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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试验以水蚯蚓为对照组饲料,探讨益多美配合饲料和国外某品牌配合饲料对日本鳗

鲡玻璃鳗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益多美配合饲料组的玻璃鳗平均存活率最高,为 77. 34 %,

为水蚯蚓组的 1. 64倍;国外饲料组和益多美饲料组玻璃鳗的平均增重率分别是水蚯蚓组的 1. 83

和1. 70倍;配合饲料转化率优于水蚯蚓,其中益多美饲料组的平均饲料转化率( 27. 3 %)略高于国

外饲料组( 2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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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鳗开口摄食阶段是影响其成活率的关键时

期。传统的玻璃鳗培育过程中, 均采用水蚯蚓

( Limnodilus sp,俗称红虫)开口, 然而,由于水蚯蚓常

生活在有机质丰富的污水中, 具有以下缺点: 1)携带

大量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 易使玻璃鳗感染爱德

华病和孢子虫病等病害。2)质量安全没有保证,易

有药物残留,给鳗鲡健康养殖和安全出口带来安全

隐患。3)使用水蚯蚓初期时需切碎后泼洒到池中,

残饵不易收集, 浪费较大,养殖成本增加, 同时还严

重污染了养殖水体。4)由于水蚯蚓特定的生活环

境,在使用前需要经吐污、消毒和清洗, 再配合内服

药物投喂,使用不方便,易死亡等。鉴于水蚯蚓的上

述缺点和当今水产品安全要求日益提高, 开发安全

高效的玻璃鳗配合饲料迫在眉睫。

尽管我国鳗鲡养殖已经历了 30多年的发展,然

而鳗鲡规模化养殖技术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尤其

是鳗鲡玻璃鳗配合饲料研发尚无成熟的技术。而国

外已成功研发并推广使用玻璃鳗配合饲料, 但其玻

璃鳗配合饲料技术一直对我国严格保密, 我国也曾

开展过仔鳗开口配合饲料研制工作,但尚未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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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鳗配合饲料推广应用。为玻璃鳗养殖的安全,

倡导健康养殖,大力开发玻璃鳗配合饲料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试验利用我们自行研发的玻璃鳗配合

饲料、国外某知名品牌玻璃鳗配合饲料和水蚯蚓进

行养殖对比试验, 探讨配合饲料和水蚯蚓对日本鳗

鲡玻璃鳗生长性能的影响, 以期为国产玻璃鳗配合

饲料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鳗鲡为大小基本一致的健康日本鳗鲡玻璃

鳗,捕捞于福建省宁德地区,平均规格为0. 158 2 g/尾。

水蚯蚓由养鳗场提供,采用充气培养, 每天换水 1~

2次,投喂前用盐水浸泡 10 min 再称质量投喂。玻

璃鳗配合饲料分别为福建天马饲料有限公司开发的

益多美玻璃鳗配合饲料和国外某知名品牌玻璃鳗配

合饲料,保存在冰柜中, 喂料时, 提前 30 min取出解

冻, 称质量(精确到 0. 1 g)后投喂。

养殖容器是规格为 50 cm @ 50 cm @ 70 cm 的玻

璃缸,保持水深30 cm。

1. 2  试验水源
试验用水为曝气自来水,预热到约 28 e 放养玻

璃鳗,并保持水温为( 29 ? 1) e ,试验期间 24 h不间

断充气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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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在福建天马饲料有限公司水产养殖试验室

进行。挑选体表无损伤且大小基本一致的健康日本

玻璃鳗进行试验。试验分为水蚯蚓组、国外配合饲

料组和益多美配合饲料组,每处理设2个平行组,每

个玻璃缸为1 个组, 放养 150尾试验玻璃鳗。投喂

前玻璃鳗平均体质量为 0. 158 2 g。投喂 10 d 后随

机抽样称质量计算饲料转化率。

放苗 24 h后开始升温, 第 1天每 6 h升 0. 5 e ,

第2天每 5 h升 0. 5 e ,第 3天每4 h升0. 5 e ,一直

升到 28 e 。2007年 12月 25日开始正常投喂饲料,

饲料投喂时间为上午 08: 00和晚 19: 00,每天投喂 2

餐,每次投喂 2 h 后进行清除粪便和残饵, 并换入清

水,换水量为总量的 15 % , 保持水质清新, 水温为

( 28 ? 1) e ,溶氧超过 6 mg/ L,记录投喂量和统计各

试验组的死亡数。为保证试验的可比性, 试验期间

每箱试验的光照、水温及换水量等条件均保持一致。

水蚯蚓开始时用搅拌机搅成小碎段, 随着玻璃

鳗生长,逐渐投喂较长的小段, 3 d后开始投喂整条

水蚯蚓;玻璃鳗配合饲料前期采用化水的方式投喂,

投喂 3餐后,逐步采用料台诱食,料台最初离玻璃缸

底部 5 cm,然后逐步上移,直至露出水面。

1. 4  测定指标及方法

试验 10 d后停食 24 h, 从各组中随机捞取鳗苗

20~ 22尾, 滤干水后称质量, 测定增重率和饲料转

化率等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存活率= (试验组玻璃鳗数量- 累积死亡数

量) /试验组玻璃鳗数量@ 100 %

增重率 = 平均净增质量/初始平均体质

量@ 100 %

饲料转化率= (抽样测定平均体质量- 试验起

始测定平均体质量) @ 试验组玻璃鳗数量/总投饵

量@ 100 %

2  结果

2. 1  存活率

投喂不同的饲料, 鳗鲡玻璃鳗的存活率差异明

显(见表 1)。从表 1可见, 配合饲料组玻璃鳗的平

均存活率显著高于水蚯蚓组, 其中益多美饲料组平

均存活率最高, 达 77. 34 %, 是水蚯蚓组玻璃鳗存活

率的 1. 64倍。
表 1  投喂不同饲料的玻璃鳗存活率 %

组别 试验组 存活率 平均存活率

水蚯蚓组
1#
4#

38. 67
20. 67

30. 17b

国外饲料组
2#
5#

60. 67
70. 67

65. 67a

益多美饲料组
3#
6#

74. 00
80. 67

77. 34a

 注:各组数据肩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肩标字母不同表示

差异显著

2. 2  增重率

经 10 d的饲养试验, 各饲料组玻璃鳗的增重率

见表 2。从表 2可见, 配合饲料组的平均增重率显

著高于水蚯蚓组。国外饲料组和益多美饲料组的玻

璃鳗平均增重率分别达 137. 9 % 和 127. 9 %, 而水

蚯蚓组的玻璃鳗平均增重率仅为 75. 3 %。
表 2  鳗鲡玻璃鳗增重率 %

 组别 试验组
末平均
体质量/ g

初始体
质量/ g

增重率
/ %

平均增重
率/ %

水蚯蚓组
1#
4#

0. 305 0
0. 249 6

0. 158 2
0. 158 2

92. 8
57. 8

75. 3b

国外饲料组
2#
5#

0. 385 1
0. 367 5

0. 158 2
0. 158 2

143. 4
132. 3

137. 9a

益多美饲料
组

3#
6#

0. 399 7
0. 321 3

0. 158 2
0. 158 2

152. 6
103. 1

127. 9a

  注同表 1

2. 3  饲料转化率

从表 3可见, 玻璃鳗配合饲料组转化率显著高

于水蚯蚓组, 其中以益多美饲料组饲料转化率最高,

达 27. 3 %。
表 3  玻璃鳗饲料转化率 %

 组别 试验组 饲料转化率 平均饲料转化率

水蚯蚓组
1#

4#

19. 4

8. 3
13. 8b

国外饲料组
2#

5#

26. 0

26. 7
26. 3a

益多美饲料组
3#

6#

32. 4

22. 3
27. 3a

  注同表 1

3  讨论

3. 1  饲料的适口性

饲料的适口性是决定其能否成为鳗鲡玻璃鳗所

喜好食物的主要特征之一,而从商业角度看,规模化

养殖必须要使用配合饲料。自然条件下, 鳗鲡是以

摄食小型动物为主的肉食性鱼类, 由摄食小型动物

到摄食配合饲料存在食性驯化转换过程。水蚯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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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鳗鲡玻璃鳗对开口饲料的适口性要求, 这也是

几十年来鳗鲡养殖都采用其作为玻璃鳗开口饲料的

主要原因。在试验过程中, 在没有用鲜活饲料过渡

的情况下,直接用配合饲料驯食,很好地解决了玻璃

鳗开口饲料的适口性问题, 使玻璃鳗养殖可快速转

为投喂配合饲料。

3. 2  饲料的安全性

作为生物饵料使用的水蚯蚓主要是采用各种畜

禽粪便等有机物质培育的, 其本身携带大量的寄生

虫和病菌,易引发鳗苗爱德华氏病和寄生虫病。此

外,鳗鲡玻璃鳗在早期培育时,要求严格的消毒处理

水蚯蚓,常常由于工人的不细心造成玻璃鳗发病。

试验中,投喂水蚯蚓的玻璃鳗的存活率远低于投喂

配合饲料,这可能与鳗苗因病死亡有关。

配合饲料是由具有一定卫生安全标准的饲料企

业按照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要求生产的, 杜绝了病原

由开口饵料带入的可能; 同时还可进行营养的调整,

满足鳗苗生长各阶段对营养的需求, 更好的促进鳗

鲡生长。试验结果说明, 投喂配合饲料的玻璃鳗, 不

论是其存活率还是饲料转化率,均比投喂水蚯蚓的

高出 1倍多。

3. 3  2个品牌配合饲料的比较

试验受小水体影响, 玻璃鳗的平均存活率均不

高。但在同等条件下, 仍能显示出各种饲料饲喂效

果的差异。其中使用益多美开口配合饲料组玻璃鳗

的平均存活率最高, 体质强壮,这与其营养均衡并含

有增强机体免疫能力的生物活性物质密切相关,健

康的鳗苗为鳗鲡后期的健康养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2个品牌配合饲料对比,结果发现, 国外开口配

合饲料腥味较重, 物料解冻后较散较软,有利于玻璃

鳗摄食, 但易造成水质的恶化,若在短时间未及时摄

食, 饲料很快就化掉,这可能是造成投喂国外开口配

合饲料或玻璃鳗存在个体差异大, 3 类苗数偏多现

象的主要原因。益多美开口配合饲料腥味相对较

轻, 物料解冻后在水中仍能保持较好的稳定性, 相对

要求摄食力度就大,不利于快速摄食及饱食,却能让

绝大部分玻璃鳗均能摄食到,减少三类苗比例, 这表

明, 2个品牌的配合饲料均有改进的空间。

4  结语

试验结果表明,与投喂水蚯蚓相比,配合饲料能

有效提高日本鳗鲡玻璃鳗的存活率、生长速度和饲

料转化率,促进玻璃鳗生长。大力开发玻璃鳗配合

饲料,将对我国鳗鲡养殖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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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正大举办现代养殖管理和饲料技术优化创新研讨会

  2009年 4月 17日,无锡正大畜禽有限公司与

比利美英伟(中国)集团在无锡新区雷迪森广场酒

店联合举办了/现代养殖管理和饲料技术优化创
新研讨会0,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多名企业代表参

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 比利美英伟(中国)集

团李职总裁和李明教授以及无锡正大畜禽有限公

司艾景军博士, 王新霞博士, 王涛经理等做了讲

座, 嘉宾进行了互动交流,诸多专家与参会代表们

共同探讨技术问题, 并针对来宾提出的实际案例

给出解决方案, 尤其是谈到无锡正大最新研发的

纯天然植物提取系列产品 ) ) ) 天然超强甜和黄芪

多糖,大家就绿色安全理念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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