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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鲆 Παραλιχητηψσολιϖαχευσ × ≥ 在我国俗称

牙片 !偏口 !比目鱼 是名贵的海产鱼类 它的个体硕

大 !肉质细嫩鲜美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市场十分广

阔 经济价值很高 ∀牙鲆在我国的渔业史上占有一定

的地位 是重要的海水增养殖鱼类之一 是较有前途

的养殖品种 ∀进入 年代以来 在国内外市场的激励

下 牙鲆养殖迅速发展 山东的威海 !烟台 !青岛 !莱州

等地除开展网箱和池塘养殖外 大力发展工厂化养殖

生产 为海水鱼养殖闯出了一条新路 ∀

目前牙鲆鱼的养殖方式仍较为传统 养殖技术含

量较低 ∀网箱和池塘养殖的饲料一般都采用冰鲜杂鱼

打浆 !切块投喂 由于营养单一 网箱养殖鱼体生长

慢 养成时间长 池塘养殖水体污染严重 造成牙鲆养

殖鱼病发生频繁 养殖成活率低 严重影响了养殖收

益 ∀

随着牙鲆养殖的开展 进行了一系列的牙鲆饲料

的研究 ≈ ∀由于牙鲆是吞食习性 摄食硬颗粒饲料效

果不理想 最近几年 牙鲆养殖普遍采用投喂湿颗粒

饲料方式 各养殖单位根据自身条件随意配制各种比

例的湿颗粒饲料 获得的养殖效果存在差异 ∀为了解

全价粉状饲料的使用效果 提高养殖技术 提高饲料

利用率 降低养殖成本 作者根据生产方式 对不同比

例全价粉状饲料的湿颗粒饲料在工厂化养殖上作了

对比试验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全价粉状饲料由作者课题组提供配方 委托饲

料厂家加工生产 饲料价格为 元 ∀冰鲜杂鱼主

要是冷冻的沙丁鱼 !玉筋鱼等小杂鱼 由威海某养殖

公司冷库购买 鲜杂鱼价格为 元 ∀试验用鱼购

自威海某养殖公司育苗场 鱼苗为当年冬季培育的苗

种 ∀

饲料制作

将湿颗粒饲料编为 ∗ 号 即全价粉状饲料按

和 的添加比例与鲜杂鱼混合

通过湿颗粒饲料机制成湿颗粒饲料 饲料制备后送入

冷库保存备用 ∀

试验方法

利用养鱼场工厂化养殖车间的 个水泥池 进

行饲养对比实验 每个水泥池面积为 池深

进行流水充气养殖 ∀在养殖场新进的牙鲆鱼苗中

选出 尾做对比试验 把牙鲆鱼苗均匀分成

群 每一个水泥池中饲养 条 每组饲料投喂两个

试验池鱼 ∀试验从 年 月 日 ∗ 月 日 共

进行 ∀

试验期间水温为 ∗ ε 试验前期 每日

投喂 次 后期 每日投喂 次 ∀每次投饵 后

进行大换水清除残饵粪便 然后保持流水充气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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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采用 和 比例的全价粉末饲料与冰鲜杂鱼混合 配制成湿颗粒

饲料 投喂牙鲆 Παραλιχητηψσολιϖαχευσ × ≥ 进行工厂化养殖试验 ∀结果证明随着添加全价

粉末饲料量的增加 饲料系数逐渐降低 鱼体增重率逐渐增加 在鱼体防病 !成活率 !体色方面

投喂添加粉末饲料的湿颗粒饲料都明显优于单一的冰鲜杂鱼 其中 号饲料在养殖成本方

面 每公斤鱼的饲料投入比鲜杂鱼节省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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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鱼体生长情况 每 进行一次倒池消毒 ∀

结果分析

饲料成分分析

为了解湿颗粒饲料营养成分的变化 对各组饲

料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从表 的

测定结果可见 随着粉末饲料比例的增加 湿颗粒饲

料的水分含量逐渐减少 蛋白质 !脂肪 !灰分的含量逐

渐增加 特别是蛋白质的含量增加明显 号饲料比

号饲料增加了 倍 说明饲料中可供鱼体利用的

营养及能量物质逐渐增多 ∀

试验结果

鱼体的增长情况和饲料系数的测定结果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 经过 的饲养实验 各组鱼体

的平均重量发生了变化 实验开始时各组鱼平均体重

接近 极差率仅为 实验结束时各组鱼平均体

重差别增大 其中 号饲料组鱼体平均体重最轻 为

号饲料组鱼体平均体重最重 为 两

者相差率达 ∀实验结束时 鱼体普遍增重了

倍以上 而且随着全价粉末饲料添加量的增加 鱼体

增重率逐渐增大 增重最低的 号饲料组 鱼体的增

重率仅为 而增重最高的 号饲料组 鱼体的

增重率却达到 两者相差率为 ∀从

各组实验鱼体的日增重率同样可以看出 随着全价粉

末饲料添加量的增加 鱼体日增重率逐渐增大 其中

号饲料组最小 为 号饲料组最大 为

两者相差率为 ∀各组的饲料系数是变化

最大的一个指标 号至 号饲料 饲料系数逐渐下

降 其中 号饲料系数为 号饲料系数为 两

者相差率为 ∀

各组湿颗粒饲料效益分析结果见表 ∀从表 可

以看出 经过 的饲养实验 各组鱼体的成活率都

比较高 实验结束时 最低的饲料组鱼体成活率为

最高的饲喂组鱼体成活率为 两者相

差 相差率仅为 说明在短时间内 各组

饲料对鱼体成活率影响差别不大 ∀由于鱼苗是按尾数

购买 鱼体初重与鱼苗投入无关 各组鱼体均为

尾 鱼苗投入成本是一样的 而卖鱼却是按鱼体重量

出卖 养成收入是由鱼体重量决定的 表 中可以看

出实验结束时各组鱼体总重产生了较大的差别 总重

最低的 号饲料组 鱼体的总重仅为 而总重

最高的 号饲料组 鱼体的总增重达到 两

者相差 相差率为 ∀作为饲料投入 虽

然饲料价格随着全价粉末饲料比例的增加而逐渐增

高 可是饲料的投入与饲料的转化率相关 即每

鱼消耗饲料的总量为饲料投入实际值 从表 可以

看出 虽然 号饲料价格最低 可其养成 鱼的

饲料投入却是最高的 投入值为 元 组饲料中

养成 鱼饲料投入最低的是 号饲料 投入值为

元 两者相差 元 相差率为 ∀

讨论

从饲料成分含量分析结果可知 添加全价粉末

饲料的湿颗粒饲料 其蛋白质 !脂肪 !灰分等营养物质

含量提高了 水分含量下降了 与单一的鲜杂鱼饵料

表 1  各组湿颗粒饲料成分分析

Ταβ .1  Ινγρεδιεντ αναλψσισ οφ µ οιστ πελλετ ιν εαχη γρουπ

饲料组 粉料 鲜杂鱼 粗蛋白 粗脂肪 水分 灰分

表 2  各组湿颗粒饲料饲喂结果

Ταβ .2 Φεεδ ρεσυλτσ οφ µοιστ πελλετ ιν εαχη γρουπ

试验组 鱼初重

尾

鱼终重

尾

增重率 日增重率 饵料

系数

极差率

注 极差率 ≈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 ≅ 增重率

≈ 鱼终重 鱼初重 鱼初重 ≅ 日增重率 ≈ 鱼

终重 鱼初重 鱼初重 ≅ 饲养天数 ≅ ∀

表 3  各组湿颗粒饲料效益分析

Ταβ .3  Βενεφιτ αναλψσισ οφ εαχη γρουπ µοιστ πελλετ

试验组 鱼初总重 成活率 鱼终总重 饵料价格

元

饲料投入

元

极差

注 极差 最大值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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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牙鲆摄食同量的食物时 可利用物质增多了 消

化吸收的营养物质增多 必然会有利于其生长 ∀

从生长测定结果可以看出 添加全价粉状饲料投

喂的鱼体的生长速度均比单一投喂鲜杂鱼的鱼体快

随着添加全价粉末饲料量的增加 鱼体增重率逐渐增

加 其中全价粉末饲料添加最多的 号饲料组的鱼体

增重率结果最高 总增重率和日增重率均比单一投喂

鲜杂鱼实验组的鱼体增高 以上 即在 内 号

饲料组的鱼比 号饲料组的鱼多增重 以上 ∀ 号

至 号饲料 饲料系数逐渐下降 其中 号饲料系数

为 号饲料系数为 即 号饲料是 号饲料

投饲量的 倍 ∀综合结果可以看出 单一投喂鲜杂

鱼饵料 不仅投喂量大 而且养殖鱼产出量少 单一投

喂鲜杂鱼不是合理 !有效的养殖方法 ∀

投喂添加粉末饲料的湿颗粒饲料 不仅鱼体增重

快 !饲料系数低 而且在鱼体防病和鱼体体色等方面

都好于投喂单一的冰鲜杂鱼饵料 ∀分析认为 全价粉

料由于营养全面 满足鱼体生长需求 提高鱼体抗病

能力 同时全价粉料增加了鱼种所需的色素及合成色

素所需的物质 鱼体能保持自然的鲜艳色彩 而鲜杂

鱼对照组饵料营养单一 !不平衡 缺乏多种维生素等

物质 养殖的鱼体脂肪含量高 腹大 !游动慢 抗病力

差 鱼体难以保持自然的鲜艳色彩 因此体色明显偏

淡 ∀

在成活率方面 短期内添加全价粉料也稍好于单

一的鲜杂鱼对照组 而且实验结束时检查鱼体 发现

单一投喂鲜杂鱼试验组的鱼体腹面发红 出现炎症比

例较高 依此推测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 鱼体发病率

必然增高 则其成活率必然受到影响 各实验组之间

的成活率差异会变得明显 而一旦养殖成活率下降

成本必然提高 ∀

通过鱼体增重和饲料投入对养殖收益的影响可

以发现 单一投喂鲜杂鱼 饲料投入高且鱼体增重率

低 是效益最差的一种养殖方式 所有添加全价粉末

饲料的饲养组效益均好于鲜杂鱼对照组 尤其是 号

饲料组 鱼体的总增重比 号饲料组高 养成

鱼饲料投入比 号饲料节约 由于冰鲜

杂鱼使用量大 对水体污染严重 其供应受海洋资源

及休渔期的影响 质量 !数量无法保证 额外又增加投

入和养殖风险 所以应尽量不用或少用 ∀而添加全粉

末饲料 不仅使鱼健康生长 也可充分利用资源 降低

养殖成本 提高效益 建议推广应用 ∀

本试验为冰饵机制粒的湿颗粒饲料 其成型不受

全价粉末饲料添加量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全价粉

末饲料最佳添加量为 对于没有冷冻条件的养殖

用户 应以湿颗粒成型好坏为全价粉末饲料最佳添加

量 这里根据制作经验推荐添加量为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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