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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赤鳞鱼 ( v ar i co ,.h 动
“ 、

sP
.

)属鲤科
、

鱿亚科
、

突 吻鱼属
,

栖息于泰山深处海拔 27 0 ~ 80 0m 区段山涧

溪流中的野生名贵鱼种
,

以其肉嫩味美
、

营养丰富和独特的药用保健价值而驰名中外 [李 达等
,

1 9 8 3〕
。

为了

更好地扩大养殖
、

开发及保护赤鳞鱼资源
.

就必须开展赤鳞鱼营养素需求量和 人工配合饵料等方面的研究
。

为此本试验应用正交设计法
,

就赤鳞鱼对饲料营养素需求量及最适能蛋比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试验鱼取自山东农业大学赤鳞鱼 养殖基地
.

共 18 。 尾
,

为同批卵孵化的 7 月龄鱼
,

将试验鱼随机等分成

9 组
,

分别饲养在 6 o m 丫 Z s m 丫 3 o m 的玻璃水箱 内
,

试验从 一9 9 0 年 一2 月 3 0 日开始到 1 9 9一年 s 月 3 0 日结

束
。

1
.

2 试验条件

室 内饲养
,

日光灯全 日照射
,

水温 13 一 18 (
· ,

p H 为 7
.

8一 8
.

。 ,

每 日两次投喂 (上午 9 :

00
,

下午 4
:
o 。 )

,

每

日上午排污
,

加换部分新水
,

水源系曝气 自来水
.

1
.

3 饵料设计

按 L
, ( 3’ )正交设计表

,

将粗蛋白 ( 40 %
、

35 写
、
3 。% )

、

氨荃酸添加剂 (3 写
、
2肠

、
1肠 )

、

维生素添加剂 ( .0

03 纬
、
0

.

02 %
、 。

.

01 % )和混合无机盐 (0
.

2%
、 。

.

1纬
、
0

.

05 肠 )作为 4 个试验因家
,

各分 3 个水平
,

配成 9 组饲

料 (表 1 )
,

以鱼粉
、

豆饼为蛋白源
,

玉米油为脂肪源
,

用枚甲基纤维素粉作粘合剂
,

无机混合盐按美国药典 XI

收稿 日期
. 1 9 , 4一 0 8一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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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盐塑 2加微量元素配制 [M a zi d等
,

1 97 9〕
,

维生素用混合鱼用维生素
。

营养成分测定

粗蛋白采用改 良双缩脉法
,

水分采用烘干法
。

实测值见表

评定指标

… _ _
_

_

习V t一 W
O

相对增重率 ( % ) ~ 二瑞
二

二 丫 100.。
· J , 。

~ 一
、 , “ 产

叩V O

蛋白质效率 ~

饵料系数一

、 V t 一W
O

F X P

F

W
t 一W

o

日生长率一 ( y 丽丁丽石一 l) x lo 。%

式中
.

w
。 、

w
t 分别为试验开始和结束时鱼体总重 (克 )

,

F 为摄取饵料重量
.

P 为饲料中蛋 白质百分含

量
,

T 为试验天数
。

表 1 试验饲料的组成成分 (沁 )

T a b l e 1 C o m OP s i ti o n o f t址 e x eP r im e n at l d ie ts ( % )

组 别 1 2 3 4 5 6 7 8 9

鱼 粉 4 5
.

5 8 4 5
.

5 8 4 5
.

58 2 0
.

9 7 2 ( )
.

9 7 2 0
.

9 7 2 0 2 0 2 0

豆 饼 2 3
.

4 1 23
.

4 1 2 3
.

4 1 4 8
.

0 3 4 8
.

0 3 4 8
.

0 3 3 4 3 4 3 4

玉 米 2 0 2 0 20 2 0 2 0 2 0 3 0 3 0 3 0

玉 米 油 2 2 2 2 2 2 2 2 2

氨基酸 添加剂 5 2 1 3 2 1 3 2 1

多维素添加剂 0
.

0 3 0
.

0 2 0
.

0 1 0
.

0 2 0
.

0 1 0
.

0 3
『

0
.

《) 1 0
.

0 3 0
.

0 2

混 合无机盐 0
.

2 0
.

1 0
.

0 5 0
.

0 5 0
.

2 ( )
.

1 ( )
.

1 0
.

0 5 0
.

2

纤维素粉 4 ,
8 2 5

.

2 8 6
.

2 8 4
.

4 3 5
.

4 3 6
.

4 3 9
.

4 10
.

4 1 1
.

4

粘 合 剂 1
.

5
、

1
.

5 1
.

5 1
.

5 叉
.

5 1
.

5 1
.

5 1
.

5 1
.

5

农 2 蛋白质
、

水分实测值 ( % )

T a b le 2 hT
e d e t e r m i ne d va l此 o f P r o et i n a n d w a t e r i n t h e et s t d i e t (写 )

组 别 1 2 3 4 5 6 7 8 9

水 分 8
.

8 8
.

7 8
.

6 9
.

5 9
.

4 9
.

3 9
.

6 9
.

7 9
.

8

蛋 白 质 4 2
.

1 2 4 1
.

5 8 4 0
.

8 6 36
.

8 2 3 6
.

3 8 3 5
.

8 6 3 1
.

9 1 3 1
.

6 2 3 1
.

2 4

2 结果与讨论

九组试验饵料饲养结果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见
,

在人工饵料饲喂下
,

泰山赤鳞鱼成活率均为 1 00 纬
。

2 号

饲料的饲养生物学指标占首位
,
7 号和 9 号饲料效果最差

。

其中
,
2 号饲料的总能为 3 36

.

23 千卡 /百克饲料
,

能蛋比为 8
.

09
,

在这一饲料饲喂下的 l 龄赤鳞鱼体重可达 4
.

88 士 0
.

8 89
,

而野生状态下的 1龄赤鳞鱼体重仅

有 l
·

54 士 .0 51 9
.

这表明在人工养殖的条件下
,

赤鳞鱼能够得到充足的最佳营养素配比的饵料
、

适宜的温度
、

清洁的生态环境及远离天敌
,

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使赤鳞鱼在人工养殖条件下达到 10 0%的成活率及生长

速度大大加快
,

并且在冬季仍能保持较快的
_ _ 长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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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组试验饵料饲养效果

Tab l e3b T e
f

e ed in gef f
e e to sf t he exp er im en tad l i e t s

组 别 2 1 34 0 5 7
`

5 9

试验

开始

试验

结束

总重量 ( g)

尾 数

总重量 ( g)

尾 数

4 4
.

4

2 0

1 9
.

4

2 0

4 4
.

6 2 9
.

8 2 8 2 2 9
.

8 2 8
.

2 2 9
.

0 2 9
.

0 2 3
.

6

2 0 2 0 20 2 0 2 0 2 0 2 0 2 0

9 7
.

4 6 6
.

0 38
.

4 4 2
.

2 3 7
.

8 4 7
.

2 31
.

8

成活率 ( % )

总摄饵量 ( ) g

总增重 ( g)

饵料系数

增重率 ( % )

蛋白质效率

日生长率 ( % )

营 养素各水平

正交组合

10 0

80
.

0 1

4 7
.

0

l
。

70

10 5
.

9

1
.

3 9

0
.

4 8

P AV S

1 1 1 1

竺
10 0

竺
10 0

5 3_

8

Z( )竺
1【U )恙 竺

IU U

竺
10 0

竺
10 ( )

8 9
.

79

52
.

8

1
.

70

18 1
.

4

1
.

4 1

0
.

2 5

V P A S

2 12 2

::…: :: :
44

。

6

8
.

2

1
.

80

12 1 5

1
.

6 3

0
.

5 3

V P A S

1 3 3 3

10 0

15
.

2

2 4
.

0

2
.

1 3

8 0
.

54

1
.

2 7

( )
.

3 9

V P A S

2 12 3

2
.

73

6 8
.

4 2

1
.

10

0
.

3 5

P AV S

2 2 31

50
.

8

14
.

0

3
.

6 3

4 9
.

6 5

0
.

7 7

0
.

2 7

PV A S

2 32 1

15
.

2

8
.

8

5
.

82

0 3
.

34

0
.

54

0
.

18

PV A S

31 32

2 5
.

8

18
.

2

2
.

90

6 2
.

6 7

1
.

0 9

0
.

3 3

P AV S

32 1 3

5
.

4 4

4 3
,

7 5

0
。

5 9

0
.

2 0

P A V S

3 3 2 1

注
:

表中 P
、

A
、

V
、

S 分别表示 蛋白质
、

氨基酸添加剂
、

多维素添加剂和混合无机盐因索
.

下表同
.

表 4 营养紊对生长指标的影响

T a b l e 4 T h e e f f e e ts o f n u t r ie n ts f o r g r o w t h i n d e x

化 ` 二 . 名水平平均指标值 , , , , 协
_。 二

万日 vJ 、 吝。 J 戈卜

—
让 ( 名己 U系 笼凡 切 J Z」、 习「

1 ` J

几凡叭3S72
.

6 8

14
.

5 6

15
.

6 9

2 2
.

1 4

lP凡叭岛一孔斑叭s3一lP灿vl乳27060210一15261233一97187101

606320竺243335竺24”97丝72456228

相对增重率
A

V

1 15
.

3

7 2
.

2 6

7 2
.

7 7

6 9
.

6 9

0
.

5 1

6 6
.

2 0

8 3
.

1 9

7 7
.

8 9

6 6
.

1 3

4 2

6 8

6 2

8 8

日 生 长 率 ::
::

;:

O
.

0
.

0
.

O
。

...000

VAPS

.

…
,1000...000L

34403732一02

月声O甘111几00护

.

…
. .二叹二ùCIùPVAS

蛋白质效率

.

…
q自11C
1.几

....4332
咋J499
曰只

月任0月了.

…
6̀介̀口é口U

353634一39070800一73227429

1
.

l
。

1
.

1
.

l
.

3
。

2
.

3
.

PVAS

饲 料 系 数

运用方差及极差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

结果列于表 4
。

由表 4 可见
,

影响四项生物学指标的因素

由大到小依次为蛋白质水平> 无机混合盐> 氨基酸添加剂 > 维生素添加剂
.

饵料蛋白质水平对上述各项生

物学指标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 (P < 0
.

0 5 )
,

并且各项生物学指标均 以蛋白质取第一水平时的值 ( 40 % )为

最佳
。

这比一般鲤科鱼类 日粮蛋白质需求量要高
,

如幼院为 36
.

70 % (以酷蛋白为蛋白源 )[ 毛永庆等
,

19 85〕
,

鲤为 30
.

8 0 % 【刘焕亮等
,
1 9 8 8〕

.

这主要是由于野生状态下赤鳞鱼喜食高蛋白含量的摇蚊幼虫
、

白川谷蚌聪

等昆虫或其幼虫
,

因而家养状态下赤鳞鱼仍需高蛋白含量的日粮
.

混合无机盐为第二影响因素
,

其最优水平

是 0
.

05 %
.

这比一般鱼类的需要水平要低
.

0 91 加 等【1 9 7 5」曾报道
,

虹缚和鲤饲料中混合无机盐 ( M
c
C ol

-

lu m :
混合盐冲 18 5 加徽量元家 )的最适水平为 4 ~ 5 %

,

继续增加混合无机盐的水平
,

鲤鱼生长就受遏止
。

N o s e

等〔1 9 7 6 ]发现鳗鲡的生长以添加 8% ( U S P ” 混合盐冲 2 加微 t 元素 )的最好
。

K a n a z a w a

等 [ 1 9 8 0 ]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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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纯 ( F
o g o

r ul,r i Pse )的研究结果是混合无机盐在饲料中最适含量为 4%
,

再增加则生长下降
。

而泰山赤鳞

鱼配饵中无机盐含量以 0
.

05 % 为最佳
,

这可能主要与下述两种因素有关
:

其一
、

赤鳞鱼 具有较强的用鳃或

鳍从水中摄取一定无机质的能力
;
其二

、

饲料鱼粉
、

豆饼及玉米粉中均含有一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

因而

配饵中只需添加 。
.

05 %的无机混合盐 (含微量元素 ) 即可满足泰山赤鳞鱼正常生长和维持所需
,

继续增加配

饵中无机盐的水平
,

赤鳞鱼生长就学遏止
.

综合分析表明
,

7~ 12 月龄泰山赤鳞鱼最佳生长的饲料粗蛋白含量为 41
.

58 %
,

混合无机盐含量为 。

05 肠
,

维生素添加剂含量为 0
.

02 %
,

氨基酸添加剂含量为 2肠
,

饲料总能为 336
.

23 千卡 /百克饲料
,

能蛋比

为 8
.

0 9
。

从饲养效果分析
,

本试验的最佳 日生长率为 。
.

52 %
,

蛋白质效率为 1
.

41
,

饵料系数为 1
.

70
。

本试验

将为泰山赤鳞鱼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生长规律及人工配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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