进行。使用水族箱 

7个 ，均为 100 cm×45 cm×50 cm．水深保 持 25 cm 

早晚定时充氧。1／3水面放养 l0株水葫芦遮光¨J．并 

保持安静。 

l 4 饲养 管理 

每 日投饵量 约为鱼总体重的 5％～10％．于 7：00 
～ 8：00、12：00～13：00、18：00～19：00分 3次投 喂 ． 

每次投饵量依次为 日粮 的 1／4、l／4、1／2 同 时报据 

天气 、摄食强度 、水温等变化情 况及时调整投饵 量。 

每 日早晨换 水 l／3并除去食物残渣 。每隔 7 d洗箱 1 

次 ，清 除箱壁箱 底污物。 

1 5 评 价方 法 

增重率 n=15、饵料系数 ，蛋 白质利 用率 

及增加 l kg黄额鱼体重的饵料成车 y为依据 ，综合评 

定各饵 料营养债值和饲养效果。其 中： 

f 1：鱼生 翼兰鱼圈堑皂堕l ： ! 2 尾均摄饵量
×饵料粗蛋 白古量 

× l00 

= 盟 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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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 结 果 

经过 64 d的配合料投喂试验 ，结果见表 3。 

裹 3 各 配方 饵 料饲 彝效 暴 

试 验蛆  ̈I／g m21g 711 ／g 口／％ m 3／g i P／％ ／元 

1 

2 

3 

对 瓜组 

11 18 22．64 11 47102 60 36．20 3 16 12 66 4 62 

11 58 21 03 9．44 81 52 35 21 3 73 11 09 4 95 

11 35 1B 87 7 52 66 25 33 54 4．46 9 63 5 18 

11 30 16 05 4 75 42 04 38 20 8．04 

洼 ⋯ t 平均 相重 ； 2：平均 辫 重 ；m ：尾 均 增 重 3 尾 均 擐 

饵量 

由表 3可知 ，增重 率 以 1号 饵料最 高，平 均为 

102．60％；对照组最 低，平 均为 42．04％ 三个水平 

问差 异极显著 (P<0．01)；饵料系数 以 3号最高 ．达 

4．46；饵料蛋白质利用率仍 以 1号配饵最好 ，但们较 

低 ，仅为 12．66％；每增加 1 kg黄颡鱼成本“ 1号 最 

低 。试验期间水温 22-28℃，pH值 6-8～7．5．含 氧 

量充足 ，符合水质要求 。 

在车试验条件下 ，纵观各配方饵料饲养黄颡鱼 的 

效果 ．可以认为 1号配合料较好。不过饵料系数仍 偏 

高。饵料蛋 白质利用率低 ，其原因可能是蛋能 比不 舍 

适，未考虑各必需氨基酸问 的平衡问题 ，选还有待进 
一

步试验来改善配方 。 

3 讨论 

3．1 黄颡 鱼增 重 以 1号饵 料较 快，分 析原 因在 于 ： 

鱼粉的含量较高 ．气味相 对较浓 鱼 摄食较 为强烈 ． 

且饵料 中蛋 白质含量 较高 ，基本 满足黄 颥鱼生 长要 

求 。从奉试验结果表明黄额鱼最低生长所需的饵科蛋 

白含量 为 38．46％ 略 高 于鲤 的 38％，低 于青 鱼 的 

41％，而高 于鲩鱼鱼种的 22．71％～27．66％⋯ ．表明 

黄额鱼对蛋 白质的需要量介 于草食性和 肉食性鱼类之 

间 与杂食性鱼类较相近。对照组 以蚌 内饲 养饵料 系 

数为 8．04 与余水 全、丁云辉 的饵料系数 8．15较 

为 接近 。 

3 2 由于条件所限 ．试验场地过 于狭窄 未能 模拟 

黄颥鱼 自然生态环境 ，使其适应新环境时间加长 而 

影响其摄 食强度 ．继 而影响了增重率 。所有缸 中的鱼 

均有死亡现象 ，原因在于鱼缸底棱角 突出，使鱼擦伤 

发炎 感染 所致 

3．3 本试验仅对饵料 中蛋 白源鱼粉 和豆饼 比例对黄 

额鱼增重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 结果 以鱼粉和豆饼 比 

例为 1 0．5增长 最快 与潘勇 一等对食性 相近 的花 

鲈的研究结果 1：0．72～1 1．15的结论有 差异 。试 验 

并没有探讨黄颥鱼对其他营养成分 的最适要求 ，以后 

需进一步试验。 

参 考 文献 ： 

[1] 王令玲 ，仇潜如，邻世平 ．等 ．黄颓鱼生物 学特点及其 繁 

殖和饲养[J]．赣水渔业，1986(6)：23—24 

[2] 橱风 ．动物营养[M]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3 7-8． 

[3] 余宁，陆盒平 ．李广城 等 ．黄颗鱼生长特征与食性的研 

究 [J] 水产养殖 ，1996(3)：19—20 

[4] 生 国饲料工业标 准诧技术委 员舍 饲料工业标准汇绾 

(上)[M]．北京 ：中国标准 出版杜 1996．22—42． 

[5： 捌景桢 邱春刚，李广坡，等 池塘养殖 黄霸鱼试验[J]． 

水产科 学 ．2000，19<4)：19—20． 

[6] 王育锋 ．彭秀真，周嗣泉 等 黄蜡垒价配合饲料 的研斜 

[J] 饲料研究 ，1996(4)：7—8 

[7] 黄峰，严安生 熊传 ．等 黄颢鱼的古内率及鱼内营养评 

价[J]拔水渔业 1999．29(1O)：3—6 

8] 橱代勤，陈芳 李遭矗 等 +黄鳝的营养素需要及饲料最 

适能量蛋白比【J]．水产学报 2000(3)：259 

：9] 余求生 丁云辉 蚌肉嚷养黄颞鱼技果好[J]．江西水产 

科 技 ．1991(2)：29—30 

[10] 潘勇，王福强 ．刘焕亮 ．等 ．花舻配合饲辩中鱼粉与豆 

帕适宜比例 的研究 [J] 大连水产 学院学报 2000，15 

(3j：187—163 

Influence of Proportion of Fishmeai to Soybean M eal 

on Growth in PeIteobagrus fulvidraco 

HAN Qing，LUO Yu—shuang，XIA We[一fu，LIU Liang—guo，WANG Wen—bing 

(Deapartment of Biology，Changde Teachers College，Changde 415003．China) 

Abstract：Using three levels of protein formutated diet 385 Pdteobagrus futvidra~-o with an average initial weight of 11．3 

g，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7 groups(one control and six treatments)in ieeding trial for 64d to study the optimal tevels 

of protein-The aignificandy(P<0 01)higher bobyweight gain was observedinfeedingthe diets at 38 36％dietary pro— 

tein·Protein eBieiency ratio of the diet WaS 12．66％ The proportion of fishmeal to soybean meal w∞ 1：0
． 5 

Keywords：PelteobagrusA lvidraco；crude protein；requirements of nutr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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