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一

不 同水平首蓓草粉对团头鱿
生长性能及 肉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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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

〔摘 要 〕 选取来源一致
、

规格整齐
、

体质健康
、

游动活泼的团头鱿 。尾
,

随机分为 个处理
,

每处理 个重

复
,

每重复 尾
,

分置于 个网箱中
。

各处理全价配合饲料 中首拾草粉的添加量依次为 对照组
,

试验

组
,

试验 组
,

试验 班组 和 试验 组
,

正试期
。

测定团头舫的生长
、

体型指标
、

肌肉营养

成分及经济效益
,

研究不同水平首蓓草粉对团头纺生长性能及肉品质的影响
。

结果表明 与对照组相 比
,

试验 工

组团头纺尾均 日增重提高
,

饵料系数降低
,

其中尾均 日增重在试验后期
,

饵料系数无论是试验前期
、

后期还 是整个

试验期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尸 试验 组和试验 组团头纺生长速度较对照组有一定提高
,

但差异不显著

尸 。
。

试验 工组 和试验 组 的团头纺肥满度
、

体型均优于对照组
,

但差异不显著 尸
。

试验 组

肌肉粗蛋 白质含量高于对照组 尸 。
、 ,

各试验组粗脂肪含量有逐渐低于对照组的趋势
,

其中试验 压
、

组显著

低于对照 尸 。 ,

说明适量添加首蓓草粉有助于提高鱼肉品质
。

首楷草粉添加量为 的经济效益较

对照组显著提高 。
。

〔关键词 首蓓草粉 团头鱿 生长性能 饵料系数 肉品质

中 图分类号刁 文 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一 一 一

团头纺俗称武 昌鱼
,

是我国主要 的淡水养殖鱼

类之一
。

因其具有 肉质细嫩
、

味道鲜美
、

营养价值高

等优点而倍受消费者青睐
。

团头妨属植食性鲤科鱼

类
,

能有效利用首蓓等饲草原料〔一 〕。

紫花首蓓

草质优 良
、

适 口 性好
、

营养丰富
、

易于消化
,

素有
“
牧

草之王
”

之称阵 」。

首楷草粉富含蛋 白质
、

优质纤维
、

矿物质
、

维生素和色素
,

且含有多糖
、

皂贰
、

异黄酮类

及一些 目前尚未被认识的生长和繁殖因子等生物活

性物质比 一 ”〕。

研究表明
,

妊娠母猪川和产蛋鸡川饲

粮中添加一定量首蓓草粉对其生产性能均有 良好作

用
,

但有关首蓓草粉在团头舫饲粮 中适宜 的添加量

及其对团头鱿生 长性能和 肉质影响的研究
,

目前 尚

未见报道
。

本试验 旨在研究团头舫饲粮中添加不同

水平首楷草粉后对其生长性能及 肉品质 的影响
,

以

为首蓓草粉在鱼饲料生产 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饲料原料 试验用首蓓草粉来源于河南省

新密市首蓓生产基地
,

初花期刘割
,

经 自然干燥加工

而成
。

经分析该草粉所含营养成分为 干物质
,

粗蛋 白质
,

粗脂肪
,

粗

纤维 ,
,

粗灰 分
,

无 氮浸 出物
,

钙
,

磷
。

各试验组饲料在河南省科德水产饲料厂加工
,

除首蓓草粉外
,

其他饲料原料 由该厂提供
。

试验鱼种 试验鱼种 由河南省水产引种育

种 中心提供
。

选取来源一致
、

规格整齐
、

体质健康
、

游

动 活泼
、

尾均重约 士 的团头鱿

尾
,

用 溶液浸泡 后入箱
。

、

网 箱 网箱材料为单层聚乙烯结节网
,

规

格 火 ,

网 目
,

带盖
。

相邻

网箱间隔
,

并排于距南岸 处
,

并固定在竹竿

扎制的框架上
,

四只底角各系一沉子
。

试验地点及其水质条件

试验于
一 一

一
一 一

在河南省水产

引种育种中心进行
,

预试期
,

正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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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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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硕士
,

主要从事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研究
。

王成章 一 男
,

河南镇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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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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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测试 次水质
。

水温 土
,

选用 个标准鱼塘 每个鱼塘 水面
,

水深

值为 士
,

总硬度为 土
, ,

每个鱼塘放置 个网箱
,

为 个重复
。

每 升 水 中 含 溶 解 氧 士
,

氨 氮 饲粮配方及曹养水平

士
,

钙 士
,

亚硝 酸盐 试验饲粮参照我 国草鱼营养需要 国家标 准配

士
,

硝酸盐 士
。

制
,

各组饲粮配方及其营养成分见表 和表
。

每千

符合国家淡水渔业水质标准
。

克预混料 中含维生素
,

维生素

试验设计
,

维生素
,

维生素
,

维生素

试验采用单因子完全随机设计
,

设 个处理
,

每
,

维生素
。 ,

泛酸钙
,

烟酸

处理 个重复
,

每重复 尾鱼
。

各处理基础饲粮 中
, , , ,

首蓓草粉添加量依次为 。, , , , 。 。

衰 各试验组饲粮配方

糠米凡
组别

豆粕 菜籽粕 菜籽饼
次粉 奋

,
玉米蛋白粉

霖
营蓓草粉

月八曰八︺自
,

⋯
‘

丹乙,妇勺工协月

,

、

芝麻饼
宜

‘ ·

’

,

组别
鼓皮 磷酸 二氢钙

’

一

赖氮酸
盐酸盐
厂

蛋氨酸 食盐
预混料 合计

八
甲

注斗孟任住通任,且‘,,

一一表 各试验组饲料曹养成分

之

消化能 粗纤维
组别

一

粗蛋白质
·

一

粗脂肪 钙
·

、

有效磷

八

赖氨酸 蛋氨酸
·

蛋氨酸十

脱氨酸
·

十

苏氨酸

肠洲
‘

,

,

妇卜叼﹄尸钊组,

⋯
八自﹄了,‘内﹄﹄匕

几五︸汽﹄

⋯
﹄︺户︸︺门︸门门只︸八乙︵︶

⋯
确五且,怕,一目一夕︼

‘,几、于胜、

饲养管理

鱼进箱后 开始投喂
,

先进行驯化
,

连续驯化
,

待大部分鱼上浮抢食时进行正常投喂
。

每 日
, , ,

各投喂 次
,

日投喂量为

鱼体总体重的 一 每次的投喂量要根据水温

变化
、

天气变化
、

鱼类摄食和活动情况等合理加以调

整
。

每次投喂约
,

以 鱼吃饱为度
。

在阴雨
、

闷热
、

雷阵雨等恶劣天气时要减少投饵或停止投饵
。

定期检查鱼类生长情况
,

合理投喂
,

认真观察
、

分析

鱼情
,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并做好 网箱养殖 日志
,

记

录每天水温
、

摄食
、

投喂
、

死鱼及病害情况
。

每隔

洗刷网箱 次
,

清除残饵
、

污物及附着藻类
,

使水体

充分交换
。

每隔 在晴天时对网箱所在池塘进行

消毒
,

净化水质
。

测试指标

饲料采食量 称量和记录每个网箱供试团

头鱿试验期 内每天每次的喂料量
,

计算尾均 日摄食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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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长性能 的测 定 在试验 和 时
,

每

重复随机抽取团头纺 尾
,

空腹称重
。

计算尾均 日

增重
、

相对生长率和饵料系数
。

尾均 日增重 一 尾均末重 一尾均初重 试验天数
,

相 对 生 长 率 一 重 复 组 终 末 平 均 体

重一 重复组初始平均体重 投食天数 火
,

饵料系数 一 尾均摄食量 尾均增重
。

体型 指标 的 测 定 在试验 和 时
,

每

重复随机抽取团头鱿 尾
,

记录体长
、

体高
、

体重
,

计

算肥满度
、

体长 体高
。

肥满度
· 。 一 一 体重 体长

。

肉质成分测 定 试验结束时
,

从每个重复中

随机抽取团头鱿 尾
,

于低温条件下 冰盘 中 取背

腹部侧肌
,

用液氮速冻运输
,

置 一 冰箱 中保存
。

测量时于室温下 自然解冻
,

除去皮
、

刺
,

将净 肉剪碎

混匀
,

采用烘干失水法
、

凯式定氮法和索式脂肪法分

别测定肌肉中水分
、

粗蛋 白质和粗脂肪含量
。

经 济效益 以饲料增重成本为指标分析经

元 总增重
。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以重复为统计单位
,

所有数据以
“

平均

值 士标准差
”

表示
,

均采用 软件 中

最小变异二乘法检验各处理平均数 间的差异显著

性
。

结果与分析

不 同水平首蓓草粉饲粮对团头舫摄食 的影

响

由表 可见
,

投饲不同水平首蓓草粉饲粮
,

对试

验前
、

后 期团头 纺尾 均 日摄 食量 的影 响均不显著

尸
。

但在整个试验期
,

试验 组尾均 日摄食

量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

无论是试验前
、

后

期
,

还是整个试验期
,

试验
、

组尾均 日摄食量均

高于对照组
,

尤以试验 组尾均 日摄食量最高
,

而试

验
、

组均低于对照
,

且试验 组摄食量最低
。

表

明添加低水平首楷草粉可提高团头鱿的摄食量
,

而

济效益
。

饲 料 增 重 成 本

过 多添加首蓓草粉可 降低该生长 阶段 团头妨摄食

一 摄 食 量 饲 料 成 本 量
。

表 团头舫饲粮中添加首蓓草粉对摄食 的影响
‘

组别 尾均 日摄食量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注 同行数据标不 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 ,

标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极显 著 尸
。

下表同
。

一 戈 , 飞

不 同水平首摘草粉饲粮对团头鱿生长性能的

影响

对尾均重的影响 表 结果表明
,

正试期开

始时
,

团头鱿各组间尾均重无显著差异
,

表明初始体

重基本一致
。

从试验中期或终末尾均重来看
,

与对照

组相 比
,

各首蓓草粉添加组随着首楷草粉添加量 的

增加
,

尾均重逐渐降低
,

对照组低于试验
、

组
,

高

于试验
、

组
。

第 天时
,

试验 组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

极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试验结束时
,

试验
、

组显著高于试验 组
,

极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

且试验 刊

组已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

对尾均 日 增重的影响 由表 可知
,

就尾均

日增重而言
,

试验前
、

后期及试验全期
,

首楷草粉添

加组变化趋势与尾均 日摄食量相同
,

即试验
、

组

高于对照组
,

且在试验后期试验 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 尸
。

而试验
、

组尾均 日增重低于对照

组
,

且试验 组在试验后期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在试验前期和全期显著 尸 低于对照

组 试 验 组 在 试 验 后 期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尸

。

对饲喂首蓓草粉各试验组
,

无论在试验前期
、

后

期还是试验全期
,

随着首楷草粉添加量的增加
,

尾均

日增重都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其中试验 组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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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试验
、

组 尸 试验 组极显著高于
,

但试验
、

组之间和试验 班
、

组之间差异

试验 组 尸 ,

显 著 高 于 试 验 班 组 均不显著 尸
。

表 团头舫饲粮 中添加首摘草粉对生长性能的影响

,

尾均重 尾均日增重
组别 记

—
】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士

二

士

士

士 了

士
、

二

二 砚
云

士

喀 土 口 价

士 仪阮

士

组别

士 阮

士

士

士

士 盛

饵料系数
一 、

士

士

二 比

士

士

相对生长率

、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二
,

士

士

士

土 玉

二

二

二
’

士 今
’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

二

土

士

士

士 。花 恤

二

初 士 山

的 二 」洲二

二
,

对饵料 系数的影响 表 结果表明
,

随着首 试验 可
、

组低于对照组
。

虽然各处理之间在差异显

蓓草粉添加量的增加
,

各试验组饵料系数有逐渐上 著性方面与尾均 日增重不一致
,

但生长速度随不 同

升的趋势 对照组 的饵料系数介于试验 组和 组 首楷草粉水平变化的趋势与尾均 日增重基本相似
。

之间
,

且与试验 亚组的水平相近 尸
,

但显著 不 同水平首摘草粉饲粮对团头舫体型的影响

尸 或极显著 尸 高于试验 组
。

其中 对体 长 体 高的影响 表 结果表明
,

在团

试验前期
,

试验 组饵料系数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和 头纺饲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首蓓草粉
,

对体长 体高

试验 工
、

组 尸
,

但试验
、

组之间差异 无规律性影响
。

在第 天时
,

试验 几 组的体长 体高

不 显著 试验 班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和试 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其余各试验组 尸
。

验 组 尸
,

极 显 著 高 于 试 验 组 但在第 天时
,

试验 班组 的体长 体高均高于其他
。

试验后期和全期
,

试验 皿
、

组饵料系数均极 各组
,

且显著高于试验 蓝组 尸
。

显 著高于对照组和试验
、

组 尸
,

但试验 对肥满度的影响 从表 可以看出
,

团头鱿

皿组与 组
、

试验 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的肥满度随首蓓草粉添加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

且
, 。

试验 组显著高于试验 组
。

对照组 的

对相对生 长率的影响 由表 可见
,

团头鱿 肥满度介于试验 组和 组之间
,

但差异不显著
。

尽

摄食不同水平首蓓草粉后各期的生长速度表现为
,

管各首蓓草粉添加组 的肥满度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随首蓓草粉添加量的增加相对生长率有逐渐下降的 著
,

但试验 组该项指标 比对照组降低 了
。

趋势
,

其中试验
、

组相对生长率高于对照组
,

而

表 团头舫饲粮中添加首摘草粉对体型 的影晌

组别
体长 体高

龟
肥满度

· 方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落士

士

士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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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水平首蓓草粉饲粮对 团头鱿 肉品质的影 粮 中过高使用首借草粉
,

对其肌 肉粗蛋 白质含量有

响 负面影响
。

对 团头纷肌 肉水分含量 的影响 由表 可 对 团头 纷肌 肉粗脂肪含量的影响 表 结

知
,

试验结束时
,

各试验组的首糟草粉水平均不足以 果表明
,

与对照组相 比
,

团头纺饲粮中添加首楷草粉

使团 头 鱿 肌 肉 中 水 分 含 量 发 生 显 著 变 化 尸 后
,

鱼 肉中粗脂肪含量下降
,

试验
, , 班 ,

组分
,

但试验
、

组相对于对照组和高首蓓草粉 别下降
, ,

和
,

其中试

添加水平的试验
、

组有降低趋势
。

验 组 鱼 肉 中粗脂 肪 含 量显 著低 于对 照 组 尸

时 团头 鱿肌 肉粗蛋 白 质含量 的影响 由表
,

试验 组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各

可知
,

饲粮中添加首蓓草粉后
,

随着首蓓草粉添加 试验组随着首蓓草粉添加量 的增加
,

鱼 肉中粗脂肪

量 的增加
,

鱼 肉中粗蛋 白质含 量逐渐降低
,

且试验 含量降低
,

其中试验 组极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

组显著低于试验 组 尸
。

比较对照组
,

显著高于试验 组 尸 试验 组显

和各试验组鱼 肉粗蛋 白质含量可 知
,

试验 组高于 著高于试验
、

刊 组 尸 试验 组与 组间

对照组
,

试验 组与对照组接近
,

试验
、

组分别 差异不显著 尸
。

对照组鱼肉中粗脂肪含量

较对照组降低了 和
。

说明在团头妨饲 均高于各试验组
。

表 团头舫饲粮中添加首摘草粉对鱼 肉品质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肉品质
· ’ 经济效益 元

· 一 ’

组别
水分 粗蛋 白质

二
粗脂肪 饲料成本 饲料增重成本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

士
、

士

士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经济效益分析

评价某项科研成果实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其

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

由表 可知
,

从饲料成本来分

析
,

随着首蓓草粉添加量的增加
,

为了使能量均衡以

及蛋 白质含量一致
,

个首蓓草粉处理组相对于对

照组的饲料成本逐渐提高
。

试验 组饲料增重成本

仍 显著低 于对照组 尸 而试验
、 、

组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且三者依次极显著

升高
。

讨 论

首楷草粉对团头鱿摄食 的影响

初花期刘割的首借
,

经 自然干燥加工而成 的首

蓓草粉营养价值高
、

适 口 性好
、

易于消化田
。

本研究

中试验 组 首蓓草 粉添加组 尾均 日摄

食量最高
,

提示随着首蓓草粉添加量的增加
,

有一个

最适的添加量使所配制饲粮的适 口性最佳““三
。

这是

由于首蓓草粉粗纤维含量较高
,

随着首蓓草粉添加

量的增加
,

单位体积 内粗纤维含量提高
,

容积变大
,

占鱼消化道 的空 间增加
,

因此会降低试验动物的摄

食量
。

所以本试验中试验 皿
、

组饲粮摄食量依次下

降
。

添加首楷草粉对团头鱿生长性能的影响

首蓓草粉粗蛋 白质含量在 一
,

一

般为 左右
,

接近蛋 白质饲料要求 氨基酸

含量平衡
,

且含各种鱼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

其中赖氨

酸含量高达 一 所含蛋 白质生物学

价值高
,

钙
、

磷
、

胡萝 卜素
、

硫胺素
、

核黄素
、

维生 素
、

维生素 等含量均丰富
,

添加于畜禽鱼饲料中可

取得 良好的生产性能
,

且首蓓草粉 中粗纤维多为可

消化成分 比例较大的优质纤维比 」。

而团头鱿作为植

食性鱼类消化道长
,

消化道 中微生物丰富
,

这些微生

物 分 泌 的纤 维 素酶 有 利 于 可 消 化 纤 维 的 消化 吸

收比‘’〕。

但饲粮 中纤维过多
,

尤其是消化功能不健全

的幼龄鱼类饲粮中纤维含量过高
,

将影响其消化
,

使

生产性能下降仁‘兮 。

本试验 中
,

与对照组相 比
,

试验 组尾均重
、

相

对生长率和尾均 日增重均最高
,

而饵料系数最低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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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试验 组饲粮原料的配 比
、

营养物质构成最优
,

使

各营养物质的吸收
、

沉积率最高
。

在尾均重
、

相对生

长率
、

尾均 日增重及饵料系数方面
,

试验
、

班
、

组

较差
,

可能有以下 个方面 因素 营养物质实际

摄取量不能满足团头纺生长的营养需要
,

沉积不够
,

饲料转化效率渐减
。

在摄食
、

消化
、

吸收及排泄过

程等方面
,

试验 组消耗 了更多能量
。 ,

和 首猎草粉添加组饲料纤维水平逐渐增

高
,

一方面通过加快食糜在消化道中的流通速度
,

降

低了动物对淀粉
、

蛋 白质
、

脂肪和矿物质的表观消化

率
· , 一

另一方面
,

可能与本试验中团头舫鱼种规格

较小
,

对纤维的消化能力有限有关
,

由此导致了团头

舫鱼种生长性能的下降
,

使试验
、

班
、

组饲粮可

利用价值低于试验 组
。

因此
,

饲料中添加适量的首

蓓草粉可 以促进 团头纺的生长
,

但首楷草粉含量过

高会使饲粮粗纤维含量升高
,

抑制其正面效应
,

从而

影响鱼的生长性能
。

另外
,

由于 年
、

月 多阴雨
,

且 水温较

低
,

本试验正试期只进行 了
。

从生长性能上看
,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首楷草粉饲粮与对照

组饲粮饲养效果的比较
。

首摘草粉对体型的影晌

肥满度是用体重和体长的关系来表明动物的体

型生长状况
,

结合体长 体高可综合评定各试验组的

体型变化
。

试验 组的肥满度显著高于试验 组
,

提

示 首猎草粉组有利于 团头舫优 良体型 的

形成
。

从饲料方面
,

这可能是因为试验 组饲粮营养

物质构成最优
,

使该组团头舫的生长
、

发育处在一个

健康营养环境 中
,

而试验 组饲粮构建 了一个亚健

康或者相对不利的营养环境
厂‘ 〕

。

首摘草粉对团头助肉品质的影响

对鱼 肉 中水分 的影响 水分具有重要 的营

养生理功能
。

水分不仅是动物机体细胞的一种主要

结构物质
,

也是体内一些化学反应的介质
,

而且体内

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
、

转运和代谢废物的排出必须

溶于水后才能进行 , 。

试验
、

开
、

班
、

组及对照组在试验结束时肌

肉中水分含量差异不显著
,

提示添加首蓓草粉对团

头纺肌肉水分含量无影响
。

试验
、

组水分含量相

对于对照组有降低趋势
,

这可能是 由于试验
、

皿

组
,

特别是试验 皿组粗蛋 白质
、

粗脂肪含量较高
,

使

水分所 占份额稍有降低
。

,

对鱼 肉 中粗蛋 白质含量的影响 机体蛋 白

质是一个动态平衡体系
·

“ 三,

体蛋 白沉积是其合成

和降解的结果
。

处于生长期的动物体蛋 白的合成率

大于降解率‘, 卫。

结合本试验
,

影响体蛋 白沉积和降

解有以下 个方面的因素 从理想蛋 白质的角度

看
,

本试验对照组和各处理组在各种必需氨基酸的

需要量上达到了要求
。

而试验 组粗蛋 白质含量最

高
,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饲料中纤维水平的升高
,

内源

氨基酸的排泄量 明显增加
,

其 中必需氨基酸的排泄

量增加幅度最大
,

并且饲料 中较高的纤维素能吸收

氨基酸和肤
,

进而阻止其重吸收仁’ 。

因此
,

虽然对照

组和处理组在各种必需氨基酸的需要量上达到了要

求
,

但其可利用氨基酸有可能不同
,

从而造成了蛋白

质沉积的不同
。

纤维物质的营养作用表现为刺激

胃肠蠕动
,

刺激消化酶分泌
,

提供能量物质二’‘

等
。

而

纤维物质对饲粮蛋 白质的消化和吸收有阻碍作用
,

随着纤维水平的增加
,

蛋 白质在消化道 中的排空速

度也增加
,

这无疑降低 了蛋 白质被各种 消化酶接触

的面积
、

作用时间及被肠道吸收的机率 ”
一 。

本试验

中
,

试验 组纤维物质的比例适 当
,

在一定程度 上刺

激 了团头妨消化道 中消化酶的产生
,

进而促进 了各

种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
。

而
,

和

个试验组纤维含量过高
,

可能加快 了肠道 中粗蛋

白质的排空速度
,

降低了沉积率
,

故鱼 肉中粗蛋白质

含量有所下降
。

从生理学角度看
,

蛋白质合成分

解 受激素调控 缸’
,

’
一

,

其 中胰 岛素通 过促 进

的形成影响蛋 白质的合成二’了
,

’ 霭,

使氨基酸进入细胞

的速度加快
,

促进 了细胞 内蛋 白质的合成
‘ 一 。

胰高

血糖素的作用则与胰 岛素相反 口 二。

试验表明
,

试验

组血清中胰岛素水平显著高于试验 皿
、

组
,

胰高

血糖素显著低于试验 皿
、

刊 组 另文
,

这一结果有力

地支持了试验 组肌肉粗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试验

皿
、

组的结论
。

从生物化学角度看
,

对蛋 白质的

合成速率起控制作用的是肤链的延长和释放 个时

相仁, ’几。

试验 组肌肉中粗蛋 白质含量高于对照组
,

这可能是因为首稽 中的未知因子促进 了翻译延长因

子
一

含量的升高
,

后者可协助氨基酞 的

进位
’呢 ,

使试验 组蛋 白质等含氮物质合成加快

沉积增多
。

对鱼 肉 中粗脂肪含量 的 影响 肝脏是脂肪

合成的主要场所
’ 〕。

乙 酞辅酶 梭化成丙二酞辅酶

是脂肪合成的第一步反应
,

是脂肪酸合成的关键

点
,

此反应 由别构酶一 乙 酞辅酶 竣化酶催化 〕
。

而肝细胞 内的脂酞辅酶 可别构抑制乙 酸辅酶

梭化酶
,

从而阻断脂肪酸的合成
尸

, 。

本试验中
,

各试

验组饲粮 由于首蓓草粉水平递增
,

为调整各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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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使其能量水平一致
,

各试验组脂肪水平逐渐增

加
。

试验结果显示
,

对照组和试验
、

五
、

班
、

组肌

肉中粗脂肪含量呈递减趋势
,

且试验
、

组团头鱿

肉中粗脂肪含量显著低于试验 组
,

这可能是因为

试验 班
、

组饲粮中脂肪含量过高
,

肝细胞内脂酞辅

酶 增多
,

别构抑制乙酞辅酶 梭化酶
,

从而抑制

体内脂肪的合成
,

使试验 皿
、

组鱼肉中粗脂肪含量

明显下降
。

提示团头妨饲粮中脂肪水平过高不利于

团头鱿体内脂肪的沉积
。

这与贾丽珠等即 〕的研究结

果一致
。

尽管鱼 肉脂肪中含有许多不饱和脂肪酸
,

但是

人们却越来越偏爱高蛋 白和低脂肪的食品山 〕。

本试

验结果表明
,

首稽草粉的添加提高了团头鱿肌肉粗

蛋 白质含量
,

降低了粗脂肪含量
,

说明首楷草粉对团

头鱿肌肉营养成分有优化作用
,

这 可能是 由首蓓 中

的活性成分和粗纤维所致
,

但其是否具有重新分配

体脂 的作用及其具体调节机理还 有待于进一 步研

究
。

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首蓓草粉添加量的递增
,

各试验组饲料成

本也逐渐增加
。

在这样的前提下
,

试验 组饲料增重

成本较对照组低 元
,

其余组均 高于 对照

组
。

因而
,

首蓓草粉添加量可以改善
、

优化

该生长阶段团头鱿饲料组分
,

提高经济效益
。

综上所述
,

一定范围内
,

团头妨饲粮 中添加首稽

草粉可 以提高团头妨肌 肉中粗蛋 白质 的沉积
,

降低

粗脂肪的沉积
。

而且 首蓓草粉添加量提高

了该生长阶段团头妨的生长性能
,

改善了其体型
,

提

高了其商品性能
。

因此
,

在植食性鱼类团头鱿饲粮中

适 当添加首楷草粉
,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生产上都具

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仁 〕

仁 」

仁 〕

〔 〕

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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