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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华乌塘鳢 ,俗称�鱼 ,是一种温水性浅海

鱼类。它主要分布在我国两广沿海泥质潮间带

海域 ,肉嫩味美 ,营养价值极高 ,是一种名贵的

海产鱼类品种。天然中华乌塘鳢为肉食性动

物 ,主要以各种小鱼、虾、蟹为食 ,特别喜食小

虾、小蟹。这种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 ,耐缺

氧能力较高 ,对盐度的适应范围较广 ,最适生长

温度为 22～30 ℃,最适盐度范围是 5～20 %。

在全淡水中仍能生活 ,但生长速度较慢 ;冬天水

温低于 13 ℃时停止摄食。在适宜条件下该鱼

的生长速度较快 ,一般在每年的 5～7 月放苗 ,

饲养 6～7 个月体重达 75～100g ,即可收捕上

市。此鱼经济效益较高 ,因而具有很高的人工

饲养价值。

然而 ,目前中华乌塘鳢还只能依靠天然鲜

活饵料喂养 ,国内外尚无相应的人工配合饲料

生产供应。一些养殖户在天然饵料不足时 ,只

好采用价格较高的鳗鱼专用饲料或完全不适合

的对虾饲料作为代用品投喂。这样 ,就严重限

制了中华乌塘鳢的大面积推广养殖。为此 ,我

们进行了本项目的研究 ,旨在能更好地推动中

华乌塘鳢这一优良品种的养殖发展。

2 　鱼体成份

本项目研究所采用的鱼体材料 ,是广西合

浦县南流江出海口捕获的天然生长成鱼 ,体重

40～50g ,体长 13～15cm ,捕获后于淡水中暂养

48 小时 ,测定前将鱼致死 ,取出内脏 ,然后用打

浆机搅拌成浆状 ,混合后取样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中华乌塘鳢鱼体的基本组

成物质主要是蛋白质和灰份 ,尤其是蛋白质含

量相当高 ,约占鱼体干重的 87 %。脂肪含量很

少 ,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其鱼体蛋白的必需

氨基酸 (除蛋氨酸含量较低外)和无机盐的组成

与虹鳟等其他鱼种基本相同 ,只是磷、钙、铁、锰

的含量相对较高一些。

3 　饲料配方

按照鱼类营养学理论 ,鱼类对营养物质的

需求与其自身的组成物质和比例相一致 ,而且

必需氨基酸、必需脂肪酸等在鱼体内不能合成

或合成量不能满足其生理和生长需要的营养物

质 ,必须从外界供给。

因此 ,结合上述鱼体成份分析结果和目前

饲料生产常用原料的特性我们选择了优质鱼

粉、大豆粕、酵母、麦麸等作为基本原料 ,经过一

系列的营养指标及成本可行性等运算 ,并充分

考虑中间环节的营养损失 ,最后确定了中华乌

塘鳢系列配方 (见表 1) 。

表 1 　中华乌塘鳢系列配方

原 　　料
添 　加 　量 　( %)

幼鱼料 成鱼料 越冬鱼料

鱼 　　粉 70 60 70

豆 　　粕 10 15 5

酵 母 粉 5 5 5

2 - 淀粉 10 15 15

鱼 　　油 1 1 1

其 　　他 3 4 4 4

　　3 :包括复合维生素、矿物元素、防霉剂、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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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些抗菌促长药物。

各配方饲料营养学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华乌塘鳢系列配合饲料营养学指标

种　类
粗蛋
白质
( %)

粗脂肪
( %)

粗灰分
( %)

粗纤维
( %)

适用期
(体重 g)

日投饵量
(体重

百分比)

幼　鱼 ≥47 ≥810 ≤17 ≤310 ≤15 10

成　鱼 ≥44 ≥810 ≤17 ≤310 ≥15 315

越冬鱼 ≥47 ≥810 ≤17 ≤310 ≤15 315

4 　配合饲料的颗粒形状、粉碎粒度及粘合剂的

确定

411 　颗粒形状的确定

首先以硬性微颗粒 (直径 011mm) 饲料投

喂体长 415～510cm 的幼鱼 ,发现幼鱼摄食后

又吐出 ,表明硬性颗粒饲料不适合中华乌塘鳢

幼鱼食用。而中华乌塘鳢成鱼摄食能力较强 ,

硬颗粒饲料投下后 ,往往未能充分吸水膨胀即

被鱼食入 ,在鱼体消化管内吸水膨胀 ,导致成鱼

腹胀死亡。因此 ,硬颗粒饲料对中华乌塘鳢幼

鱼、成鱼都是不太合适的。

试验证明对中华乌塘鳢投喂软颗粒饲料采

食状况良好。但目前我国对于软颗粒饲料尚未

普及 ,且生产成本较高 ,也不易保存 ,所以暂时

还难于推行。

因此 ,我们确定了粉末状饲料。在饲喂时

加水调湿 ,并捏成团状投喂。这种饲料质地柔

软 ,适口性好 ,无论是幼鱼或成鱼采食都很正

常。而且生产流程比较简单 ,产品也容易保存。

412 　粉碎粒度的确定

粉末状饲料的粉碎粒度直接影响到其粘聚

能力和鱼的摄食 ,粉碎粒度在 120 目以上时对

体长 4～5cm 的幼鱼摄食较合适 ,而 80 目时摄

食情况较差。至于成鱼 ,饲料粉碎度可适当大

些 ,但不能低于 80 目。因为低于 80 目的饲料

粘聚性能很差 ,投喂时散失较多。

在一定范围内 ,饲料粉碎粒度越小 ,鱼的消

化吸收效果越好。但也不能太细。经试验发

现 ,饲料粉碎粒度超过 250 目时 ,在加水捏团过

程中很容易造成团块“夹心”,即在团块饲料中

心呈干燥状 ,使鱼采食后容易出现腹胀死亡。

413 　粘合剂的确定

目前在食品、饲料生产中应用的粘合剂主

要有 H1J 粘合剂、小麦粉、海藻胶、α- 淀粉、羧

甲基纤维素 ( CMC) 以及变性淀粉等。其中

CMC 具有较强的粘合力 ,但如与二价或三价阳

离子反应后其粘合力即迅速消失 ,因而不适于

用来作中华乌塘鳢饲料的粘合剂。变性淀粉价

格太高 ,也不宜采用。

对其余粘合剂进行试验 ,结果 : H1J 粘合剂

对中华乌塘鳢粉末饲料并不适合 ;小麦粉的作

用效果略好于 H1J 粘合剂 ;海藻酸钠在实验中

以 015 %的添加量即有相当强的粘合力 ,饲料

被粘合成软胶团状 ,在水中保持 2 小时以上不

松散 ,但在大塘试验时效果很差 ,估计是海藻酸

钠的质量不够稳定所致。α- 淀粉是目前粉末

状鱼饲料 (如鳗鱼饲料) 常用的粘合剂 ,经过试

验 ,确定 15 %的添加量对中华乌塘鳢饲料粘合

效果较佳。

5 　饲养试验

为了验证我们研制的中华乌塘鳢配合饲料

的实效性 ,我们首先以幼鱼料进行了短期的饲

养试验 ,结果见表 3。

试验结果表明 ,试验料喂养中华乌塘鳢幼

鱼的效果良好 ,幼鱼生长速度与采用鲜活饵料

喂养的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体长每 10 天增长

110cm ,体重增长 411 倍。而且鱼体健壮 ,游动

活泼 ,无任何不良反应。说明此料基本上能够

满足中华乌塘鳢幼鱼生长的营养需要。

随后 ,我们进行了为期 100 天的大塘试验。

尽管整个试验过程环境条件较差 (鱼池无法纳

进海水 ,池内基本为淡水 ,加上降雨较多 ,池水

p H 值较低 ,长时间维持在 610～615 之间 ,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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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华乌塘鳢幼鱼料的试养效果

组别 种苗来源
水深

(m)

密度

(万尾/ 亩)

试养日期

8 月 4 日 8 月 21 日

体长

(cm)

体重

(g)

体长

(cm)

体重

(g)

增长情况

体长

(cm/ d)

体重

(倍/ d)

试验 人工孵化 016 2 4109 0165 518 512 01100 01410

对照 人工孵化 016 2 4120 0168 610 515 01106 01416

　　注 :水温 30～33 ℃,盐度 < 3 %。

p H 值更降至 610 以下 ,最低达 418) ,但鱼仍能

正常生长 ,试验结束时 ,鱼的最大个体体长达

12～13cm ,体重达 25g ,平均体长 10～12cm ,体

重 15g。据统计 ,100 天试验期的饲料系数约为

310。同时 ,对成鱼 (体重 50g) 的饲养试验 ,也

证实了此系列中华乌塘鳢配合饲料完全适合该

鱼种人工养殖的营养和食性要求。

6 　讨论

1)在此系列配合饲料的生产过程中 ,对原

材料的质量要严格检控 ,确保使用高质量的原

材料 ,尤其是鱼粉。质量低劣的鱼粉 (鲜度较

差 ,鱼油被氧化) ,对鱼体具有很大的毒害作用。

我们曾投喂过用质差鱼粉配成的饲料 ,结果鱼

的摄食状态普遍不佳 ,有少部分鱼还出现了消

化不良的症状 ,尽管及时投喂药饵进行补救 ,但

仍造成部分鱼的死亡。

2)对于豆粕原料 ,由于其含有胰蛋白酶抑

制因子 ,会导致鱼体消化不良 ,降低饲料效率 ,

因此在使用前应经过 110 ℃加热 50 分钟的灭

活处理。

3)饲料的粉碎粒度应达到 200 目左右 ,这

样有助于鱼的消化吸收和饲料的粘合性能。

4)粘合剂的使用必须保质保量 ,否则会造

成饲料营养成份散失 ,使其达不到应有的饲养

效果 ,又导致水质污染。

5)中华乌塘鳢对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的具体

需要量尚未有最佳的数据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探索和研究。在此项目研究中 ,我们根据鱼体

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组成的情况 ,用 25kg 对虾矿

物质和 15kg 对虾多维 (每吨配合料中的添加

量)代替。

6)根据中华乌塘鳢的摄食习性及其生长规

律和营养需求情况 ,我们初步确定此系列饲料

的日投饵量为幼鱼 8 %～10 % ,成鱼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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