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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配合饵料中维生素 C

添加量的研究
’

王安利 母学全 凌利英
(河北大学生物学系

,

保定 07 1(X) 2)

提要 于 199 1 年 7 月 21 日一 8月 19 日在河北省唐海县西林养殖场以养成期中国对虾为

材料
,

在其配合饵料中添加维生素 C 进行中国对虾对维生素 C 需要量的试验
。

结果表

明
,

当中国对虾体长为 5
.

5一 7 交m 时
,

若以本项研究采用的配合饵料的基本成分和配比为

基础
,

配饵中维生素 C 的最佳变化添加量为 0
.

0 18 % 一 0. 024 %一 0. 0 3() %
。

研究发现
,

变动

的维生素 c 适宜添加量对于中国对虾具有明显的促进生长
,

增强抗病力和抗低氧能力以及

提高存活率的作用
。

关键词 维生素C 配合饵料 中国对虾

据报道
,

加州对虾(凡”a

二 ca l扣m 勿nS 的和蓝对虾(P. s印l如s t瓜)对饲料中的维生
素 c 需求量为 0

.

1% ;
维生素七不仅是对虾生长的必需物质

,

而且还有促进对虾伤口愈

合的作用(庄健隆
,

199 0)
。

Ma gu y G ua ry等(19 76) 研究发现
,

日本对虾(P. j’切On ic琳)

对饵料中的维生素 C 需求量为 1%
。

最近
,

已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不同生长阶段

的野生中国对虾体内的维生素C 含量
,

并揭示 了其变化特点和规律
,

即随着体长的增

加
,

虾体内维生素 C 的含量越来越高 ”o’但目前
,

在中国对虾配合饵料中所添加的维生

素 C 数量
,

除了自始至终以某种恒定的百分 比加人外
,

还多参照国外虾类的需求标

准添加
,

这显然是不适宜的
。

本文报道
,

中国对虾养成期配合饵料中维生素 C 的添加

量
,

以期为研制适合中国对虾特点和需求的全价高效系列化人工配合饵料提供科学依

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

材料 中国对虾(Pe na e二 。h如e二台 O
‘ sbe c k )于 199 1 年 7 月 20 日取 自河北省

唐海县西林养殖场四队 8 号和 9 号虾池
。

选出体长(5
.

5一 6. scln )
、

体重比较均匀
,

体色

好
,

健康无病的 80 尾虾
,

用水桶运回实验室
。

*

河北省科委资助项目
,

89入刃线号 ; 河北省畜牧水产局资助项目
,

02 一 89 一 2 号
。

王安利
,

男
,

出生于 19 57

年 n 月
,

教授
。

实验过程中得到唐海县西林养殖场董维敏
、

何宝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

胡俊荣同志协助搜集资料
,

均此一并

志谢
。

收稿日期
: 1哭峙年 1 月 7 日

,

接受 日期
: 1望巧年 1月 30 日

.

D 王安利等
,

1卯 1
,

中国对虾体内维生素 C 含量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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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
,

全部采用配合饵料投喂
。

所使用的配合饵料是以绞肉机挤压
、

风干而

成的
。

各阶段配合饵料的基本成分和配比见表 1
。

中国对虾配合饵料中维生素 C( vC
二

C尹
50 。 ,

分析纯
,

瓶装 259
,

淄博化学试剂厂 )的添加量及其所占的百分比详见表 2o

表 1 中国对虾配合饵料的基本成分及配比

T ab
.

1 Th e fu n ds 口en tal e

om Pos iti o n a n d m 流d r a tio o f the

fo rm ul ate d p ra认” di et of P匕盆a哪 动认朗冶

基本成分 重量(g ) 百分含量(% )

25401421
‘�n�气�6 0仪3552鱼 粉

豆饼粉

面 粉

玉米面

表 2 中国对虾配合饵料中 V C 的添加t 及百分比

T a b
.

2 T he ad di ng qUan ti tie s an d Pe ree
n协罗 of vi t田” in C in the fo rm ul a te d p

~
di et of 八” a

哪 动加朗招

饵饵料号号 7月 2 1一 30 日日 7 月 3 1一 8 月 9 日日 8月 10 日一 8 月 19 日日

vvvvvc 添加量 占配合饵料料 v C 添加量 占配合饵料料 V C 添加量 占配合饵料料

((((( m g) 的百分比比 ( m g) 的百分比比 ( m g) 的百分比比

lllll 巧 0. 砚又万万 劝 0. 01222 45 0
.

0 1888

22222 30 0
.

0 1222 45 0
.

01888 印 0. 02 444

33333 4 5 0刀 1888 印 0. m 444 75 0
.

03000

44444 印 0
.

0 2444 75 0. 03())) 如 0. 03666

555( 对照组 ))) O 住仪幻幻 0 0. 侧叉))) 0 0. 以】〕〕

1
.

2 方法 维生素 C 浓度梯度的添加组共设置 4 个
,

另设 1 个不添加维生素 C 的对

照组 ( 5 组)
。

实验分连续的 3 个阶段进行
,

每个阶段 10d
,

共 30d
。

对设置的每一个维

生素 C 浓度梯度而言
,

第二阶段维生素 C 的添加量比第一阶段增加 0. 00 6 % (指增加的

V C 添加量占配合饵料总量的百分数 )
,

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维生素 C 的添加量也增加

0. 0() 6%
。

玻璃水族箱 ( 60 x 30
x
45 cm

3)编为 1一 5 号 ( 5 号箱为对照组 )
,

每个箱中放虾 巧

尾
。

7 月 20 日 18
:

30 放虾
,

适应一夜
。

7 月 21 日上午实验正式开始
,

8 月 19 日晚实验

结束
。

实验过程中
,

用 1一 5 号饵料 (见表 2) 分别投喂相应的 1一 5 号水族箱中的中国

对虾
。

换水前进行吸污
,

每天换水 1次
,

每次换水 40 % 左右
,

并使箱中的水位始终保

持在 25 一 30c m
。

每天间隔利用充气泵充气
,

并进行水温
、

盐度
、

溶解氧
、

p H 等水质指标

的测 定
。

实 验 期 间 水 族 箱 内水 温 为 23 .9 一 29
.

5℃
,

p H = 8 .0 一 8. 3
,

溶解氧在

2
.

2一 5
.

3m g / L
,

盐度为 21
.

0 8
。

根据陈宗尧等( 19 87 )提出的
“

不同体长对虾 日投饵量参考表
”

中的数据
,

再乘以校正

系数 0. 7
,

作为日投饵量数
。

每 日投饵的时间和比例分别为: 06
:

00 投喂总量的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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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X) 为 17 %
,

15
:
30 为 16%

,

2 1
:

(X) 为 25%
,

2 3
:

(X) 为 2 5%
。

对实验对虾进行存活率
、

增长和增重等的观测与计算
,

以获得中国对虾在特定的生

长阶段
,

其配合饵料中所需添加的维生素 C 的最适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对生长和存活率的影响 维生素 C 对中国对虾生长的促进作用(表 3) 效果明

显
。

3 号和 4 号箱中的中国对虾其增长率和增重率都明显高于其它 3 个箱中的
。

1号和 2

号之间差异不大
,

二者略高于 5 号(对照组 )
。

方差分析的结果是
,

3
,

4 号与 1
,

2
,

5 号

之间的差异显著(尸< 0. 05 ); 而 3 号与 4 号之间
,

1 号
、

2 号
、

5 号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

虽然 3 号与 4 号箱中的中国对虾之间在生长方面无显著差异
,

但从促进生长和提高存活

率两方面来看
,

3 号配合饵料的系列变化添加量最佳
,

因为 3 号箱中的对虾不仅生长

快
,

而且存活率最高
。

实验表明
,

随着中国对虾的生长
,

其对维生素 C 的需要量也增

加 ; 在一定的范围内
,

随着饵料中维生素 C 含量的增加
,

中国对虾的生长也明显加

快
。

由此可见
,

若维生素 C 的添加量不足
,

那么促进生长的效果就不会明显 ; 而添加

超量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3 配合饵料中维生素 C 的水平对中国对虾生长及存活率的影响

T a b
.

3 E {Te c t o f v it夏un in C le v els in 血 di et o n

the gr o w th an d
s

urv iv al ra te of 八列a哪 ch 加翻s台

箱箱箱 V C 占配合饵料料 开始(7 月 2 1 日))) 结束(8 月 19 日))) 增 增 存存

号号号 的百分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长 重 活活
放放放放虾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重 剩虾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重 率 率 率率

(((((((尾) (
em ) (g ))) (尾) (e m ) (g))) ( % ) (% ) (% )))

lllll 0
.

(减巧一 0
.

0 12 一 0
.

0 1888 巧 5
.

8 3士0
.

2 7 1
.

82 士0
.

1888 8 6
.

3 7土0
.

35 2
.

43 士0
.

3 888 9 26 33
.

5 2 53
.

333

22222 0
.

0 12一 0
.

0 18 一 0
.

0 2444 巧 5
.

87 士0
.

15 1
.

87 士0 2777 8 6. 40 士0
.

47 2
.

5 2士住印印 9 03 34
.

76 53
.

333

33333 0
,

0 18一 0
.

0 24 一 0
.

0刃刃 15 6
.

10 士0
.

4 5 2
.

08 士0
.

为为 14 7. 01 士0
.

36 2
.

98 士0
.

如如 14
.

92 43
.

27 93
.

333

44444 0
,

024 一 0
.

0刃 _ 住03 666 15 6
.

02 士0
.

2 1 2
.

肠士0
.

1777 1 1 6. 卯士0
.

为 2
.

男士0
.

2 555 14
.

62 42
.

龙 73
.

333

55555 000 15 5
.

卯土0
.

22 2
.

02 士0
.

1 111 5 6. 功士0. 四 2. 62 士0
.

3 999 8
.

51 扮
.

兀 33
.

333

橱橱照组 )))))))))))

2
.

2 对于抗低氧能力的影响 平均利用充气泵
,

可使水族箱中的溶解氧保持在

2. 2m g / L 以上
,

不会导致中国对虾缺氧
。

8 月 8 日
、

11 日和 14 日 3 次停电
,

每次停电

的时间都长达 3 个多小时
,

充气泵无法工作
,

致使水族箱中的溶解氧骤降
。

于是
,

进

行了 3 次抗低氧实验
。

先取 5 个塑料盆编成与前面实验用水族箱相对应的 1 一 5号
,

再

向各盆中加人新鲜海水
,

使水深约达 Icm
,

然后把中国对虾从水族箱中分别捞人与之编

号相同的盆中
。

最后使中国对虾处于溶解氧 0
.

6 一 0
.

sm g / L 以下的低氧条件
,

结果一

部分虾死亡(表 4)
。

可以看出
,

不同的维生素 C 添加量对于中国对虾抗低氧能力的影响

是很大的
。

其中
,

3 号箱中的中国对虾在 3 次抗低氧实验中没有死亡
。

而 5 号箱
,

由于

所用的饵料缺乏维生素 C
,

死亡 5 尾
。

为此认为
,

适宜的维生素 C 添加量促进了中国对

虾的新陈代谢
,

从而提高了对虾的抗低氧能力 ; 与之相反
,

缺乏维生素 c 则影响中国

对虾体内的某些代谢过程
,

而使对虾的抗低氧能力大大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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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抗低氧实验中国对虾死亡尾数

T ab
.

4 Th e de at h n

um be r of P
.

rk 动朗s台 in 】o w 一 。x y罗n 一 re sistan
t test

箱 号

死亡尾数

5( 对照组 )

2
.

3 对于抗病力的影响 从 8 月 7 日一 14 日
,

在对照组(5 号箱)中先后发现了 3 尾

患红体病的中国对虾
,

其个体较小
,

全身粉红色(近似于白中透红的颜色)
。

鳃部混浊
,

也呈淡红色 ; 复眼下陷且皱瘪
,

身体很软
,

头胸部及背部密集黄红色细小的圆点
,

内部

肌肉泛红
。

患红体病的虾行动迟缓
,

反应较慢
,

常在底层慢游或静伏
。

其中有 2 尾在箱

中病死
,

1尾在抗低氧实验中死去
。

本实验中发现的红体病症状
,

与张立言等(19 89) 所

描述的存在于斑节对虾和长毛对虾中未知病因的
“

红虾病
”

(只分布于我国的台湾省)症状

有相似之处
,

但至今尚未见中国对虾患红体病的报道
。

此次在缺乏维生素 C 的对照组

中发现中国对虾患红体病这个事实说明
,

中国对虾不仅可患红体病
,

而且可能因缺乏维

生素 C 所致
。

作者初步认为
,

中国对虾体内含有虾红素
,

它是由类胡萝 卜素与某些蛋

白质结合构成的
,

由于缺乏维生素 C 而影响了某些代谢环节
,

使一些蛋白质沉淀
,

虾

红素析出
,

造成虾通体呈粉红色
。

当然
,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另外
,

从养殖的全过程来看
,

第一阶段各水族箱中的虾在健康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

从第二阶段后期开始
,

5 号箱中的虾色明显不如 1 一 4 号箱
,

体色发暗
,

透明度很差
,

虾体很软
,

有的个体背部有细小的暗红色斑点
。

由此看出
,

1一 4 号箱中的中国对虾在

抗病力方面远远超过 5 号箱
。

同时表明
,

缺乏维生素 C 的中国对虾容易患病
。

3 结论

当中国对虾体长为5
.

5 一 7
.

sc m 时
,

若以本项研究中采用的配合饵料的基本成分和配

比为基础
,

V C 的最佳变化添加量为 0
.

01 8%一 0. 024%一 0. 03 0%
。

变动的 V C 适宜添加量对于中国对虾具有明显的促进生长
、

增强抗病力和抗低氧能

力以及提高存活率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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