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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摄饵促进物质与先进养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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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是获得养鱼高产的重要因素
。

要提高产量
,

就必须设法提高鱼类的摄饵量及促进营养物质 的

吸收利用
。

通过全价优质饵料
,

良好的养殖环境
,

增加投饵量等强化养殖
,

是获得高产的根本措施
。

然

而
,

由于种种因素(适口性
、

质地等 )的影响
,

投喂的饵料往往不能为鱼类以最佳的速度所摄食与吸收利

用
。

只有在饵料中添加有极易引诱和刺激鱼类食欲的物质— 摄饵促进物质
,

才能提高鱼类对饵料的

摄食量和促进其迅速生长
,

达到增产的 目的
。

鱼类的摄饵促进物质是鱼类的摄饵引诱物质和摄饵刺激物质的统称
,

即指能将鱼类吸引到饵料周

围和引起鱼类食欲并促进其完成吞食饵料过程的物质
。

鱼类摄饵促进物质在配合饵料中的作用愈来愈

明显
,

势必引起水产界鱼类营养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与致力研究
。

一
、

鱼类对摄饵促进物质的效应特点

鱼类对某种饵料的嗜好程度
,

是由饵料中含有的摄饵促进物质状况而定
。

而鱼类对摄饵促进物质

的效应与作用
,

是通过鱼类的视觉和化学感受器 (嗅觉及味觉 ) 来实现
。

冯昭信等 〔19 79 〕
、

赵传细等

l[ 989 〕
、

卡尔〔19 89 年中译本 ] 指出
,

栖息于水域中的大部分鱼类
,

其视觉能感受颜色的刺激
,

可根据光

的明暗程度和颜色来区别物体
,

亦能看到岸上的物体
。

嗅觉能接受水体中低浓度化学物质的刺激
,

有感

受气味的能力
,

能区别化学物质且极灵敏
。

嗅喷内的褶皱尚能增加其与外界水环境的接触面积
,

以提高

嗅觉的灵敏度
,

因此鱼类利用嗅觉寻觅及辨别食物的能力很强
。

那些在弱光的混浊水和底层物质或值物

间寻找食物的鱼类
,

探知食物乃是依赖嗅觉的功能
。

味觉则能感受化学物质的刺激
。

味觉通过味蕾而司

感觉作用
。

鱼类的味蕾遍布体内外
,

口
、

唇
、

头
、

体侧
、

尾
、

触须与某些变化的鳍条以及 口腔
、

舌
、

咽
、

鳃腔
、

食道均有分布
。

鱼类的味蕾依靠完善的构造辨别食物的甜
、

苦
、

咸或酸及蜕妇
、

蚕蛹
、

牛奶
、

氨基酸及其

它食物提取物的味道
。

鱼类在水体中进行索饵时
,

当其接受某种饵料物质刺激时
,

视觉和化学感受器均

立即产生效应并相互配合
,

决定是否接近乃至最后的取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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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鱼类在水体中
,

通过视觉
、

嗅觉和味觉的密切配合
,

能迅速而准确地完成从觅饵到摄食的一系

列活动
。

在养鱼生产中
,

当人们投喂饵料时
,

鱼类的视觉
、

嗅觉及味觉均同时依赖各自的生理功能作出

相应的反应
,

共同完成从索饵到摄食的整个过程
。

二
、

鱼类摄饵促进物质的种类
、

特性及养鱼效果

随着人们对鱼类摄饵引诱物质和摄饵刺激物质的研究逐步深入
,

将促进先进养鱼业的迅速发展
。

作

为鱼类的摄饵引诱物质和摄饵刺激物质
,

其功能是多方面的
,

有的种类既是鱼类的摄饵引诱物质和摄饵

刺激物质
,

同时又是良好的饵料物质
,

或者是防治鱼类病害的特效药物 ;有的种类则是全部俱备
。

1
.

纸 绷 黄福珍等〔19 8 4 〕
,

陈琳
、

唐皖江〔19 88 〕
,

杨仕慈〔19 8 ;8 199 3〕报道
,

蛆月的粗蛋白含量为

60
.

4 3~ 6 6
.

6男
,

且氨基酸种类齐全
,

粗脂肪组成优良
,

无氮浸出物及粗灰分的含量亦很高
。

此外
,

蛆酬体

中还含有总胡萝 卜素 9率g 侣
,

维生素 B夕
.

25 m g 落
,

维生素 B声
.

3 m g 男
,

维生素 D 0
.

04 ~ 0
.

07 形
,

维生

素 A
、

E
,

虹躬!解热碱
、

蛆酬素
、

胆碱
、

黄嚓吟
、

乌嗦吟
、

肛及抗菌素以及各种消化酶 (蛋白酶
、

脂肪酶
、

纤维

素酶
、

淀粉转化酶 )等
。

在粗灰分中
,

磷占 1
.

22 ~ 1
.

72 绍
,

钾占 0
.

7 6 , 1
.

2男 ;就鲜体而言
,

磷的含量占总

量的 0
.

1乞一 0
.

19 男 ;在肌肉中尚含浓度达每克 6
.

年 g 分子的磷肌酸
,
0

.

2即g 分子的 D N A 及 0
.

孙 g 分

子的 R N A
。

这些物质的存在对鱼类生长具有极好的促进作用
,

加上蛆酬肉能散发出特殊气味
,

极易引诱

和刺激鱼类的食欲
。

在饵料中掺入蛆酬
,

其既是鱼类的最佳摄饵引诱物质和摄饵刺激物质
,

又是鱼类全

价饵料及补充饵料的优质动物性蛋白源
,

从而提高鱼类的适口性
、

摄食强度和饵料利用率
。

关于养鱼效

果
,

顾海林
、

田华芬 [ 19 83 〕在基料中添加 1
.

14 形蛆酬及 3 8
.

86 男月粪混合物配制成颗粒饵料养尼罗罗非

鱼
,

结果鱼产量 比对照组提高 22
.

4男
。

田华芬
、

顾海撇 19 84 〕在饵料中分别添加 14
.

29 男
、

10 男和 7
.

14 侣

的干蛆月养鲤
,

结果增长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8
.

3形
、

23
.

1 男和 23
.

1男
。

徐捷等〔19 88 〕在饵料中分别添

加 6劣及 6
.

7男的鲜饭酬养尼罗罗非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85
.

21 形及 49 万
。

陈琳
、

唐皖江

〔19 88 ]在基料中添加 3形的蛆蜕喂虹鲜稚鱼
,

结果增重率较对照组高 35
.

6男
。

2
.

氮垂酸 氨基酸对鱼类的嗅觉及味觉都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
。

谭玉钧
、

王道尊〔19 88 〕在青鱼饵

料中分别添加 2绍
、
5侣

、

6络
、

15 形及 20 形的复合氨基酸
,

结果增长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62 侣
、

85 侣
、

18 9形
、

57 侣及 36 劣
。

竹 田正彦
、

淹井健三〔19 87 〕在 日本鳗缅饵料中添加 。
.

28 形的氨基丙酸培育仔鱼
,

添加 0
.

51 男的氨基醋酸培育稚鱼
,

添加 0
.

以侣的组氮酸酶养成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 比对照组 提高 了

80 绍
、

7 1
.

4 %和 14 3侣
。

3
.

滋 素 激素具有促进新陈代谢
,

乳化脂肪并促其消化与吸收
,

刺激组织发育
,

增进生长
,

提高

饵料转换率
,

增强抗病力等功能
。

就养鱼效果
,

马尚助等〔199 0」用 6
、

10 及 15 p p m 的 17 “ 一甲基翠丸酮配

合饵料喂虹鳝稚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28 形
、

40 男及 20 男
。

O s t or w sk 和 G 。
止

n红 19 86〕以

每 k g 饵料中含 Zm g 的甲基肇丸或甲基肇丸与二氢肇丸素结合的饵料喂虹缚鱼种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

组提高 27
.

3男
。

4
.

脂 肪 脂肪是鱼类的主要营养成分之一和脂溶性维生素的载体
。

对鱼类摄饵的 引诱和刺 激

均有显著效果
。

雍文岳等 [ 19 85 〕在饵料中添加 5形的脂肪养草鱼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10
.

1男
。

王

道答等〔19 86 」用 1劣的亚油酸( 1:8 2% )
、

1男的亚麻酸 ( 18
:

加
。
)及鱼油养青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较对照组

提高了 54
.

9男
、

65
.

6侣及 60
.

7男
。

王道尊等 [ 1 9 8 7」还在饵料中添加 3 男及 5男的脂肪培育青鱼鱼种
,

结

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18
.

89 形及 19
.

1形
。

刘梅珍等 「19 9 2〕在饵料中添加 2男及 6男的脂肪培育

团头妨鱼种
,

结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n
.

13 男及 8
.

33 形
。

5
.

维生素 维生素参与调节和控制体内各种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
,

促进鱼类生长和增强抗病
。

关

于诱食及促长效果
,

钱续〔19 88 〕在基料中添加 1
,

5形的氯化胆碱喂虹缚稚鱼
,

结果生长率比对照组提高

y 8
.

3 %
。

廖朝兴等 [ 19 89 」在饵料中添加 0
.

5~ 1
.

6另的混合维生余养尼罗罗非鱼 肠 天
,

结果增重率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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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提高 3 0绍左右
。

刘万涵等〔199 2〕在饵料中添加 2形的改性大豆磷脂养鲤
,

结果产量比对照组提高

14 ~ 30
.

7落
。

陈月英等「19 9 3〕在草鱼日粮中分别添加 60 m g 男的维生素 C
、

60 m g 男的维生素 C一 C a 及

IS m g 男
、

36 m g 形
、

72 m g 男的 L A P P (一种抗坏血酸
一
2
一

三聚磷醋盐 )
,

结果泪对生长速度分别地比对

照组提高 8%
、
4 %

、
1 2形

、

2 3
.

5形及 4 0
.

7形
。

6
.

内醋化合物 克拉酮能提高鱼类肠道中水解蛋白酶的活性
,

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吸收
。

关于促长

作用
,

张少兰等 [ 19 89 」以每 100 k g 配合饵料中添加 7 9 克拉酮配制成颗粒饵料养鱼
,

结果使异育银螂
、

草鱼及鲤的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24
.

9侣
、

34 形及 36 男
。

7
.

含硫有机化合物 D M P T (二甲基书
一

丙酸唆亭 ) 对鱼类具有引诱摄食和促进迅速生长的作用
。

中岛谦二等仁19 9 a2
,

中译文〕在配合饵料
、

半天然饵料及天然饵料中掺入 D M P T
,

对细
、

鲤
、

源五郎卿的

摄食行为均有极强的引诱力
。

上述饵料在添加浓度为 1

~
ol 厂L 的 D M P T 时

,

可使卿摄食频数提高 0
.

4

倍
,

使鲤提高 0
.

6 倍 (半天然饵料 )及 0
.

1 倍 (天然饵料 )
,

使源五郎卿分别提高 0
.

5 倍及 0
.

3 倍
。

中岛谦

二等〔1 9 9 2b
,

中译文 j还在饵料中添加浓度为 5 m l

on l/ L 的 DM P T 养真碉 18 天
,

狮 13 天和牙纤 91 天
,

结果试验组的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2
.

5 倍
、
4

.

5 倍和 1
.

3 倍
。

8
.

生物碱 甜菜碱具有强化鱼类新陈代谢的功效关
。

于诱食和促长效果
,

陈昌福和许弟新〔19 89 〕、

刘杜福〔19 89 〕报道
,

各国学者研究都证实甜菜碱对鲤
、

蛙
、

蹲
、

绸
、

鳗等鱼类都具有极显著的味觉刺激和

诱食效果
。

如果将其同某些氨基酸一起使用
,

还具有协同增效作用
。

应用甜菜碱化学引诱剂养鱼
,

能使

虹缚增重速度及饵料转换率提高 10
尹
叼 30形 ; 大西洋蛙则可提高到 44 劣

。

9
.

化学合成促生长剂 主要有 H M Q (喳 乙醇 )
、

快大灵
、

红壮素
、

白地霉素等
。

其中 H M Q 是理想

的动物生长促进剂
,

能影响代谢 (尤其是内分泌系统 )
,

促进合成
,

通过抗菌与蛋 白同化作用使更多的氮

贮存
,

细胞形成增加
,

组织增大
,

长肉加快
。

关于养鱼效果
,

叶金云等巨19 9 0〕在基料中添加 印 p p皿 的

H M Q 养一龄草鱼
,

结果相对生长率比对照组提高了 53
.

82 形
。

金龙和董娟〔19 9 1〕向饵料中添加 25 p p m

的快大灵
、
6如 p ln 的红壮素及 50 p p m 的白地霉素培育团头妨夏花鱼种

,

结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18
。

1男
、
1 7

.

1%及 1 7
.

8形
。

1 0
.

矿物质 包括混合无机盐
、

稀土
、

麦饭石及沸石
。

①混合无机盐
。

在鱼体组织构成
,

生理生化
、

维持健康
、

促进生长
、

提高产品质量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

游文章等巨9 87 〕在饵料中添加 3形的混合盐养

殖草鱼 60 天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14
.

52 形
。

黄耀桐和刘永坚巨1 9 8 8〕在饵料中添加 3
.

66 形的混合

无机盐培育草鱼种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5
.

7~ 生0
.

5形
。

吴达辉等仁19 59 〕在尼罗罗非鱼饵料中添加
2形

、
4男及 6形的混合无机盐

,

结果增重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38
.

n 男
、

19
.

1男及 36
.

8男
。

黄耀桐和刘永

蜕 19 89 )在基料中添加 9
.

7形的混合无机盐培育草鱼种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了 12
.

7~ 83
.

6侣
。

夏

先林等〔19 9 3〕在 I O0k g 基料中添加 Zk g 骨粉
,

1 19 硫酸亚铁
,

9g 硫酸锌
,

109 硫酸锰及 g2 硫酸铜养殖

鲤鱼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23
.

2形
。

②稀上
。

能提高鱼类肝
、

胰脏中蛋白酶
、

脂肪酶
、

淀粉酶及黄

嗦吟氧化酶的活性 ; 对过氧化酶
、

谷丙转氨酶
、

葡萄塘氧化酶及葡萄搪异构酶的生理活性均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 ;能刺激鱼类食欲
,

促进代谢
,

增强消化
,

增进生长
。

目前用于养鱼的种类有硝酸稀上
、

氯化稀上
、

维

生素 C一稀上
、

硫酸稀土及 S T V 一
2 (稀土有机化合物 )

。

就养鱼效果
,

刘海涛〔19 9 2〕报道在草鱼
、

青鱼
、

鲤
、

娜
、

团头妨
、

罗非鱼及编等鱼类饵料中添加 130 ~ Z oo p p m 的 ST V 一
2

,

结果产量比对照组提高 15
.

71 ~

3 .0 6男
。

③麦饭石
。

主要成分是硅铝酸盐物质
,

能释放出鱼类所需的全部常量及大多数微量元素
,

提高

醉活性
,

促进新陈代谢
、

生长发育
、

细胞再生
、

细胞能量转换
,

抗缺氧
,

增强免疫力
,

防止饵料霉变结块
,

调

节水质
。

关于养鱼效果
,

李连春和文成峰 [ 19 87〕报道在饵料中添加 0
.

3一。
.

5形的麦饭石
,

鱼苗生长得异

常强壮
,

死亡率也大大减少
。

祖帕杰等 [ 19 9幻 报道在基料中添加 0
.

5男的麦饭石粉养鲤 140 天
,

结果产

t 比对照组提高 750 一 105 0 kg /ha
。

④沸石
。

能供给鱼类生长所必需的常量
、

微量及超微量元素
,

吸附

气休
,

选择交换
、

催化蛋白质的吸收与能最转化 ;对鱼类具有明显的促生长效果
。

刘晓明等〔19 9叼用 5形

的天然沸石及沙棘果渣分别作为无机盐及维生素添加剂养殖建鲤
,

结果产 t 比对照组提高 10
.

6绍
。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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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 〔19 9 1〕在基料中添加 3男和 6男的沸石粉养殖一龄草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较对照组提高 9
.

臼形和

n
.

64 男
。

陈多序等〔19 9 1〕 在饵料中添加 2侣的斜发沸石代替无机盐养鲤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10
.

5男
。

陈建明等〔19 92 )在饵料中添加 5男的沸石粉养草鱼
,

结果生长率比对照组提高 10
.

78 男
。

陆清

尔等〔19 92 〕在饵料中添加 6落沸石粉或 2
.

5形沸石粉 + 2
.

5 形过磷酸钙养草鱼
,

结果增重率分别较对照

组提高 6
.

3劣及 12
.

7男
。

11
.

中草药 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且有开发利用的优势条件
。

凡具备以下功能之一者均能促进鱼

类生长与增强抗病
:

①能兴奋循环系统及呼吸中枢
,

活跃及改善血液循环
,

增强细胞膜活性
,

调节消化

道与内分泌功育啪勺
,

如莫著
、

益母草
、

马鞭草
、

牛膝
、

川苟
_

丹参
、

当归
、

山药
、

刺五加
、

淫洋鳌等
。

②能消食

健胃
,

止酵除滞
,

加强胃肠机能活动
,

促进消化的
,

如山植
、

豆落
、

艾
、

陈皮
、

青皮
、

积实
、

麦芽
、

神曲等
。

⑧

能兴奋神经中枢
,

刺激胃肠蠕动
,

抗菌消炎
,

消疮排毒
,

补充营养的
,

如千里光
、

车前
、

鸡冠花
、

柴胡
、

野菊
、

蒲公英
、

马齿览
、

穿心莲
、

紫花地丁
、

绞股蓝
、

辣寥
、

鱼腥草
、

石首蒲
、

金银花
、

大黄
、

黄连
、

大蒜
、

黄柏
、

松针

等
。

④能健胃
,

消积
,

杀虫
,

解毒
,

兴奋胃肠蠕动的
,

如青篙
、

地榆
、

常山
、

南瓜子
、

使君子
、

拱榔等
。

就养鱼

效果
,

赵建培[ 198 8〕在饵料中添加 50 p p m 的山莫若碱养黄边胡绘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34
.

15 劣
。

陈维岩等[ 19 89 〕在基料中添加 0
.

5男的艾叶粉养鲤
,

结果增长率较对照组提高 15
.

39 一由
.

9男
。

陈艳新

〔19 90 〕报道在饵料中添加一定量的辣寥
、

石葺蒲
、

松针粉
、

大黄
、

黄连
、

黄柏制成颗粒饵料养草鱼和鲤
,

结

果产量由 225 0 k g /ha 提高到 67 50 k g /ha
。

张贵后等〔1993 〕在饵料中添加 2男的花粉生物活性物质养殖

二龄鳗鲡
,

结果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29
.

05 形
。

三
、

简 短 的 结 语

借助鱼类摄饵促进物质以提高养鱼产量
,

是当今世界先进养鱼业的一大特点
。

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此

极为关注
,

先后研究并推出各种鱼类摄饵促进物质
,

为生产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推动先进养鱼业的发展
。

我国地大物博
,

在养鱼生产上
,

除充分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外
,

应积极开发新的种类
,

尤其要因地制宜
,

利

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
。

自然界中有许多理想的鱼类摄饵促进物质种类待我们去发掘
,

今后将会有更

多种类更佳效果的鱼类摄饵促进物质被开发出来
,

丰富鱼类摄饵促进物质这一宝库
,

为先进养鱼业的发

展显示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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