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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水解物 中小肤对幼龄草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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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 尾 士 的草鱼作 日粮中鱼粉水解物中小肤对幼龄草鱼生长性能影响研究 实验分为

组
,

每组 尾鱼
,

矫 尾鱼饲于
,

的水族箱中
,

侮组设 个平行水族箱 试验组 日粮中添加 鱼粉

水解物 鱼粉
,

对照组为 鱼粉
,

试验期 防 结果表明
,

试验组草鱼其特定生 长率
、

蛋自保留效率
、

饲

料系数和血浆中镁含量 与小肤总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草鱼 日粮中添加 一定 比例的鱼粉水解物

小肤 可提高饲料表观消化率和蛋白消化率
,

增加 血液循环中生物活性肤的含量
,

增加体内氮沉积
,

减少肝胰朋

和肠系膜脂肪储积
,

从而提高机体对 日粮中蛋白质的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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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类 「粮 中蛋 白质不仅为氮沉积和利用提供 对龟类生长的影响
一

与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篇茬笠军态釜侃盘篙委军聋譬里岩息 材料
一

与方法

性的小肤可影响鱼类消化吸收和 血液循环中小肤 试验鱼与基础 日粮组成

种类和含 墩
,

从而影响机体吸收和对氨基酸 的利 尾均重为 士 邓 的草鱼 山中山大

用
卜

’
·

“ 据报道
,

在猪禽 日粮 中
,

含一定 比例的小 学水生经济动物研究所鱼场提供
。

饲料 粮配方

肤制品可改善猪禽对 日粮蛋 白质的利用
,

提高生 组成见表
,

投饲率为体重 一 ,

李莎大投喂

长性能
‘‘

·

‘ 但小肤在鱼类营养中的作用 尚不清 次
,

分别为 和
、

每 周称 重 次
,

调整

楚
〔

因此
,

了解小肤在负类营养中的作用
,

探讨其 投饲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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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饲料的组成和分析值
妞 洲粥 七汕 汕 朋习

原料名称
叱

分析法 川 目

对照组
吕 卫

试验组

次粉 田 田

小麦数 田

大显粕 哪 用司 田

菜籽粕 田

麦芽根

统糠 浦

鱼粉

鱼粉水解物 、 动

大 豆油 比 田

沸石粉 田 田

月通碱

复合矿物质
” 化 沁

粘合剂

复合维生素

维 磷酸醋 甲 一 。

乓 、 印 阴

主 要营养参数 实际测量值 〕

干物质 幻 图

粗蛋白 一

粗脂肪

粗纤维

粗灰份

无氮浸出物 卜〕

可利用磷 计算值

消化能
·

注 复合矿物盐 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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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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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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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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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可消化能 按蛋自质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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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糖
· 一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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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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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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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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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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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
,

科
,

嗯

沈
· 一 ’, , ,

· 一 ’,

长 ” 玩
· 一 ’

鱼粉水解物的制备与肤成分测定

参考 等〔口的方法
,

鱼粉水解物由胰

酶
、

肠肤酶水解鱼粉制备
。

根据水解前后氨基酸

含量计算鱼粉水解物的平均链长为 链长计

算 平 均链 长 水 解 小 肤 含 量 一

〕
。

分析结果表明鱼粉水解物主要含的

为 一 肤
。

用
一

柱分离 后
,

测定出肤占
。

试验分组与水质条件

实验草鱼分 组
,

对照组 日粮 中添加 的

鱼粉
,

试验组 日粮 中添加 的鱼粉水解物 七

的鱼粉
。

每组 尾
,

每 尾饲养于

耐 的水族箱中
,

每组设 个平行水族箱
。

每天换

水
气 ,

饲养期为
。

其水质条件为水温 士

℃
,

溶解氧为 士
· 一 ‘ ,

璐 士

,

氨氮为 士
· 一 ‘ ,

总硬度为 一士

,

钙 为 土
· 一 ‘ ,

亚 硝 酸 盐 为
·

,
·

洋
· 一 ‘ ,

硝 酸 盐 为
·

士
·

’ 一 。

样品采集和分析

饲养期草鱼每 周称重一次
,

计算其特定生

长率与饲料系数
,

试验护束时每箱取鱼 “条
,

测定

其肝体比
、

内脏 比与肠脂 比 分别采取血浆
、

肝胰

脏低温冷冻保存
。

使用
‘

泊立
’

孤 全 自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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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仪测定血浆中蛋 自种类和钙
、

磷
、

镁含量等

多项生化指标
,

其方法参考 日立血生化分析指南
。

各组 草鱼饲料
、

全鱼
、

肝胰脏中的蛋白用微量凯氏

定氮法
,

测定
,

粗脂肪用索氏抽提

法
, ,

灰分用 干 法灰化法
。

使用

日 测定草鱼血浆肤和鱼粉水解物中小肤

总量和各肤段小肤含量
。

使用 分光光度计测

定草鱼对各组饲料表观消化率
、

蛋白消化率
。

试验组 间 显著性变化采用

一
氏

试验
。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氏多重 比较

法
,

显著水平采用
,

极显著水平采用
。

结果

组草鱼的特定 生长 率
、

存活 率
、

饲料 系数

和蛋 白保留效率

饲养 天后
,

组草 鱼 的存活率相 似
,

无 显

著性差异 尸
。

但相对生长率
、

饲料系数

与蛋白保留效率试验组较对照组表现好
,

较对照

组有显著性差异 尸 表
。

表 明 日粮 中

添加一定 比例的鱼粉水解物小肤可提高草鱼体内

的蛋白质合成能力
。

表 组草鱼特定生长率
、

存活率
、

饲料系数和蛋 白保留效率
尸 , 访 , 口短

, 别弱 份日邓 伴而 倒 声

组别

对照组

始重 末重 相对生 长率 存活率 饲料系数
水刁

蛋 白保留效率

〕

,

“

试验组
飞〕

注 同一行数据右 卜角不同 卜标小写字母代表有显著差异 尸 存活率 终末尾数 初始尾数 火 相对生长率

末重 一 初重 初重 饲养天数 饲料转换系数 摄食饲料总量 末重 一 初重 蛋 白质保留效率 二 末重蛋 白量 一 初重蛋 自

量 摄食蛋自总量
℃

险 卯 月亡℃ 尸

山 耐 “山 五 飞 卿
, 一 七以 】 ‘

〔

叙
一 ℃ 掀

一

伙心 四
,

日

︻‘一匕

祠上切洲。卜

组草鱼各阶段生长趋势

组草鱼在试验第 周末生长速度相似
,

第

周末其生长趋势以试验组为好
,

从第 周末起
,

对

照组草鱼较试验组草鱼生 长速度呈显著性降低
尸

,

试验结束时
,

这种差 异进一步扩大

图
、

表
。

表明在草鱼 日粮中添加鱼粉水解物

能显著提高其生长速度
。

今 对照组

月卜 试验组

切喇侧

表 组草鱼各阶段 周 生长体重

月 “ 《 忱

明 份叮珍 神 自 哪

组别

又
、

照组 肋
试验组 脚 肠 铭

注 同一行数据右 上角不 同 标小写字母代表有显著差异

石

田

一 山 尸

时间 呢

图 组草鱼各阶段生长趋势

’
。叩

组草鱼肝体 比
、

内脏 比
、

肠脂 比和肝胰脏

脂肪含量

由表 可知
,

对照组草鱼较试验组肝体 比
、

内

脏 比
、

肠脂 比和肝胰脏脂肪含量普遍显著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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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极显著 尸 增高
,

表明对照组草鱼

肝脏相对重量
、

肝脂肪含量和肠 系膜脂肪相对重

量均明显高于试验组
。

在草鱼 日粮中添加一定 比

例的鱼粉水解物小肤可降低草鱼体内肝胰脏与肠

系膜脂肪的蓄积
。

组草鱼体组成部分和饲料表观消化率
、

蛋

白消化率

由表 可知
,

对照组与试验组草鱼鱼体水分
、

灰分与蛋白质含量相似
,

但脂肪含量以对照组最

高
,

且与试验组有显著性差异 尸 。

饲料

表观消化率与蛋白消化率试验组草鱼有升高的趋

势
,

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尸 。

组草鱼的血浆钙
、

磷
、

镁和小肤总量

由表 可知
,

对照组与试验组草鱼血浆中钙
、

磷含量相似
,

但试验组草鱼血浆镁含量和小肤总

量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升高 尸 。

表明 日粮

中添加一定 比例的鱼粉水解物小肤将会提高草鱼

血浆对镁元素的吸收和小肤的含量
。

表 组草鱼肝体比
、

内脏比
、

肠脂比和肝胰脏脂肪含量

加川 , 百洲 , 伙月 , 欣沈
尹

加月

扭 “ 出 ‘ 月孵 详

组别
卫

对照组

肝体比

叩 ,

内脏 比
认 卜

肠脂比
,

肝胰脏脂肪含量

为 ” ”

试验组
弱

注 同一行数据右上角不同上标小写字母代表有显著差异 尸
,

大写字母代表有极显著差异 尸

七 ℃ 即 即

一 ,

表 组草鱼体组成部分和饲料表观消化率
、

蛋白消化率

粥 洲沮 朋 山 ,

别骆 勺,

组别

对照组

蛋白 月
妙 灰分 水 分

】

表观消化率 蛋自消化率
〕

〕

试验组
飞川

的

鼠

邓

注 同表

表 组草鱼的血浆中钙
、

磷
、

镁和小肤总量
, , 扭 仪月 别明 习月书 哪

组别

叩

对照组

钙 浏 ”
· 一 ’ 磷

· 一 ‘ 镁
· 一 ’ 小肤 护 水 刃 议 一 ’

〕

叻 飞〕

试验组

注 同表

田 那

讨论

在实验草 鱼 日粮 中添加 鱼粉水解物

后
,

显著提高了草鱼的生长性能
,

表现为草鱼特定

生长率和蛋白保留效率显著提高
,

降低 了饲料系

数和肝胰脏
、

肠系膜脂肪含量
。

草鱼 日粮 中添加



‘夕卷

一
一

一
报一学一走︷水

一一鱼粉水解物后
,

其 日粮提供的蛋白质
、

氨基酸种类

和数量 与对照组并无差异
,

添加 面粉水解物后草

值表现出更高的生长性能不能从增加 日粮氨基酸

的总量和改善氨基酸的平衡来解释
。

而
一

可能与面

粉水解物中的小肤能够增加肠道小肤载体对小肤

和游离氨基酸的转运能力
,

提高氨基酸的吸收速

度有关
。

另外
,

小肤中存在多种生物活性肤
,

如磷

肤
、

阿片肤
、

内啡肤
、

促泌肤等
,

它们可在消化过程

中释放 出来
,

发挥其生理作用
,

促进消化道 的蠕

动
,

改善 消化机能 ‘
, 。

这从本实验 中添加 鱼粉

水解物小肤后草鱼饲料表观消化率 与蛋 白消化率

有所提高亦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

所以
,

小肤的

作用是氨基酸所不能替代的
,

因为某些肚 的生理

活性是 与其特定的结构有关
,

在消化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

对本实验 草鱼血浆肤进行 分析表 明
,

粮 中添加鱼粉水解物小肤后
,

草鱼血浆中小肤

含欲较对照组 显著提高
。

传统认为小肤可以完整

进入肠 士几皮细胞 内
,

在细胞浆肤酶的水解作用下

上要以游离氨基酸 的形式进人血液循环
,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 证实
, 一些小肤可完整地进人

血液循环
,

血液循环 中的小肤量可能受到 日粮中

肤的影响 “ 。

本实验表明
,

草鱼血液循环中的肤

从与其生 长性能之 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
,

因为
,

消化道 中的底物肤能影 响血液循环 中的肤

含址
,

叮后 者影 响着草鱼机体蛋 白质合成能 力
。

实验组 日粮 中添加 鱼粉水解物小肤后
,

显著提 高
”

草鱼生长性能的另一原因是提高了草鱼机体蛋

自质合成能力
,

降低 了吸收蛋 白质转化为脂肪沉

积在鱼体中 这从添加鱼粉水解物组草鱼的相对

生 长率
、

蛋 白沉积效率显著高于实验组
,

肠脂 比
、

肝胰脏脂肪含量及全鱼脂肪含量显著性低于实验

组得到证实
。

综上所述
,

鱼粉水解物小肤对 草负

生长性能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

收和蛋白质的代谢表现出来
,

但进一步的机理 尚

需要深人研究
。

日粮中添加一定 比例鱼粉水解物小肤可以使

草鱼 血浆中镁的含量增高
,

这 与许多利用 肉类 ‘

内脏水解物中的肤所做实验报道相似 ”一 一般认

为
,

提高机体对矿物元素的利用可能 与
一

粮所提

供的肤的种类和数量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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