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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每立方米 0. 5 只的密度放养体重为 250g 左右的鳖种 ,分别投喂冰鲜鱼、30 %冰鲜鱼 + 70 %配合饲料的

混合饲料和配合饲料。养殖期 5 个月 ,各取 6 尾 600g 左右的雄性商品鳖进行营养成分测定和比较。结果表

明 :3 种鳖的脂肪率、粗蛋白含量和脂肪酸组成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但肌肉中的粗脂肪、氨基酸总量和鲜

味氨基酸含量均极显著地以冰鲜鱼饲料饲喂的鳖为高 ( P < 0. 01) 。肌肉与裙边组织中的氨基酸总量、必需氨

基酸和鲜味氨基酸的积累与饲料中相应的氨基酸含量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 r1 = 0. 7843 , r2 = 0. 9062 , P < 0. 01) ,

其积累量随饲料中含量变化而变化。饲料对商品鳖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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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eed on nutrient components of Trionyx sinensis

QIAN Guo2ying , ZHU Qiu2hua

( Department of Biology ,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 Ningbo 　315101 , China )

Abstract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ce fresh trash fish , formulated feed and

mixed feed (30 % ice fresh trash fish + 70 % formulated feed) on the nutrie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soft2shelled

turtle Trionyx sinensis . Raised for five months , six turtles per group (about 600g , male) were selected to check

nutrient component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m in percentage of

dissected fat , content of crude protein and fatty acids ( P > 0. 05) in muscle and soft apron. However , crude

lipid , total amino acids and flavor amino acids in the muscle of turtle fed by ice fresh trash fis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s ( P < 0. 01) . There was highly relativity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otal amino acids ,

essential amino acids , flavor amino acids in muscle and soft apron of turtle and the content of them in feed (r1 =

0. 7843 , r2 = 0. 9062 , P < 0. 01)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ome effects of feed on the flavor and

nutritional value of tur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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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影响养殖动物商品价值乃至养殖业发展前途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养殖动物的风味和营养

价值的返“野性”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着手研究其影响因素及解决的办法。但至今尚未见相

关报道。本试验旨在通过对不同饲料种类养殖的商品鳖营养成分和风味物质分析与比较 ,了解饲料营

养对商品鳖营养价值的影响规律 ,为寻找合理的改良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来源与处理

在 3 只面积为 0. 4 公顷 ,水深 2. 5m 的鳖池中 ,放养平均体重为 250g 的鳖种 ,密度为每立方米 0. 5

只 (每池放养 5000 只) 分别投喂冰鲜鱼、30 %冰鲜鱼 + 70 %配合饲料、配合饲料。常规消毒、管理 ,配合

饲料日投饲量为鳖体重的 3 % ,冰鲜鱼以 4 倍折算。试验时间为 5 个半月。养成后 ,每池抽 600g 左右的

雄性商品鳖 6 只作为分析材料。

抹干体表水分 ,用乙醚蒙之昏迷 ,然后称重取样。分离内脏 ,称取胴体重。分离四肢组织中的脂肪

块 ,观察颜色 ,称重 ,计算脂肪率[ PDF ( %) = 脂肪块重 ( g) / 胴体重 ( g) ×100 ] 。取四肢肌肉和裙边组织

各 50g ,剪碎置称量瓶中 ,65 ℃烘至恒重 ,冷却后粉碎至 100 目 ,冰冻保存待测。

1. 2 　成分测定方法

粗蛋白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 (Bekan 自动定氮仪) 测定 ; 粗脂肪采用索氏抽提法测定 ; 水分采用

105 ℃±2 ℃烘至恒重直接测定 ;氨基酸样品经盐酸水解 (色氨酸用 NaOH 水解) ,用日立 835 - 50 型氨基

酸自动分析仪测定 ;脂肪酸用气相色谱仪 ( HP - 5849) 测定[1 ] 。

2 　测定结果

2. 1 　脂肪率、粗蛋白、粗脂肪和水分的含量

表 1 　三种不同饲料及商品鳖的脂肪率、粗蛋白、粗脂肪及水分含量

Tab. 1 　Contents of PDF, protein , lipid and moisture in three kinds of T. sinensis and feed ( %)

类别
kind

组别
groups

脂肪率
percentage of

dissect fat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肌肉
muscle

裙边
soft apron

粗脂肪
lipid

肌肉
muscle

裙边
soft apron

水分
moisture

肌肉
muscle

裙边
soft apron

商品鳖
commercial

turtle

冰鲜鱼组 ice
fresh trash fish

5. 76 ±0. 86 18. 64 ±0 . 91 20. 06 ±0. 49 1. 81 ±0. 19b 0. 312 ±0. 017 77. 96 ±1. 95 77. 31 ±0. 76

混合饲料组
mixed feed

5. 97 ±0. 37 19. 08 ±1 . 14 20. 19 ±0. 44 1. 38 ±0. 26 0. 295 ±0. 041 77. 69 ±1. 54 76. 69 ±1. 05

配合饲料组
formulated feed

5. 61 ±0. 48 19. 19 ±1 . 06 21. 68 ±0. 67 1. 29 ±0. 19 0. 361 ±0. 060 77. 39 ±1. 91 76. 87 ±0. 90

饲料 (干样)
feed

(dry matter)

冰鲜鱼 ice fresh trash fish 55. 16 18. 58 77. 80

混合饲料 mixed feed 47. 83 8. 36 65. 41

配合饲料 formulated feed 44. 69 7. 98 3 60. 01 3 3

　　注 : 1. 3 为 配合饲料中添加了 4 %豆油 , 3 3 为 配合饲料含水量 ; 　2. 与配合饲料组比 a : P < 0. 01 ,b : P < 0. 05

　　notes : 1. 3 means add 4 % soybean oil to formulated feed , 3 3 means moisture of formulated feed ; 　2. compared with formulated feed

a : P < 0. 01 ,b : P < 0. 05

　　3 种鳖的脂肪块颜色均为乳黄色 ,差异不大。表 1 列出了冰鲜鱼组鳖、混合饲料鳖和配合饲料组鳖

的脂肪率、粗蛋白、粗脂肪和水分含量。3 种鳖的脂肪率分别为 5. 76 % ,5. 97 %和 5. 61 %。3 个组之间的

PDF 差异不显著 ( t < t0. 1 , P > 0.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3 种鳖的肌肉组织和裙边中蛋白质含量均很高 ,从冰鲜鱼到混合饲料到配合饲料

粗蛋白含量有升高的趋势 ,但差异不显著 ( t < t0. 1 , P > 0. 01) 。裙边中各类数据比较接近 ,差异不显著。

肌肉中脂肪含量均较低 ,在 3 类个体间差异显著 :冰鲜鱼组显著高于配合饲料组 ( t1 = 3. 955 , t0. 05 (5) =

2. 571 , P < 0. 05) 和混合饲料组 ( t2 = 3. 271 , t0. 05 (5) = 2. 571 , P < 0. 05) 。冰鲜鱼组肌肉中显示出的水分

略高 ,但与混合和配合饲料组相比差异不显著 ( P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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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饲料的成分测定结果来看 ,冰鲜鱼、混合饲料的粗蛋白、粗脂肪和水分都高于配合饲料组。

2. 2 　氨基酸的含量

3 种饲料及养殖鳖肌肉和裙边中的氨基酸测定结果列于表 2。3 种鳖肌肉中和裙边中氨基酸总量

差异很大 ,冰鲜鱼组最高 ,为 696. 4 mg·g - 1 ;极显著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 P < 0. 01) 。混合饲料组次之 ,为

639. 0 mg·g - 1 ;显著地高于配合饲料组。裙边中的氨基酸总量高于肌肉中 ,变化趋势相同 ,依次分别为

796. 25 mg·g - 1、774. 97 mg·g - 1和 740. 77 mg·g - 1 ,差异均极显著 ( P < 0. 01) 。其中冰鲜鱼组的肌肉中

Asp 、Glu、Ser、Ala、Val、Lys 和 Ile 均极显著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裙边中的 Asp 、Gly、Ser、His 、Thr 也极显著

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 P < 0. 01) 。混合饲料组的肌肉和裙边中各有三种氨基酸 ,分别是 Ala、Val、Lys 和

Asp 、Gly、Thr 极显著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 P < 0. 01) 。10 种必需氨基酸占总量的比例 ,3 类鳖肌肉中 (50 %

左右) 比裙边中 ( < 40 %) 为高。无论肌肉与裙边 ,冰鲜鱼组和混合饲料组的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均极显著

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 P < 0. 01) 。但 Glu、Asp 、Arg、Ala 和 Gly 等 5 种鲜味氨基酸[2 ]占总量的比例 ,裙边中

比相应的肌肉中比例为高 ,且类别间比较稳定 ,差异不显著。但总量各组间也有差异 ,表现为冰鲜鱼组

和混合饲料组极显著地高于配合饲料组。

对饲料的测定结果表明 :冰鲜鱼和混合饲料除了 Ser、Ala、His 、Tyr 低于配合饲料外 ,其它各项含量

均高于配合饲料。

表 2 　肌肉和裙边中的氨基酸含量

Tab. 2 　Content of amino acids in the muscle and soft apron ( mg·g - 1)

氨基酸
amino acid

肌肉 muscle

冰鲜鱼组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组
mixed
feed

配合饲料组
formulated

feed

裙边 soft apron

冰鲜鱼组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组
mixed
feed

配合饲料组
formulated

feed

饲料 feed

冰鲜鱼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
mixed
feed

配合饲料
formulated

feed

天冬氨酸 Asp 71. 97 ±2. 56a 64. 40 ±2. 14 63. 74 ±1. 87 73. 15 ±2. 05a 75. 77 ±3. 01a 64. 46 ±2. 39 61. 63 49. 69 44. 57

谷氨酸 Glu 118. 92 ±5. 34a 114. 09 ±7. 66 108. 38 ±3. 29 93. 22 ±4. 71 92. 07 ±4. 09 90. 23 ±4. 67 99. 27 70. 12 57. 62

甘氨酸 Gly 72. 80 ±3. 29 69. 33 ±2. 87 70. 64 ±2. 66 169. 07 ±4. 31a 167. 09 ±3. 56a 156. 06 ±2. 98 46. 16 35. 58 31. 04

丝氨酸 Ser 36. 35 ±1. 38a 24. 38 ±1. 54 23. 55 ±1. 19 92. 08 ±3. 32a 85. 14 ±1. 98 83. 44 ±2. 56 23. 95 20. 14 31. 04

丙氨酸 Ala 10. 52 ±1. 09a 9. 62 ±0. 98a 5. 43 ±0. 76 14. 62 ±1. 11 13. 58 ±1. 34 13. 31 ±1. 28 24. 61 29. 52 31. 05

组氨酸 His 21. 01 ±2. 53 19. 80 ±1. 99 17. 75 ±1. 97 39. 04 ±2. 22a 20. 37 ±2. 07 19. 96 ±1. 78 10. 80 11. 98 12. 45

苏氨酸 Thr 15. 80 ±1. 98 10. 81 ±2. 13 13. 28 ±1. 24 30. 02 ±2. 04a 24. 58 ±1. 67b 21. 09 ±1. 89 16. 93 17. 48 17. 71

精氨酸 Arg 64. 67 ±3. 54 57. 30 ±4. 77 58. 45 ±4. 36 61. 87 ±3. 54 58. 28 ±4. 01 57. 12 ±3. 69 39. 99 31. 09 27. 27

蛋氨酸 Met 15. 86 ±2. 98 14. 04 ±3. 20 15. 00 ±2. 19 15. 83 ±3. 33 14. 48 ±2. 17 14. 19 ±2. 54 10. 75 10. 07 9. 78

缬氨酸 Val 53. 01 ±5. 17a 51. 03 ±4. 36a 34. 88 ±3. 29 25. 25 ±3. 27 24. 19 ±2. 89 23. 71 ±2. 88 25. 44 24. 03 23. 43

苯丙氨酸 Phe 25. 04 ±3. 28 28. 05 ±4. 66 26. 06 ±2. 13 23. 36 ±2. 01 25. 03 ±1. 79 24. 73 ±1. 91 22. 17 19. 01 17. 65

异亮氨酸 Ile 20. 16 ±1. 15a 13. 11 ±1. 35 15. 35 ±1. 08 27. 35 ±2. 25 29. 95 ±2. 78 29. 35 ±2. 78 20. 34 17. 16 15. 79

亮氨酸 Leu 47. 98 ±4. 13 61. 72 ±3. 98 47. 52 ±3. 17 35. 48 ±3. 54 37. 49 ±3. 01 36. 74 ±3. 96 41. 79 36. 04 35. 57

赖氨酸 Lys 65. 98 ±9. 11a 66. 40 ±7. 09a 43. 69 ±5. 61 35. 54 ±3. 69 40. 75 ±5. 10 39. 94 ±4. 36 45. 35 41. 59 39. 98

色氨酸 Trp 12. 64 ±1. 71 9. 16 ±1. 13 11. 47 ±1. 45 11. 14 ±0. 93 10. 65 ±1. 61 11. 11 ±1. 15 10. 18 5. 30 3. 21

酪氨酸 Tyr 38. 99 ±5. 66 33. 76 ±2. 36 31. 95 ±3. 73 49. 21 ±2. 89 53. 40 ±2. 08 52. 33 ±2. 71 18. 77 24. 08 26. 35

氨基酸总量
total amino acids 696. 40 ±16. 11a 639. 00 ±11. 87b 607. 14 ±14. 01 796. 25 ±8. 78a 774. 97 ±10. 14 740. 77 ±10. 77 518. 13 442. 42 409. 97

必需氨基酸 341. 85 ±7. 66a 323. 42 ±8. 34a 303. 45 ±6. 59 306. 88 ±8. 14a 305. 99 ±7. 91a 280. 94 ±6. 79 243. 74 213. 17 200. 84

essential amino
acids ( %) 49. 68 50. 61 49. 98 38. 54 39. 48 37. 93 47. 04 48. 30 48. 99

鲜味氨基酸 338. 88 ±8. 74a 314. 74 ±9. 18 306. 64 ±6. 93 409. 95 ±8. 68a 408. 72 ±9. 05a 387. 18 ±8. 77 271. 66 215. 58 191. 55

flavor amino
acids ( %) 48. 66 49. 26 50. 51 51. 48 52. 74 51. 46 52. 43 48. 73 46. 72

　　　注 : 与配合饲料组比 ,a : P < 0. 01 , b : P < 0. 05

　　　notes : compared with formulated feed ,a : P < 0. 01 , b : P < 0. 05

5312 期 　　　　　　　　　　　　　　钱国英等 :饲料种类对中华鳖营养成分的影响



2. 3 　脂肪酸含量测定结果

3 种商品鳖肌肉和裙边中的脂肪酸组成列于表 3 中。

　　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是肌肉还是裙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一烯酸 MUFA 与多烯酸 PUFA 之和)

都大大高于饱和脂肪酸 (SFA) 。二十碳五烯酸 ( C20 :5) 即 E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 C22 :6) 即 DHA 的含量

也都非常丰富。肌肉和裙边中 3 种鳖相对应脂肪酸组成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裙边中的多烯酸及

EPA 和 DHA 的比例均高于相应肌肉中的比例。

表 3 　肌肉、裙边和饲料中的脂肪酸含量

Tab. 3 　Contents of fatty acids in the muscle , soft apron and feed ( %)

氨基酸
amino acid

肌肉 muscle

冰鲜鱼组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组
mixed
feed

配合饲料组
formulated

feed

裙边 soft apron

冰鲜鱼组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组
mixed
feed

配合饲料组
formulated

feed

饲料 feed

冰鲜鱼
ice fresh
trash fish

混合饲料
mixed
feed

配合饲料
formulated

feed

肉豆蔻酸 (C14∶0) 2. 37 ±0. 51 2. 51 ±0. 29 2. 09 ±0. 34 1. 61 ±0. 17 1. 76 ±0. 32 1. 55 ±0. 41 3. 24 241 2. 06

棕榈酸 (C16∶0) 16. 91 ±1. 69 16. 75 ±2. 09 17. 17 ±2. 01 14. 71 ±1. 88 15. 76 ±2. 34 15. 23 ±2. 33 21. 69 11. 06 8. 56

硬脂酸 (C18∶0) 5. 34 ±0. 23 5. 19 ±0. 36 5. 48 ±0. 49 4. 38 ±0. 26 4. 57 ±0. 57 4. 61 ±0. 41 4. 96 3. 10 2. 89

16 碳一烯酸 (C16∶1) 8. 17 ±1. 77 7. 88 ±1. 23 8. 23 ±1. 35 6. 69 ±1. 09 7. 06 ±1. 23 7. 01 ±1. 54 10. 14 5. 05 2. 87

油酸 (C18∶1) 12. 78 ±3. 56 12. 81 ±2. 17 13. 10 ±2. 78 15. 59 ±2. 12 15. 68 ±2. 05 16. 01 ±1. 67 19. 77 13. 14 20. 43

20 碳一烯酸 (C20∶1) 6. 81 ±1. 67 6. 13 ±1. 53 5. 86 ±1. 66 4. 89 ±1. 78 5. 00 ±1. 46 4. 89 ±1. 37 3. 61 1. 95 1. 24

22 碳一烯酸 (C22∶1) 10. 06 ±2. 03 9. 99 ±2. 69 10. 31 ±2. 41 6. 69 ±1. 38 6. 17 ±1. 76 6. 34 ±1. 23 3. 04 0. 93 -

24 碳一烯酸 (C24∶1) 0. 79 ±0. 05 0. 83 ±0. 11 0. 90 ±0. 09 1. 13 ±0. 08 0. 08 ±0. 15 1. 21 ±0. 17 0. 51 0. 19 -

亚油酸 (C18∶2ω6) 8. 47 ±1. 36 7. 98 ±1. 11 7. 66 ±1. 54 5. 78 ±0. 98 5. 87 ±0. 98 5. 65 ±0. 23 2. 03 2. 52 3. 16

亚麻酸 (C18∶3ω3) 0. 17 ±0. 07 0. 23 ±0. 03 0. 16 ±0. 04 2. 19 ±0. 76 2. 01 ±0. 53 2. 24 ±0. 09 0. 15 0. 51 0. 67

18 碳四烯酸 (C18∶4ω3) 5. 19 ±1. 36 5. 26 ±1. 54 5. 01 ±1. 66 4. 38 ±1. 11 4. 77 ±1. 21 5. 06 ±0. 98 0. 79 0. 58 0. 49

20 碳五烯酸 (C20∶5ω3) 9. 66 ±1. 35 9. 19 ±1. 47 8. 93 ±1. 21 10. 36 ±2. 23 10. 19 ±2. 61 10. 07 ±2. 31 8. 98 6. 85 5. 94

22 碳五烯酸 (C22∶5ω3) 2. 17 ±0. 88 2. 10 ±0. 64 1. 91 ±0. 36 2. 66 ±0. 44 2. 84 ±0. 32 2. 28 ±0. 36 2. 10 1. 93 1. 86

22 碳六烯酸 (C22∶6ω3) 8. 20 ±0. 87 7. 91 ±1. 16 8. 09 ±0. 96 9. 01 ±0. 98 8. 89 ±0. 87 8. 69 ±0. 87 10. 97 7. 85 6. 51

饱和脂肪酸 (SFA) 24. 62 ±2. 69 24. 45 ±2. 71 24. 74 ±3. 89 20. 70 ±3. 43 210. 69 ±3. 66 21. 39 ±4. 17 29. 89 18. 42 13. 51

单不饱和脂肪酸
(MUFA) 38. 61 ±2. 66 37. 64 ±1. 39 38. 40 ±2. 17 34. 90 ±2. 53 34. 88 ±3. 69 35. 16 ±3. 17 37. 07 28. 27 24. 54

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 33. 86 ±1. 17 32. 67 ±1. 97 31. 76 ±2. 06 34. 38 ±2. 11 34. 57 ±1. 29 33. 99 ±1. 78 25. 02 20. 90 19. 11

C20∶5ω3 + C22∶6ω3

( EPA + DHA)
19. 43 ±1. 19 19. 20 ±1. 98 18. 93 ±2. 17 22. 03 ±1. 98 21. 92 ±1. 66 21. 04 ±2. 78 19. 95 14. 76 12. 56

3 　讨论

3. 1 　饲料对商品鳖蛋白质和氨基酸营养的影响

从冰鲜鱼、冰鲜鱼 + 配合饲料和纯配合饲料 3 种饲料饲养的商品鳖的营养成分来看 ,无论是肌肉组

织还是裙边组织粗蛋白含量差异均不显著。但在肌肉组织中的氨基酸总量和组成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

异 :冰鲜鱼组的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总量均要高于其他两组 ,而且在配合饲料中添加

30 %冰鲜鱼的混合饲料也比纯配合饲料高 ,与饲料中的变化相一致。

对肌肉与饲料中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总量的回归分析表明 ,二者也存在着极显著

的相关关系 ,其回归方程为 :

y = 133. 3 + 0. 987 x 　r = 0. 7843 　P < 0. 01

式中 , y 为肌肉中氨基酸 ; x 为饲料中氨基酸。

对裙边与饲料中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总量的回归分析表明 ,二者存在着极显著的

相关关系 ,其回归方程为 :

y = 10. 135 + 1. 596 x 　r = 0. 9062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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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为裙边中氨基酸 ; x 为饲料中氨基酸。

这表明鳖体内的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的积累随饲料中相应含量的变化而变化。

配合饲料在配制时往往仅追求粗蛋白总量和 10 种必需氨基酸的平衡性 ,而忽视氨基酸总量和鲜味氨基

酸的比例 ,因而使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总量均低。而冰鲜鱼的必需氨基酸、鲜味氨基酸的总量高于

配合饲料 ,摄食鳖体内的积累也高于配合饲料组 ,使商品鳖中蛋白质的有效物质含量升高 ,人体的吸收

性和转化效率就高 ,同时风味也较好。普遍认为 ,绝大多数鲜味氨基酸是鳖体能自由合成和转化的 (除

精氨酸外) 。但由于其含量大 (约占氨基酸总量的 50 %左右) ,且各鲜味氨基酸间比例差异大 (如肌肉中

谷氨酸比例占 17 %以上 ,裙边中甘氨酸比例占 21 %以上 ,精氨酸分别占 7. 7 %～10 %) 。如果饲料中供

应不足 ,在合成和转化的过程中受原料供应和转化速率影响 ,将导致氨基酸间的积累的不平衡 ,风味氨

基酸的积累下降。目前 ,已有学者认为饲料蛋白质中的氨基酸组成和含量与摄食动物本身氨基酸组成

与含量相似 ,就能获得最大转化率[3 - 5 ] 。本实验的结果也是这一观点的一个例证。

3. 2 　饲料对商品鳖脂肪营养的影响

3 种鳖的脂肪率、脂肪酸组成等指标差异不显著 ,表明 3 种饲料对商品鳖的脂肪分布形式和组成影

响不大显著 ,但随着冰鲜鱼的添加 ,肌肉中 PUFA 和 EPA + DHA 的含量呈上升的趋势 ,因而不同饲料对

饲喂的商品鳖体脂肪酸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这与高淳仁[6 ]用不同脂肪源在真鲷上作的研究结果相同。

青木隆子[7 ]也认为养殖赤　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多 ,主要与投喂沙丁鱼、秋刀鱼等饵料有关。分析冰

鲜鱼、配合饲料和混合饲料的 PUFA ,分别为 25. 13、20. 90 和 19. 11 ,变化趋势与肌肉中的含量变化相同 ,

因而饲料中的 PUFA 会影响肌肉中 PUFA 的积累 ,这与在金鲷、真鲷和罗非鱼上的研究结果相同[8 - 10 ] 。

从肌肉粗脂肪含量来看 ,3 种饲料间有显著差异 ,饲喂冰鲜鱼的鳖显著高于饲喂配合饲料组。众所周

知 ,鳖饲料中使用的是低脂的白鱼粉 ,配合后饲料中的脂肪含量大大低于冰鲜鱼 (折算成干物质) 的脂肪

含量 ,而且饲料中可添加有助于脂肪转化的物质 (如肉碱等) ,使体脂的积累大为降低[11 ] 。由于冰鲜鱼

和配合饲料饲喂的鳖肌肉中本身的脂肪含量已是很低 ( < 2 %) ,都应该属于低脂的食品 ,从这个意义上

说 ,冰鲜鱼和配合饲料对商品鳖的商品性影响不大。不可否认 ,从健康营养的角度判断用配合饲料生产

的低脂的商品鳖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但从风味的角度去看 ,适量的鳖脂肪组织由于含有多量的

PUFA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且其降价后产生多量的琥珀酸 ,将给食物带来美好的风味[12 ] 。故冰鲜鱼

饲喂的商品鳖具有较好的风味。建议在鳖的饲养中采用配合饲料和冰鲜鱼制成的混合饲料 ,以提高鳖

的商品性能。

4 　结论

用冰鲜鱼、配合饲料和混合饲料料饲喂中华鳖 ,对鳖体肌肉和裙边中的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和

鲜味氨基酸含量的积累有影响 ,随饲料中含量变化而变化 ,以冰鲜鱼为最好。其他测定指标 ,如水分、脂

肪率、粗蛋白含量和脂肪酸组成等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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