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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选择体重为 (22

.

62 士 0
.

52) 9 稚鳖 如 只
,

平均分成 6 组
,

分别饲喂含赖氨酸为 1
.

42
、 1

.

87
、 2

.

22
、 2

.

57
、

2
.

92

和 3
.

32 % 的等能等氮半合成饵料
,

试验期 45 d 。

结果表明
,

赖氨酸缺乏会降低鳖的生活力
,

导致其食欲下降
、

生

长受阻
、

体蛋白沉积下降
、

肝生长受阻和赖氨酸
一

a-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下降 (尸 < 0
.

01 ) ;赖氨酸对鳖的增重
、

饵

料系数
、

体蛋白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体赖氨酸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肝重 / 体重和肝赖氨酸
一 a-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

影响极显著( 尸 < 0
.

0 1 )
,

并成极显著或显著二次回归关系 (护 二 0
.

766 7 一 0
.

95 94
,

尸< 0
.

以) 5 一 0. 02 )
。

根据这些指

标确定的赖氨酸需要量差异不明显
,

稚鳖赖氨酸需要量为 2
.

40 % 或 5
.

32 9
·

( 100 求p )
一 ’。 尽管赖氨酸对摄饵量

和肝重也有极显著影响 ( 尸 < 0
.

01 )
,

但是不呈显著二次回归关系 (护 二 0
.

3 7肠
一 0

.

59 , 〕
,
尸 > 0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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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氨酸 (切
s )是鲤

、

鲤
、

斑点叉尾酮
、

虹蹲
、

罗非鱼〔
‘1等水生动物的必需氨基酸和常规饲料中的第一

限制性氨基酸
。

到 目前为止
,

已初步确定了虹蹲
、

鲤
、

鳗
、

鲤
、

罗非鱼〔
‘了

、

日本 比目鱼和鳃川
、

斑节对虾阎

等水生动物的 Ly s 需要量
。

但是鳖 Ly
s
营养研究国内外尚未报道

,

研究 Ly
s
对鳖的影响极其需要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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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生产上有重要意义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动物与试验设计

选择体重为 (22
.

62 士 0
.

5 2 )g 健康中华稚鳖 90 只
,

随机分成 6 组
,

每组设三个重复
,

分别饲喂含 场
s

1
.

42 %
、

1
.

87 %
、

2
.

22 %
、

2
.

57 %
、

2
.

92 %
、

3
.

32 % 的等能等氮半合成饵料
。

饵料 Ly s
增减用谷氨酸 (Glu )

等氮代替
,

氨基酸模式按鳖氨基酸体组成模式
,

蛋 白质 (cP )
、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参考鳗的需要〔
’〕

,

试验

饵料配方见表 1
。

饲喂于容积为 80 cln
x 4O cln

x 50 cln 的自动控温
、

控氧的室内水簇箱中
,

暂养一周后再

开始试验
。

水簇箱底后 1/ 3 铺消毒后的河沙 6cln 厚
,

水位高度保持 g cln
。

川 目动升温
、

恒温系统将水温恒定在

(28 土 0
.

4 )℃
,

加温时自动供氧
。

每天早上 8 : oo 将粉状饵料用水调湿成面团状放在离水面 scln 高的食

台上
,

保持安静
,

鳖从木板桥爬倒食台上摄食
。

3 天换水一次
,

换水量为总量 的 1/3
。

换水时将食台消

毒
。

每 10 天用鳖肤康按 ro x 10 一 6消毒水体一次
。

试验期 45 do

表 1 试验饵料组成及主要营养指标

T曲
.

1 T d 目 击侧匕 . 记 m沂n . u肠 ti 伽园 有闭i解
试验组 1 2 3 4 5 6

白鱼粉 23
.

30 23
.

30 23
.

30 23
.

30 23
.

30 23
.

30

玉米蛋白粉 叨
.

00 叨
.

00 叨
.

00 叨
,

oo 奶
.

00 叨
.

00

骨胶原蛋白 5
.

00 5
.

00 5
.

00 5
.

00 5
.

00 5
.

00

鱼油 1
.

03 1
.

胎 1
.

胎 1
.

03 1
.

03 1
.

03

玉米油 1 00 1
.

00 1
.

叨 1
.

叨 1
.

00 1
.

叨

蔗糖 3
.

00 3
.

00 3
.

00 3
.

00 3
.

00 3
.

00

a- 淀粉 13
.

12 13
.

肠 13
.

73 13
.

蛇 14
.

肠 14
.

55

粘结剂 0
.

印 0
.

50 0
.

50 0
.

50 0
.

团 0 印

A- l 预混料
釜

1
.

伪 1
.

00 1
.

00 1
.

00 1
.

00 1
.

00

R I 预混料
’ 2 3. 50 3. 50 3. 印 3. 50 3

·

功 争50

氨基酸混合物
l 赞3 3

.

的 3
.

印 3
.

印 3
,

印 3
.

即 3
,

印

H CI一Ly s( 男 % ) 一 0. 57 1
一

01 1 47 1
.

91 2. 42

口u (勇% ) 3
.

85 2
.

94 2
.

23 1
.

52 0
.

71 一

主要营养指标 ( % )
‘ 4

蛋白 (CP ) 45
.

份 肠
.

仍 45
.

08 45
.

08 45
.

呢 45
.

08

Ly
s 1

.

提 1
,

价 2
.

22 2
.

57 2
.

兜 3
.

32

钙 1
.

00 1
.

卯 1
.

卯 l 卯 1
.

卯 1
,

卯

可利用磷 0
.

的 0
.

加 0
.

印 0. 印 0
.

80 0
.

印

注
: 关
示 A- 1 预混料组成

,

为每公斤含氯化胆碱 2山〕g 、

抗氧化剂 2 59
、

防霉剂 2舰〕g 、

维生素预混料 , 刃g ;

‘ 2 示 耳1 预棍料组成
,

为每公斤含 N a( 皿 四g 、 K I毛阳
4

脚g 、( 泊C鸟 14 9 、

甜菜碱 1始g 、

微量元素预混料 么沁g ;

关 3 示氨基酸混合物
1 组成

,

为每公斤含蛋氨酸枷企t ) 21
.

05 9 、

色氨酸 (孙 )44
.

749
、

精氨酸 (A堪 )哪
.

姐g 、

组氨酸 (托 s ) 155
.

肠g 、

异

亮氨酸 ( lle ) 136
.

砚g 、

苯丙氨酸 (F七e ) 1田g
、

苏氨酸 ( 11
卫,
) l“

.

74 9;

‘ 4 示 cP 和氨基酸含量
,

为根据实测值计算〔M
e t 十 胧氨酸 (汤s)

、

Trp 除外」;除 Ly s
外

,

地水企t :A堪 :
亮氨酸 (比u ) :ne : P五e 十 酪氨

酸 (Tyr ): Tbr
:领氨酸 (val )理论配制为 l : 1

.

份
: 2

.

03
: 2

.

品
: 1

.

如
: 3

.

15: 1
.

52 : l
,

33 闭
,

而实测值计算的比例为 1 : 1
.

峪
: 2

,

1 2 : 3
.

65 :

1
.

55
: 3

.

07 : 1
.

肠
: 1

.

38
。

1
.

2 观测指标

1
.

2
.

1 晒背率
、

惊吓逃跑率
、

加热器附近出现率
、

腐斑率和成活率

在试验第 20
、

4O 天 13 : oo 观察食台上鳖数
,

然后开门惊吓并记录逃跑数
,

计算晒背率 (食台上鳖数/

试验鳖数 )和惊吓逃跑率 (惊吓逃跑数量 / 食台上总鳖数 ) ;观察每箱身体任何部位挨着加热器鳖数
,

计算

加热器附近出现率 (加热器附近鳖数/ 试验鳖数 ) ;试验结束时每组随机选择 9 只
,

观察有腐斑的鳖数 (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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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 yS 对稚鳌增重
、

摄饵量和饵料系数的影响

T的 .3 1七e e伍戏 of 勺511犯 k 爬ls 皿奴 W e馆峨 脚
n ,
肠目 血劝叭沈

,

伪叭 如幽面盯俐瘫阿 争面 优 阳n 由七n to 川 e

组别
初重 (g ) 末重 ( g ) 增重 (g ) 增重率 ( % ) 摄饵量 (g ) 饵料系数

44-14at妒l9cr淤12cr22
.

49 士 O
.

45 As

21
.

94 士 0
.

43 As

22
.

79 士 0
.

23 Aa

22
.

4 1 士 0
.

19Aa
22

.

97
士 O

.

37 Aa

23
.

的
士 0

.

28 Aa

30
.

弘
士 1

.

5户
40

.

63 士 1
.

38 。

52
.

35 士 0
.

8 2 AB 心

49
.

80 士 2
.

93 AB ab

54
.

41 士 0
.

93 As

49
.

16 士 0
.

卯阴
b

8
.

57
士 1

.

08 加

18
.

3 5 士 1
.

5 1。

29
.

5 6 士 0
.

卯八卫曲

27
.

39 士 3
.

以朋心

31
.

44 土 O
.

57 AB
“

26
.

田
士 1

.

n 确

40
.

叩
土 0

.

科加

85
.

32 士 7
.

7l Cc

1 29
.

72
土 4

.

68 超曲

1 22
.

28 士 14
.

13 AB 心

136
.

89 士 0
.

5 2AB
a

112
.

92 土 5
.

如人助

醉
.

32 土 4 7 l B。

74
.

58 士 3
.

7 9叨 ab

74
.

49
士 0

.

75 AB 心

68
.

17 士 4
.

明阴
比

81
.

55 士 2
.

19̂a
68

.

7 1 士 1
.

中沪毗

3

7
.

5 6 土 0
.

4
.

(洲) 士 0
.

2
.

5 2 上 0
.

2
.

5 1 上 0
.

2
.

6 1 土 0
.

2
.

砚
士 0

.

,122�

注 : 1
.

处理组数据标注大写字母全部不同表示 0
.

01 的显著平准
,

大写有相同字母而小写字母全部表示 0
.

05 的显著平准
。

下同 ;

2
.

* 为每个处理测定样本数

2
.

3 Ly s 对稚鳖体组成含量的影响

切s 水平对鳖体 CP 含量
、

体 CP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体脂肪含量
、

体 Ly s 含量
、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影

响极显著 ( P < 0
.

0 1 ) (表 4 )
。

体 CP 含量 3
、

5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组 (尸 < 0
.

0 1 )
,

显著地高于 6 组 ( 尸 <

0
.

05 )
。

体 CP 沉积量 2
、

3
、

4
、

5 和 6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组 ( P < 0
.

01 )
,

3
、

5 组分别极显著和显著地高于 2

组和 4
、

6 组 (尸 < 0
.

01 和 尸 < 0
.

05 )
。

体CP 净沉积率 3
、

4
、

5 和 6 组极显著地高于 1设 组 (尸 < 0 0 1 )
,

2 组

极显著地高于 1 组 (尸 < 0
.

01 )
。

体脂肪含量 3
、

5 组分别显著地和极显著地高于 1
、

6 组 (尸 < 0
.

05 和 尸 <

0
.

01 )
,

4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组 (尸 < 0
.

01 )
,

显著地高于 6 组 ( p < 0
.

05 )
。

体 Ly
s
含量 3

、

5
、

6 组极显著地

高于 1 、2 组 ( 尸 < 0
.

01 )
,

4 组分别极显著和显著高于 1 组和 2 组 ( 尸 < 。
.

01 和 尸 < 0
.

0 5 )
。

体 切
s
沉积量

3
、

4
、

5 和 6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

2 组 ( 尸 < 0
.

01 )
,

5 组极显著地高于 4 组 (尸 < 0
.

01 )
,

1
、

2 组间差异极显著

( P < 0
.

01 )
。

2
、

3
、

4
、

5 和 6 组体 Ly s
净沉积率极显著地高于 1 组 ( p < 0

.

01 )
,

3
、

4 组分别极显著和显著地

高于 5
、

6 组 (尸 < 0
.

01 和 尸 < 0
.

05 )
。

如饵料中 Ly
s
不足

,

会降低体 cP 和体 Ly
s
沉积能力

。

表 4 Ly s 对鳖体 CP
、

体脂肪和体】加 含 t 和沉积的影响

T曲 .4 l b e e价双 of 】那加e 】e v e ls on the 。知山犯 t a叼 刀d 代 t即柱o n ra te of P门舰灿
,

fat 出记 卜血
e of so ft 由eU tll rtl e

N 1 2 3 4 5 6

65
妙38am61̂a俨沪严41so

摄入量

体含量

沉积量

净沉积率

体含量

体含量

沉积量

净沉积率

29
.

00
士 2

.

12

14
.

的 士 0

32
.

书 士 3
.

5
.

0 1 士 0
.

33
.

62
士 1

.

70

15
.

14
士 0

.

23 阴曲

74
.

44 土 7
.

77C
9

.

93 土 O
.

62 B

3
.

田
士 0

.

明
八义幽

0
.

67 土 0
.

〔琏~
133 呢 士 10

.

砰
9

.

印 土 0
.

2 7翻支

33
.

58 土 0
.

34

15 84 土 0
.

21 Aa

1 12
.

22 土 4
.

15 05 土 O

30
.

73 士 2
.

15
.

13 士 0
.

卯
.

33
士 8

.

14
.

乳
土 1

.

36
.

76 士 0
.

99
15

.

73 士 0
.

4 9 八a

1 20
.

巴 士 2
.

22 Aa

14
.

肠 土 0
.

诬护
a

4 91 士 0
.

肠灿

0
.

76 士 0
.

03 As

26 1
.

19 士 15
.

涎脑

10
.

呢土 0
.

76 BC ‘

30
.

见 土 0
.

巧
.

58 士 0
.

100
.

00 士 3
.

14
.

54 土 0
.

4
,

乳 士 0
.

0
.

76 士 0
.

2泌
.

肠 土 6
.

1 5
.

41 土 0
.

2 17

1Z

.

3 5 土 2 1
.

奶 士 0
.

汉段

3
.

4D 士 0
.

0
.

76 士 0
.

2阳
.

10 士 8
.

10
.

00 士 0
.

肠胭AaAB朋0S

0335时呀峪03.8

4
.

7 5 土 0
.

0
.

72 土 0
.

护沪75m03at俨48̂a
24ec24c37n16001cr砂34o

3444

4 3
.

27 士 0
.

0
.

的 士 0
.

55
.

33 士 6
.

6 0 7 土 0
、

444

肪邝都Ly

注 :

cP 摄人量
、

含量
,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单位分别为 g’只
一‘、 % 、

雌
·

(只
·

d )
一’ ,

叱
·

(1仪地笔)
一 1 ;脂肪含量单位为

: % ;体切
s 含量

、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单位分别为
: % 、

mg
·

只
一 ’和mg

·

(M幻功息)
一’。

2
.

4 Ly
s 对肝指标的影响

肝重 2
、

3
、

4
、

5 和 6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组之尸
< 0

.

01 )
,

5 组极显著地高于 2
、

6 组 ( p < 0
.

0 1 )
。

肝重 / 体

重 5 组分别极显著和显著地高于 6 组和 1 组 ( p < 0
.

01 和 尸 < 0
.

05 )
。

肝 Ly s 一 a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 3
、

4
、

5 和 6 组极显著地高于 1 组和 2 组
,
l

、

2 组间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

3
、

4
、

5 和 6 组间差异不显著 ( 尸 >

0
.

05 )
。

肝 RN A 含量 5
、

6 组极显著高于 3 组 ( p < 0
.

0 1 )
,

显著地高于 1
、

2
、

4 组 (尸 < 0
.

05 )
。

结果说明
,

Ly
s
缺乏严重地阻止稚鳖肝生长

,

降低肝 Ly s 一a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和 RN A 含量 (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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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回归分析

增重
、

饵料系数
、

体 CP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体 Ly
s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肝重 / 体重
、

肝 Ly
s 一Q 一

酮戊二

酸还原酶活力与饵料 Ly
s
水平呈极显著或显著二次 回归关系 (扩 = 0

.

姗
,

P < 0
.

005
; 梦 = 0

.

9594
,

尸 <

O J 洲〕5 ; 扩 = 0
.

92 89
,

尸 < 0
.

00 5; 对 二 0
.

9 56 5 尸 < 0
.

田5 ; 梦 = 0
.

以H 7
,

尸 < 0
.

00 5; 扩 = 0
.

7 66 7
,

p < 0
.

02 ;

护
二 0

.

83 60
,
尸 二 0

.

01 ; 护 = 0
.

9芝刃8
,

p < 0
.

00 5 )
,

在 Ly
s
分别为 2

.

75
、

2
.

76
、

2
.

77
、

2
.

83
、

2
.

以
、

2
.

51
、

2
.

39

和 2
.

79 % 时达到最佳值
,

95 % 极值时 Ly
s
水平分别为 2

.

叨
、

2
.

57
、

2
.

42
、

2
.

45
、

2
.

49
、

2
.

19
、

2
.

似 和 2
.

45 %
。

而摄饵量和肝重与切
S 没有显著的二次 回归关系 (梦 二 0

.

3766 尸 二 0
.

19; 梦 = 0
.

5990 p 二 o
‘

07 )
。

T妞b
。

5

表 S L” 对稚鳖肝重
、

L 邓 一 。 一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和 R N A 含量的影响

T ll e e 伪eC t of l ys in e 】e v e ls on th e li ve r we 咭bt
,
】邓i盼价k e娜卵甲邝此 形力v ity a l日 RN A co nl te nt of , 建t 由e U tt 叮U e

组别 释\ g 尹

肝重/ 体重
(岁1(X) g )

Ly s- a 一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

助I幻1
.

(分
·

g )
一 ‘

1
.

34
士 0

.

24 Cc
2

.

47 土 0
.

7 3 B b

3
.

22
土 0

.

驯户日ab

3
.

0 1 士 l
.

15AB 曲

3
.

7 8 士 0
.

6 l Aa

2
.

17 士 0
.

32 B b

5
.

5 2 士 0
.

57ABb
6

.

91 士 1
.

礴2 冉E曲

6
.

53 士 1
.

25 AB 曲

6
.

7 7 士 1 6 l AB 曲

7
.

67 士 1
.

51 彻

5
.

2 1 士 1 14 Bb

1
.

%
士 0

.

l l C

2
.

8 5 士 0
.

IZB

3
.

67 士 0
.

呢Aa

3
.

74 士 O
.

14 A a

3
.

5 6 士 0
.

15灿

3
.

5 9 士 O
.

3 l As

RN A (陀
·

g
一 ‘

)

72 8
.

70
士 24

.

5腼
73 6

.

20 土
24

.

30 叨b

6 77
.

印
士 16

.

如阶

75 5
,

叩
土 30

.

80 叨b

828
.

80
士
20

.

5(} 气a

8 85 80 士 37
.

70 Aa

注 : 1
.

体重是去肝后的重量 ;2
.

每个处理样本数
n
为 3 。

表 6 稚鳖性能指标与饵料 L y s 水平回归分析

T白b
.

6 l b e 代孚卫妞o n 朋目醉翻 be 。叭犯n th e 衅而门~
加山。绝 田记 b喻砚 卫e 、吧Is of , 武 由四 饥川e

指标 Y l _ 1 回归方程
最佳时的

X 水平 ( % )
95 % 最佳值时

Ly s 水平

增重 (g )

摄饵量 (g )

饵料系数

< 0
.

(洲〕5

= 0
.

19

< O
,

00 5

M公 X = 2
.

75 2
.

如或 5
.

32

生产性能

Yl
_ 1 = 一64

.

肠 + 68
.

72 X 一 12
.

肠护

Y1
_ 2 = 一 20

.

73 十
叨

.

46 X 一 7
.

兜尸

Y1
一 3 =

24
.

25 一 16
.

田X + 2
.

91 尸

Y1
一 4 二 一 10

.

田
十 10

.

49 X 一 1
.

欲护

Yl
一 : = 一

助
.

9’7
十 30

.

肠X 一 5
.

32 X 2

Y, _ 6 二 一 3义)
.

18 + 5 75
.

另X 一 10 1
.

13 尸

Yl
一 了 = 一 25

.

14 十 30
.

员X 一 6
.

I O X Z

Yl
一 8 = 一 2

.

95
十 8

.

妃X 一 1
.

76 尸

Yl
_ 9 = 一 了

.

39
+ 8

.

42 X 一 1
.

65 尸

M il l X = 2
.

76

体 CP
沉积量 (g )

净沉积率 ( % )

沉积量 (蔚

净沉积率 ( % )

肝重 (g )

肝重 / 体重 ( % )

< 0
.

峨洲】5

< 0
.

〔幻5

M队 X = 2
.

77

人4砍 X = 2
.

径琴

体 Ly s
沉积

< 0
.

00 5

< 0
.

02

M队 X = 2
.

乏姚

M队 X = 2
.

5 1

2
.

5 7 或 5
.

7 1

2
.

42 或 5
.

36

2
.

朽或 5
.

始

2
.

49 或 5
.

52

2
.

19 或 4
.

85

= 0
.

0 7

= 0
.

0 1 入盎以 X = 2
.

39 2
.

04 或 4
.

53

姗37bo9500姗姗卿撇溯姗
000000000

肝指标
肚 L y s ~

a
一

酮戊二酸
还原酶 Yl

一 10 = 一 3
.

78 十 5
.

42 X 一 0
.

97 护 0
.

9 5公〕 < 0
.

(洲〕5 M 石X X = 2
.

79 2
.

肠或 5
.

幻

「仰
1仪月

.

(分
·

g )
一‘
〕

注
: 1

.

95 % 指标最佳值时 Lys 水平两个数字的单位分别为
: % (饵料基础 )或 g’ (I J 〕g( 丁)

一‘ ; 2
.

观测点数
n 为 6

。

2 讨论

在本试验中 Ly s 缺乏引起鳖生活力下降
、

皮肤病原菌感染率高
、

食欲下 降
、

生长受阻
、

肝生长受阻
、

体 cP 净沉积率下降
、

肝 Ly
s 一a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和 RN A 下降
。

其它研究认为
,

Ly
s
缺乏将增加虾 的

死亡率
、

摄饵量 下降和生长受阻阁
,

降低虹蹲阁
、

幼绸侧cP 沉积效率
,

虹蹲肝 切
s 一Q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

力呈下降趋势困
。

增重
、

饵料系数
、

体 CP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体 L ys 沉积量
、

肝
.

Ly
s 一Q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可以作为

魂定鳖 Ly
s 需要量的指标

,

因这些指标都与饵料 Ly
s
成显著或极显著的二次 回归关系

,

分别在 场
s
为

:
.

75
、

2
.

76
、

2
.

77
、

2
.

83
、

2
.

触 和 2
.

79 % 达到最佳值
。

用增重
、

饵料系数确定鳖 Ly
s 需要量 的指标未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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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增重
、

特异性增长率
、

饵料利用率和体 cP 沉积量是确定鲤
、

凡氏对虾 (凡溯玛

~
)阁

、

日本比

目鱼和绸 [z]
、

虹蹲[s] Ly
s
需要的敏感指标

。

肌肉中游离 Ly
s 可 以作为确定罗非鱼 Ly s 需要 的指标[0]

。

肝重 / 体重和 Ly
s
净沉积率达到最佳值 Ly

s
需要分别低于其它确定指标需要的 9

.

50 % 一 n
.

15 % 和

15
.

肠 % 一 18
.

41 %
,

可见根据这两个指标确定的需要量可能低估了鳖切
s
需要量

。

肝重 / 体重作为判定

指标对动物的阶段性很难判定
,

肝是动物早期生长器官
,

生长早期较灵敏
,

在生长后期可能不灵敏
。

以回归方程极值为基础确定氨基酸需要量是动物营养研究中常见 的方法
。

但是根据极值点确定

Ly s
需要量并不科学

。

其原因可能在 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

根据边际效应分析
,

越接近极值点
,

提高的

效应不显著 (边际效应差 )
,

但是投人大幅度提高
,

适当降低产出
,

投人产 出效益大幅度提高
。

此原理已

应用到动物营养需要量研究上
,

动物营养学上通常按 90 % 一 99 % 极值确定营养需要量
,

一般用 95 % 仁’0]
,

虹蹲 Ly
s 、

Trp
、

孤
S 、

val [a] 和Met
〔川的需要量 以及罗非鱼崛 需要量回是根据最佳增 重 95 % 时确定的

。

第二
,

从本试验可知
,

95 % 最佳增重
、

体 cP 沉积量
、

体 Ly s 沉积量分别为 28
.

84 岁只
、

4
.

76 岁只
、

267
.

41

m g / 只
,

与最佳值差异不显著 ( 尸 > 0
.

05 )
,

但是此时根据上述指标值确定 的 L y s
需要量下降了 14

.

58
、

15
.

5 1
、

14
.

05 %
,

下降幅度显著
。

根据 95 % 最佳增重确定的稚鳖 Ly
s
需要量 为 2

.

如 % 或 5
.

32 9
·

( l oo gCP )
一 1 ,

与根据体 cP 沉积量和

净沉积率
、

体 Ly
s
沉积量

、

肝 Ly
s 一Q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指标确定 的需要量非常接近
,

但是都略低于根

据这些指标确定的需要量
。

关于鳖 Ly
s
需要量研究未见报道

,

与幼鳗需要量非常接近〔川
,

低于鲤 [ ‘〕
,

高

于 日本比目鱼图
、

莫桑比克罗非鱼回
。

因此
,

在鳖 Ly
s
需要量没有确定以前

,

可借鉴鳗 Ly
:
需要量

。

3 结论

Ly
s
缺乏会引起鳖生活力下降

、

病原菌感染率高
、

食欲下降
、

生长受阻
、

蛋白沉积能力下降
、

肝生长

受阻
、

肝 Ly
s 一Q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下降等缺乏症 ; 增重
、

饵料系数
、

体蛋 白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体 Ly
s

沉积量和净沉积率
、

肝 Ly
s 一 a 一

酮戊二酸还原酶活力是确定稚鳖 Ly
s 需要量的敏感指标 ;稚鳖 Ly

s
需要为

2
.

叨 % 或 5
.

32 9
·

( l oo gC p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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