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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中必需脂肪酸对中国对虾体 

内必需脂肪酸含量的影响 

任泽林* 奎受 薛长湖 
—  

岛海洋大学， 266003) 

摘 要 用正交设计法设计亚油酸(18：2n一6)、亚麻酸(18：3n一3)、二十碳五烯酸(20： 

5n一3)和二十二碳六烯酸(22：6n一3)3因素、3水平饲喂中国对虾试验，结果表明，对虾体内 

4种必需脂肪酸(EFA)含量随饲料中4种必需脂肪酸含量增加而增加。当饲料中亚麻酸、二 

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含量分别为0．84％～1．10％、0．21％～0．48％和0．37％～ 

0．74％时，养殖对虾与野生虾体内这3种必需脂肪酸含量接近。由于饲料中亚油酸含量较 

高，所以养殖虾体内亚油酸含量高于野生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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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是中国对虾(Penaeus chinensis)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物质，其需要量的研究已有报 

道I4。 。脂肪中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或合成甚少，必须由饲料中提供。必需脂肪 

酸作为细胞膜磷脂的前体，对鱼虾体内的必需脂肪酸组成、鱼虾生长、成活及饲料效率等有 

重要影响[ · · ～ · - · 。 

关于中国对虾野生虾与养殖虾脂肪酸组成的比较研究已有零星报道_1 】，作者已进行 

了中国对虾必需脂肪酸营养需求的研究_2】，本文重点探讨饲料中必需脂肪酸对对虾肌肉必 

需脂肪酸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用油 

本试验采用香油、亚麻油、菜籽油、豆油、花生油、鲤鱼油和鲐鱼油，测定各种油中亚油 

酸、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含量(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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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用虾 

中国对虾，取自青岛市黄岛养殖场，平均体长和体重分别为7．14 crn和5．14 g。 

1．3 试验饲料 

基础饲料以不含脂肪的原料组成，如表2所示。 

衰2 基础饲料的组成 

Table 2 Composaim  0f the basal diet ％  

饲料成分 dt 吉量 contem 饲料成分 dt 吉量 cc~em 

酪蛋白 caseM 42 50 

翠室耋善 一蒯一  榴精dextrin 20加 嘲腔 14 45 
胆固本 ddeste~ 0 20 
褐藻胶 山 2．加 

鱼油中同时含有加：5n一3和22：6n一3，2者难于分离，因此将2者作为1个因素处理。 

每1水平中20：5n一3与22：6n一3比倒保持在0．58：1左右。按正交表 (34)设计 9组饲 

料，每组3重复。其中亚油酸水平为：1．4％、2．2％、3．0％：亚麻酸水平为：0．5％、0．9％、 

1．3％；20：5n一3与 22：6n一3水平为 ：0．23％ +0．40％、0．46％ 十0．踟％、0．69％ +1．20％。 

按表3添加各种油使 l8：2—6、坞：3n一3、20：5n一3、22：6n一3达到所要求的量。各组饲料中 

不饱和脂肪酸及粗蛋白、粗脂肪含量见表4。 

衰3 各组饲料添加油■ 

T_ e 3 Oil content addedtothetest diets 

1．4 饲养方法 

对虾运回后，于水泥池暂养2 d，挑选健康活泼，无病无伤大小近似的虾随机分置于36 

个聚乙烯网箱中(100 an×55 crn×95 anI网眼为加 目)，每网箱水体400 L-每个网箱放虾30 

尾，投饲量为虾重的6％，每天8：00、15：00各投喂 1次。投喂前抉水，换水量为80％。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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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虾及残饵及时捞出。全天充气，水温21～26℃，pH 7～8，盐度30--32，饲养45 d(1992—08 
— 20～1O一05)。 

衰4 各组饲料中不饱和唐肪酸夏粗置白、粗唐肪含量f测定值、干基％) 

Table4 C~mtents ofEFA-crude prote~ andfatinthetest diets(％ of drymatter basis) 

注：A．18：2n一6，B．18：3n一3，C．20：5n一3十22：6ua一3，其下方数字表示水平散。 

1．5 成分分析 

1．5．1 粗蛋白 用凯氏半微量定氮法测定[9,23]。 

1．5．2 粗脂肪 用索氏提取法测定[11,19]。 

1．5．3 必需脂肪酸 取饲料0．15 g(虾肉5 g)加氯仿和甲醇(2：1)，研磨浸提24 h．过滤，静 

置，抽去上层清液，将下层氯仿通过无水硫酸钠过滤，滤液收集于干燥烧瓶中，蒸去氯仿．将 

所得到的脂肪进行甲酯化，然后加入右油醚、苯混合液(1：1)提取甲酯．用GC一9A气相色谱 

仪分析，分析条件为： 

色谱柱：玻璃柱3mx∞ m ，柱温：20012(恒温)．进样器和检测器温度：250℃．担体和填 

充液：15％DEGS装在 01 r∞∞bW—AW(8o～100目)担体上，载气 ：1O rill／ n。 

2 结果与i,-J~ 

对虾体内各种必需脂肪酸含量见表 5，表6中数据由表4和表5计算而来。从表6可 

见．虾体内各种必需脂肪酸含量随着饲料中各种必需脂肪酸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当饲料中 

18：3n一3、20：5n一3和 22：6n一3含量在0．84％～1．1O％、0．21％--0．48％和 0．37％～0．74％ 

时则养殖虾和野生虾这几种必需脂肪酸含量接近。同时，养殖虾体内18：2n一6明显高于野 

生虾，这与配合饲料中18：2n一6含量高有密切的关系。相似的结果出现在鲤鱼(Cypr／ma 

ca~o)、虹鳟(Sabno gairdneri) J、鳗鲡(Anguilla如 )【1o]及真鲷(HrYophrysmajor) 加j。 

Leafy等 报道养殖斑节对虾(Penaeus m幽 1)体内 20：4n一6和 22：6n一3含量低于野 

生虾，而对中国对虾研究发现，通过改变饲料中 18：3n一3、20：5n一3和 22：6n一3含量．可使 

养殖虾体内这几种必需脂肪酸接近野生虾，但如何使野生虾与养殖虾体内18：2n一6接近．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为实现饲料中4种必需脂肪酸不同水平．采用多种油以不同比例进行添加，这对试验结 

果产生影响很小，一是因为中国对虾不能利用非必需脂肪酸或其它营养物质合成必需脂肪 

酸，故各种油中非必需脂肪酸不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二是中国对虾将亚油酸转化为二十 

碳四烯酸(20：4n一6)、亚麻酸转化为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的能力很低【 ，故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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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n一6 18： 一3 20：5n一3 22：6n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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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etary essential fatty acids(EFA) 

on the EFA contents in Penaeus chinensis 

R日lZelin LiAijie Xue0 

‘ =髑∞mi e培时 0f q唱da 2~5003) 

Abstcaet Atrial was desi酬 by r嘲 Ils。f饼击曜两 method协est~natetheinfiu~ceof18：2n一6， 

18：3n一3，20：5n一3 and22：6n一3indiet ol3the cc~terdsofthemin prawns(Penaeus ch／nens／s)． 

Ⅲ1e re~ ts sho~xlthatthe contents 0fⅡ、Ain prawnsincreasedwiththeincreaseingl Is。fⅡ、A in 

diet．丑1e ocelt~nttsof Ⅸ、A a einhmaed prawns&re：0 espcn曲 y close协 thoseinwild prawns 

w}1en contents of18：3n一3，2O：5n一3 and 22：6n一3 in diet are 0．84％ ～ 1．10％．0．21％ ～ 

0．48％ and 0．37％ ～0．74％．respectively．1hel vel。f18：2n一6 in prawm is higherthan 

dIatinwild prawm beaeause 0fits higherleveli13．diet． 

Keywords Penaeus chinensis，EFA,dietary，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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