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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食对中国对虾能量代谢影响的初步研究3

张 硕  王 芳  董双林

青岛海洋大学国家教委水产养殖开放实验室

提要  于 年 ∗ 月在水温 ε 时测定了两种规格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摄食

沙蚕和配合饲料后的耗养率和氨排泄率∀ 小规格中国对虾摄食配饵的代谢率略高于摄食沙

蚕 而大规格组中摄食沙蚕的代谢率大于摄食配饵组∀ 小规格中国对虾摄食配饵和沙蚕的代

谢能比未摄食组提高了 和 大规格中国对虾摄食配饵和沙蚕的代谢能比未

摄食组提高了 和 ∀ 中国对虾摄食后的氨排泄率明显增加 表明蛋白质在摄

食代谢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对虾 能量代谢 摄食

Ξ  动物摄食后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体热增加的现

象 增加量多少与摄入蛋白质的量密切相关 增加的

热量称为表观热增 量

又称为特殊动力作用 ≥

≥⁄ ∀ 由摄食引起的体热增加在动物的能量代谢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 因此关于养殖动物这方面的研究也

受到广泛重视∀ 目前人们已观察到养殖甲壳动物也具

有这一现象 而且不同的种类以及投喂的饵料性质对

都有一定的影响∀ 虾类摄食后的 不但表现

出耗氧率的增大 而且氨的排泄率也有明显的增

加≈ ∀ 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养殖已近 而

对摄食代谢的能量需求研究还很少 只有周洪琪

报道过中国对虾幼体摄食后的代谢增加现象∀

因此研究中国对虾摄食代谢的能量需求 掌握摄食引

起的耗氧和氨排泄的变化规律 对池塘养殖生产的调

控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本实验于 年 ∗ 月进行 依实际养殖生产

分两种规格进行∀ 全部实验虾均来源于青岛市郊的养

殖池塘 取健康活泼的个体为实验材料∀

1 2 方法

实验虾在水温 ε 下适应 以上 混合投喂沙

蚕和配合饲料 实验前 停止投喂∀实验开始前分别

投喂过量的沙蚕和配合饲料 实验虾停止摄食后 立

即移入装满过滤新鲜海水的锥形瓶中 并用塑膜封

口∀ 依虾体大小 锥形瓶容量为 和

实验持续 ∗ ∀ 实验前后测定 ⁄ 和 2 含量

虾体湿重 精确至 计算耗氧率 和 2

排泄率 ∀ 溶氧测定采用温克勒滴定法

2 含量采用次溴酸钠氧化光电比色法∀呼吸能按

氧热价 排泄能按 计算∀

 结果

2 1 摄食后耗氧率和氨排泄率的变化

两个体重组中国对虾摄食配合饲料和沙蚕后的

耗氧率和排泄率都明显大于未摄食组∀ 经显著性检

验 差异极显著 Π ∀在小规格组中 摄食配合

饲料的耗氧率和排泄率略高于摄食沙蚕组 但差异不

显著 Π ∀ 在大规格组中 摄食沙蚕的耗氧率

和排泄率高于配合饲料组 表 ∀

2 2 摄食后的代谢能变化

小规格组对虾摄食配合饲料后体热耗能增加了

代谢能提高了 高于摄食沙蚕组的

和 大规格组对虾摄食沙蚕后的体

热耗能增大了 代谢能提高了 大

于摄食配合饲料组的 和 表 ∀ 说

明摄食显著提高了中国对虾的能量代谢水平∀ 摄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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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氮比的下降也非常显著 表 这也表明摄食代谢 中氮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

表 1 中国对虾摄食后的耗氧率!ΝΗ 3−Ν 排泄率和氧氮比

Ταβ 1 Οξψγεν χονσυµ πτιον ρατε ΝΗ 3−Ν εξχρετιον ρατε ανδ ΟΒ Ν ρατιο οφ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ιν φεεδινγ

体重 湿重 耗氧率 排泄率 Β 摄食

状态

? ? ? 饥饿

? ? ? 配饵

? ? ? 沙蚕

? ? ? 饥饿

? ? 配饵

? ? ? 沙蚕

表 2 中国对虾摄食后的代谢能

Ταβ 2 Μεταβολισµ ενεργψ οφ Π χηινενσισ ιν φεεδινγ

体重 湿重 呼吸能 排泄能 代谢能 摄食状态

# #

? ? ? 饥饿

? ? ? 配饵

? ? ? 沙蚕

? ? ? 饥饿

? ? ? 配饵

? ? ? 沙蚕

 讨论

3 1 饵料种类对能量代谢的影响

由于饵料中蛋白质和能量含量不同 对鱼虾摄食

代谢强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

认为罗氏沼虾 Μαχροβραχηιυµ ροσενβεργ ιι 摄食颤蚓

时的耗氧率明显高于配合饲料∀≤ ≈ 在研究

饵料蛋白质水平对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σετιφερυσ !南方白

对虾 Π σχηιµ ιττι !桃红对虾 Π δυραρυσ 和美菲对

虾 Π νοτιαλισ 的 影响时 认为随食物中蛋白质

水平的增高 体热的能量消耗也增大∀ 本实验中大规

格中国对虾的摄食代谢与上述结果较为一致∀ 小规格

虾的配合饲料组略高于沙蚕组 这可能是由于小虾对

配合饲料消化吸收的不适应所造成 比较起来对虾对

沙蚕的吸收更容易 而且除饵料中蛋白质和能量外

表面粗糙!不易消化吸收成分含量过高都会引起代谢

耗能的增加∀ 鲤鱼摄食水蚤后的代谢提高了

除蛋白质的特殊生热作用外 水蚤表面覆盖的甲壳不

易被消化而加强消化腺分泌作用也是主要的原因≈ ∀

3 2 摄食对氨排泄的影响

虽然脂肪和糖类代谢也会造成体热增加 但作用

很小 对虾的体增热主要是由于氮代谢所引起的≈ 因

此氨排泄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蛋白质的代谢作用∀ 中国

对虾属高蛋白需求的虾类 选择的食物含有较高的蛋

白质∀ 蛋白质在虾体内转运和合成过程中要消耗一定

的能量 而这一部分的能量主要来源于蛋白质的分

解∀ 两个规格组的中国对虾摄食配合饲料和沙蚕后的

2 排泄率比未摄食时分别高出 倍! 倍

和 倍! 倍 而且明显大于耗氧率的增加量∀

说明氨排泄的增加对中国对虾的 具有直接作用∀

Β 比的下降源于氨排泄的迅速增加 表 也充分

表明摄食代谢的能量物质是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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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红鱼 Σχιαενοπσοχελλατυσ 的核型研究3

尤 锋  刘 静  徐 成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年 月对养殖的美国红鱼采用注射秋水仙碱方法 取其肾脏直接进行染色体

制片 镜检得 美国红鱼染色体数目为 条 全部是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其核型公式是

臂数 ƒ ∀

关键词   美国红鱼 核型 染色体

Ξ  美国红鱼 Σχιαενοπσ οχελλατυσ 又称红姑鱼或黑斑

红鲈 属鲈形目 石首鱼科!拟石首鱼属∀ 分布在从新

泽西到佛罗里达的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 ∀ 美国红

鱼具有生长迅速 适温 ∗ ε !适盐 在海水!半咸

水和淡水中都能生存 广 耐低氧以及饲育容易等优

点≈ 在美国一直是水产养殖业和钓鱼业的重要鱼

种≈ ∀ 年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美国引

入稚鱼 经过多年驯化和饲养 养至性成熟 开始产卵

和育苗 从北向南在许多地区都开展了该鱼种的养

殖∀ 可以预见 美国红鱼的养殖在国内会逐渐发展成

产业规模∀ 然而有关美国红鱼的研究报道在国内尚不

多见 美国红鱼的细胞遗传学!核型研究则更无人涉

足∀

本文采用注射秋水仙碱方法 取其肾脏直接进行

染色体制片 研究了美国红鱼的染色体核型 从而为

了解其细胞遗传学特征 为鱼类细胞分类学及其今后

的染色体操作等遗传育种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年 月于青岛海洋大学太平角实验基地采

取人工养殖的美国红鱼活鱼 重 ∗ ∀ 按体重注

射秋水仙碱 暂养一段时间后 断尾放血 取其肾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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