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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胆碱含量对真鲷仔稚鱼生长影响的初步研究

刘镜恪 雷霁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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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采用胆碱强化活饵料的方法研究活饵料量中胆碱含量对真鲷仔稚鱼生长和成活率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活饵料中胆碱含量对仔稚鱼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均有一定影响 说明

胆碱是仔稚鱼生长 !存活所必需的营养要素 ∀

目前 我国的海鱼养殖 其生产性育苗因在仔稚

鱼阶段容易出现大量死亡 成活率一般低于 ∀仔

鱼在从吸收卵黄内源营养转变为摄取轮虫 !卤虫等外

源营养后 某些营养要素的缺乏 !不足是导致仔稚鱼

大量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胆碱是磷脂酰胆碱的重要部分 也是神经递质乙

酰胆碱的前体 并作为甲基供体参与体内的转甲基反

应 ∀鱼类缺乏胆碱 会产生脂肪肝病变 生长速度和饲

料效率明显下降 ∀迄今 胆碱对早期仔稚鱼生长 !存活

影响的研究尚未见国内外报道 ∀由于仔稚鱼自身合成

胆碱的能力远不及幼鱼和成鱼 因此 仔稚鱼饲料中

胆碱的添加就更有必要 ∀本项研究采用乳化油直接添

加法 人工调节轮虫 !卤虫活饵料体内胆碱含量 探讨

胆碱对真鲷仔稚鱼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乳化油的制备

乳化油的制备分为 组 第 组 鱼油 !

豆油 ! 水 第 组 鱼油 ! 豆油 ! 胆

碱 ! 水 第 组 鱼油 ! 豆油 ! 胆碱 !

水 第 组 鱼油 ! 胆碱 ! 水 以上

组再分别添加山梨醇类乳化剂后在乳化器内制成

乳化油 ∀ 鱼油中 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胆碱为上海化学试剂厂生产的分析纯试剂 ∀

轮虫和卤虫的强化

在容积均为 的 个玻璃三角瓶内分别加入过

滤海水 将由面包酵母培养的轮虫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2

χατιλισ 分别置于 个三角瓶内 轮虫在三角瓶内水体

中的密度约为 个 乳化油添加量均为每升水

体 强化后 将 组轮虫过滤 !冲洗后分别投

喂给 组仔鱼 每日 次 轮虫在仔鱼缸内的密度均

为 个 ∀在容积均为 的 个玻璃三角瓶内分

别加入过滤海水 将美国卤虫卵孵化的卤虫分别

置于 个三角瓶内 卤虫在三角瓶内水体的密度均为

个 乳化油添加量均为每升水体 强化后

将 组强化卤虫过滤冲冼后分别投喂给 组稚鱼

每日两次 强化卤虫在稚鱼缸水体中的密度约为

个 ∀

仔鱼和稚鱼的培育

同一批真鲷受精卵取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所小麦岛养殖基地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生物培育楼孵化后 分为 组 每组 缸 每

缸加入过滤海水 各放置初孵仔鱼 尾 并开

始投喂强化轮虫 ∀试验开始于 年 月 日 结

束于 月 日 历时 ∀试验期间 水温为 ∗

ε 海水 为 ∗ 充气 每日每缸换水 ∗

∀真鲷稚鱼取自同一养殖基地 在本所生物培育楼暂

养数日后分为 组 每组 缸 每缸加入过滤海水

各放置稚鱼 尾 开始投喂强化卤虫 试验开始

于 年 月 日 结束于 月 日 历时 ∀试

验期间 水温为 ∗ ε 海水 为 ∗ 充

气 每日清除缸底污物 并换水约 ∀

轮虫 !卤虫 !仔鱼和稚鱼的胆碱含量分析

养殖试验结束后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心

实验室测定 组强化轮虫 !强化卤虫 !仔鱼和稚鱼的

胆碱含量 ∀胆碱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二极管矩阵

检测器检测 ∀样品在酸性溶液中于 ε 加热水解

离心 上清液过滤后上机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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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轮虫胆碱含量对真鲷仔鱼生长 !存活的

影响

经过 的试验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第

组至第 组 随着轮虫体内胆碱含量的递增 仔鱼的

平均全长和平均成活率也随之增高 在本试验中 当

第 组轮虫体内胆碱含量为 ≅ 湿重 时 第

组仔鱼的平均全长为 平均成活率为

达到最佳生长和成活率 ∀由于第 组强化轮

虫所使用的乳化油中未添加胆碱 所以强化轮虫体内

的胆碱含量最低 从而导致仔鱼的平均全长和平均成

活率在 组仔鱼中最低 ∀

卤虫胆碱含量对真鲷稚鱼生长 !存活的

影响

经过 的试验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第

组至第 组 随着卤虫体内胆碱含量的递增 稚鱼的

平均全长和平均成活率也随之增高 在本试验中 当

第 组卤虫体内胆碱含量为 ≅ 湿重 时 第

组稚鱼的平均全长为 平均成活率为

达到最佳生长和成活率 ∀由于第 组强化卤

虫所使用的乳化油中未添加胆碱 所以强化卤虫体内

的胆碱含量最低 从而导致稚鱼的平均全长和平均成

活率在 组稚鱼中最低 ∀

讨论和结论

国外的一些研究已证实 饲料中添加胆碱对鲤

鱼 !草鱼 !红点鲑 !虹鳟 !斑点叉尾 等具有促生长作

用 ∀不同鱼类对胆碱的需要量明显不同 一方面可能

与不同鱼类自身生物合成胆碱的能力有关 另一方面

与饲料中甲基供体的含量有关 添加蛋氨酸或甜菜碱

可以节约饲料中胆碱的用量 但不可能完全取代胆

碱 ∀由于仔稚鱼自身生物合成胆碱的能力远不及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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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刘珊珊

海水珍珠漂白中发生斑点腐蚀原因及其抑制研究

张小丽

湛江海洋大学珍珠研究室

提要 初步研究了海水珍珠漂白中引起珍珠产生斑点腐蚀的外因和内因 ∀通过漂白剂浓

度 !配方 值 !漂白配方及漂白温度等因素对珍珠长麻的影响 阐述了珍珠发生斑点腐蚀的

主要原因 解释了珍珠轻度腐蚀后斑点自然消失的现象 提出了抑制珍珠发生斑点腐蚀的途

径和措施 ∀

关键词 海水珍珠 漂白 斑点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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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养殖收获的马氏珠母贝珍珠大多含有不良色

素 需经过漂白加工方可制成工艺品 ∀珍珠在漂白过

程中常会产生斑点腐蚀现象 俗称/长麻0 ∀其原因可

能与漂白工艺条件控制不善导致漂白过度有关 ∀然

而 以相同的工艺条件漂白不同产地 !不同颜色的珍

珠 长麻程度却不同 ∀珍珠长麻后会在珍珠表面形成

若干个大小不同的圆形斑点 俗称/麻点0 ∀麻点部位

呈奶白色 !不透明 !无光泽状 ∀长麻严重者 则整颗珍

珠都呈奶油色 ∀这明显地破坏了珍珠璀璨晶莹的外

观 使商品价值大大降低 ∀因此 探索珍珠长麻原因 !

抑制珍珠长麻现象 对提高珍珠加工质量至关重要 ∀

此外 珍珠长麻后经放置一段时间 某些长麻珍

珠 俗称/麻珠0 还会出现麻点消失现象 这种可逆行

为是目前珍珠加工中一个使人感到不解的问题 ∀

有关珍珠长麻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本文研究了

引起珍珠长麻的外因和内因 粗浅阐述了麻点消失的

和成鱼 因此 仔稚鱼饲料中胆碱的添加就更为必

要 ∀本项研究证实 活饵料中的胆碱含量对仔稚鱼的

生长速度和成活率均有一定影响 说明胆碱是仔稚鱼

生长 !存活所必需的营养要素 应引起有关科技工作

者的关注和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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