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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比较了人工配合饲料及天然海藻饲养

的九孔鲍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συπερτεξτα 肌肉的营养

成分及氨基酸含量 ∀同时 测定了贝壳中微量元素的

含量 ∀这将有助于了解喂养人工饲料和天然海藻饲料

的九孔鲍营养生理代谢的特点 ∀与此同时 对喂养海

藻饲料所出现的贝壳裂嘴和中间破损的异常鲍 也作

了微量元素分析 探讨生长异常的原因 ∀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的采集

天然海藻组 九孔鲍取自福建省漳浦

县 大小壳长 左右 ∀养成期约 个月 以摄食海

带为主 养殖过程发现有少量鲍发生贝壳裂嘴或中间

破裂 这一现象在人工配合饲料组中没有出现过 故

将天然海藻饲料养殖的鲍分为 组 即 天然海藻

饲料正常组 天然海藻饲料裂嘴组 天然海藻

饲料中破裂组 对其贝壳微量元素作比较分析研究 ∀

人工饲料组 人工饲料组系由我校课

题组研制提供的人工配合饲料养成的九孔鲍 养成期

约 个月 大小壳长 ∗ ∀人工配合饲料的营养成

分见下面相关内容 ∀

1 2 分析测定方法

饲料 ! 鲍肌肉基本营养成分的分析采用常规方

法≈ ∀氨基酸成分由福建农业大学分析中心采用氨基

酸自动分析仪测定 鲍壳微量元素测定前处理用硝酸

消化 °2∞ 火焰原子吸收分子光度法测定 ∀

结果与分析

2 1 饲料营养成分比较

天然海藻饲料和人工配合饲料的基本营养成分

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 鲍的天然饲料海带的含水率

很高 达 蛋白质的含量极低 仅为 而人工

配合饲料的含水率低 仅 蛋白质含量高达

∀实验中发现 人工配合饲料 干品 投入海

水中充分吸收水分后重量约为干品的 倍 也即在鲍

实际摄食时 人工配合饲料的蛋白质含量也在

∗ 左右 ∀

海带的饲料系数为 ∗ 也即 ∗ 海带

国家科委/ 八五0攻关课题 2 2 2 号 !福建省科

委课题的部分内容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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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组的水分含量较低 而粗蛋白 !粗脂肪 !总糖 !灰

分含量都较天然海藻饲料组略高 ∀在品尝试验中发现

人工饲料组肌肉较为结实 这可能与其水分含量较低

有关 ∀在鱼类的比较研究中≈ 认为人工养成的鱼类

肌肉比较松软 水分含量较高 而鲍的情况则不同 ∀这

可能与鲍的饲料有关 或与鲍的特殊生理 !生活特点

有关 ∀

2 3 肌肉氨基酸组成比较研究

鲍肌肉的氨基酸组成分析结果见表 ∀采用酸法

水解肌肉蛋白质时 色氨酸遭破坏 !谷氨酰胺和天冬

酰胺分别转变为谷氨酸和天冬氨酸 故不能被测定 ∀

组成蛋白质的 种氨基酸只能测定其中的 种 这

种的含量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 天然海藻饲料

组鲍肉必需氨基酸总量为 ≅ 总氨基酸为

≅ 而人工配合饲料组必需氨基酸为

≅ 总氨基酸为 ≅ ∀也即人工配合饲料

组的必需氨基酸含量比天然饲料组低 而总氨基酸含

量比海藻组高 ∀

一般来说 生物体中某一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是

由其基因决定的 与生物体的营养供给没有关系 ∀但

是 生物机体中包含成千上万种蛋白质 如果营养失

调或不足 可能会影响到某些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改

变整个有机体氨基酸的含量 ∀同时 鲍肌肉中含有一

定量的游离氨基酸 游离氨基酸是风味的主要成分 ∀

本实验限于条件 未能对鲍肌肉游离氨基酸进行分

析 故不能判断两类鲍肉氨基酸组成的差异是否与游

离氨基酸有关 ∀

在所测定的 种氨基酸中 人工配合饲料组鲍

鱼肌肉所含的亮氨酸和蛋氨酸较低 仅为天然海藻饲

料组的 左右 ∀作者在随后所制做的人工配合饲料

中 有目的地添加 的蛋氨酸 以此调整鲍的营养

养殖 鲍鱼 人工配合饲料系数为 ∀说明鲍必

须摄取大量的海带才能满足其生长所需的蛋白质 而

人工配合饲料由于营养均衡故饲料系数低 饲料效率

高 ∀

人工配合饲料的氨基酸组成见表 ∀由于条件的

限制 未能测定海带的氨基酸组成 ∀实际上 假如测定

海带有限的几次氨基酸组成 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因为海带的氨基酸组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

2 2 鲍软体部营养成分比较研究

天然饲料鲍鱼和人工饲料鲍鱼肌肉营养成分见

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养殖 个月的九孔鲍 人工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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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养殖水质测定剂研制开发成功 ) ) ) 简便 !准确 !快速 !实用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海水养殖技术

开发公司0同澳大利亚/ ∏ 公司0合作研究开

发出/ 奥阔卫士 ∏ ∏ 0牌水质测定试剂盒 ∀
该试剂盒有一系列产品 目前主要有测试两种

值的 ∗ ∗ 测试氨氮 ≅ ∗
≅ 此值即 值 后同 !硬度 !溶解氧

≅ ∗ ≅ !硝酸盐 ∗ ≅ !
亚硝酸盐 ∗ ≅ ! 铜离子 ≅ ∗

≅ !磷酸盐 ≅ ∗ ≅ 以及

测试其他金属离子的等 余种 ∀这一系列产品 是

集中 !澳两国水产科学家研究成果的精华 并针对

中国水产养殖业的特点设计而成的 系高科技产

品 ∀其突出特点为 快速准确 !操作简便 !经济实用

可广泛应用于海 !淡水的苗种生产 池塘养殖及水

族馆的管理 ∀该系列产品研制开发的成功 将为广

大水产养殖业主 !水产生产科技工作者 !管理工作

者对养殖水环境质量的监控提供直接快便的帮助

以使养殖工作更科学更高效 ∀
欲要咨询订购 请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

岛海水养殖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柯亚夫先生联系 ∀地

址 青岛市南海路 号 邮编 电话

2 2 传真 2
∞2 ≠ ∏

青岛海水养殖技术开发公司

平衡 养殖试验结果表明鲍的生长速度没有任何提高 ∀

2 4 鲍壳微量元素比较分析

鲍壳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应用人工配合饲

料养殖的九孔鲍 没有发现贝壳有任何疾病或缺陷

而在天然海藻饲料养殖过程中 发现有少量的鲍 其

贝壳裂嘴或中间破洞 裂嘴或中间破洞的鲍极易死

亡 ∀李霞≈ 认为裂嘴是由于感染了病毒所致 ∀本研究

从微量元素的含量测定上 探讨异常鲍贝壳微量元素

的差异情况 ∀

从表 可以看出 组鲍壳的灰分含量为 ∗

≤ 为 ∗ ∀ 组鲍壳的灰分和 ≤ 含量都

十分接近 ∀ °含量在天然饲料裂嘴组显著增大 几乎

是其他组的 倍 ∀肉眼观察裂嘴的鲍壳 发现贝壳显

著增厚 长度较短 裂嘴部位有较多的蛋白珍珠层 可

能这是引发 °含量升高的原因 ∀两种异常鲍 裂嘴和

中破 的 ƒ 和 含量较高 ∀ 在异常组为

∗ 正常组为 ƒ 在异常组为

≅ ∗ ≅ 正常组为 ≅ ∗ ≅

在异常组为 ≅ ∗ ≅ 正常组

≅ ∗ ≅ ∀这 种元素含量在病变鲍

壳中都显著增大 这意味着鲍壳的异常与这 种元素

的异常代谢有关 ∀是由于鲍壳中积累了较多的 ƒ

和 而引起鲍生长的异常 还是由于鲍的异常生长

病变 而引起 ƒ 和 在鲍壳的积累 目前的研

究还无法断定 ∀ 含量在天然饲料中破组显著升高

几乎是其他组的 倍 而 ≤∏则在所测定的 组鲍壳

中变化不大 为 ≅ ∗ ≅ ∀重金属 ≥

在 个天然饲料组中都显著升高 为 ≅ ∗

≅ 而人工饲料组仅为 ≅ ∀鲍壳

中元素含量的差别可能与饲料营养成分不同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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