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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青海钩虾的营养价值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首先分析三种不同品级的青海钩虾
,

一

般营养成分及氨基酸含量
,

并同两种鱼粉比较 第二
,

养鸡试验的结果表明
,

钩虾组在平均增

量和总增重量等方面都优于鱼粉 第三
,

真绸 。 的实

验是按照逐次降低钩虾的含量的方法
,

分为 组
。

钩虾 鱼粉一
,

钩虾 鱼粉
, ,

钩虾 鱼粉一
,

钩虾 鱼粉 。
。

实验结果显示在真绸的成活率
、

体长平

均增长率
、

增重率和饲料系数等方面
,

含钩虾组较无钩虾 为佳
,

而 组具有最好的促增重

效果和最经济的特点
。

最后
,

根据上述分析和实验结果
,

作者认为青海钩虾是一种可以代替鱼

粉的新蛋白源
,

值得开发利用和推广

关链词 青海钩虾 新蛋 白源 营养价值 鱼粉代用品 开发 中图法分类号

众所周知
,

饲料是畜禽
、

水产养殖业的物质基础
,

人们所饲养的畜禽鱼虾和各种珍贵

的经济动物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都来 自饲料
。

特别是近年养殖业集约化
、

专业化程度的提

高
,

养殖动物对鱼粉饲料的依赖和需求量与 日俱增
。

据国际鱼粉生产者协会 预

测在今后 年
,

世界鱼粉产量将因渔捞量的减少而下降
,

这意味着 年世界鱼粉

年需要量将缺少 吨
。

若按畜禽饲养业和水产养殖业需要量计

算分别缺少 护 和
。

因此鱼粉的缺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

解决的办法

之一是调整和控制饲养业的发展规模
,

看来这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

其发展也是难以

控制的 其二是加强饲养动物营养的研究
,

进一步降低饲料系数
,

节约原料 其三是寻找鱼

粉的代用品
,

这是解决鱼粉短缺的主要方面
,

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

青海省地域辽阔
,

河流纵横
,

湖泊沼泽星罗棋布
,

其中有许多半咸水的湖沼并无鱼类

生长繁育
,

但却蕴藏着丰富的钩虾 一种端足类 动物
。

长期以来钩虾资源

任其自生 自灭
,

被极大地浪费
。

近年来
,

海西州科委发现群众用钩虾养鸡
,

获得较为显著的

经济效益
。

经作者初步研究
,

证实青海钩虾作为一种新蛋白源
,

可以代替进 口 鱼粉
,

且优于

鱼粉
。

鉴于 目前国内外尚未见用钩虾代替鱼粉的报道
,

由此
,

提出开发钩虾资源
,

促进养殖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订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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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

以满足人 民生活对畜禽蛋奶及水产品等 日益增长需要的这一课题任务
。

青海钩虾的一般营养成分和氨基酸含量及其与鱼粉等的比较

材料与方法

浏定营养成分 干钩虾取 自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镇
,

鲜钩虾采于羊水河
。

青海钩

虾分为 类 为优质钩虾
,

即清除杂质的干钩虾
,

为中质钩虾
,

即民间收购的钩虾
,

混

有少量水生植物碎片等杂质
。

新鲜钩虾
。

分组 一般营养成分的分析为三组
,

优质钩虾 中质钩虾 鲜钩虾
。

氨基

酸分析为两组
,

优质钩虾 中质钩虾
。

方法 通过如下 种方法进行 水份测定采用重量法
,

分别置干钩虾或鲜钩虾

于恒温干燥箱中
,

先在较低温度下干燥 ℃
,

然后升温至 ℃烘至恒重
。

蛋 白

质测定是以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样品的总氮
,

以所得总氮量折算成蛋白质含量
。

脂肪按

索氏提取法测定
。

氨基酸是以 水解 ℃
,

用 一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测定
。

结果 其一般营养成分及氨基酸含量测定结果列入表
。

表 青海钩虾与鱼粉一般营养成分及氮基酸含 的比较
,

干墓

。 ,
·

样 品
秘鲁鱼粉

‘

小杂鱼
一 一 一

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未测

。

。

未测 未测
。

烘干

钙碑

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氨氨氨氨氨氨氨氨氨苏色酪缴脯丙甘谷丝一氮

, 鱼粉资料引自李凤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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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 的营养成分来说
,

显示出钩虾蛋 白质含量达 左右
,

是可作为一种蛋 白源

来开发利用
。

但是其蛋白质含量远低于鱼粉
,

仅为其 或不足
,

而其必需氨基酸量

也多低于鱼粉
。

但其营养效能如何呢 这将由饲养的动物实验结果作出回答
。

青海钩虾配合饲料喂鸡试验

本实验我们用同比例的钩虾和鱼粉的配合饲料喂鸡的试验
,

目的证实青海钩虾作为

一种新野生动物蛋白源
,

在养禽业中能否代替进 口鱼粉
,

节省大批外汇
,

发展我国养禽业
。

材料与方法

饲料来源 钩虾干品来源同前
,

其它饲料诸如玉米粉
、

麦鼓豆饼
、

小麦
、

鱼粉
、

肉

骨粉
、

贝壳粉和微量元素等购于青海省饲料公司
。

饲料配制 根据解春亭 报道川配制饲料
,

并核算本试验用鸡每 日摄食量
。

有关饲料的营养成分见表
,

饲料配方见表
。

表 本试验各种饲料的营养成分分析

样 品 玉 米 小 麦 麦 数 豆 饼

水 分

粗 蛋 白

粗 脂 肪

灰 分

碳水化合物

干 物 质

赖 氨 酸

蛋 氨 酸

胧 氨 酸

色 氨 酸

精 氨 酸

苏 氨 酸

苯丙氨酸

酪 氨 酸

亮 氨 酸

异亮氨酸

甘 氨 酸

撷 氨 酸

组 氨 酸

。 。

一亡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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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本试验饲料配方

饲 料 名 称 钩 虾 鱼 粉

玉 米

小 麦

麦 数

豆 饼

鱼 粉

钩 虾

骨 粉

贝 壳

微量元素

多维生素

食 盐

一

。

饲育方法 试验用鸡加拿大星杂 号当年育成鸡
,

购 自西宁市华青蛋鸡场
,

试

验鸡先预养 周
,

在此期间
,

防疫
、

驱虫
,

统计产蛋率
,

调整两组鸡群
。

使两试验组在试验前

产蛋量
、

产蛋率基本一致
。

每组各选 只健康鸡进行对照试验
。

室内单只分笼饲养
。

每天

定时喂料
,

分别在
、 、 、 、 、

时
,

共 次
。

正式试验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
。

鸡舍温度 ℃
,

通风 良好
。

每只鸡笼长
,

宽
,

高
。

每 日实验鸡产蛋重 记录列入表
。

养鸡试验结果与讨论

钩虾 可 以代替 鱼粉 根据表 数据
,

两试验组蛋重
、

蛋量和蛋数的总体范围
、

平

均数
、

标准差和标准误等都十分相似
,

图 说明钩虾和鱼粉添加在鸡饲料中作用近似
,

但

前者稍好
。

钩虾与鱼粉两种配合饲料的蛋均重
、

产蛋数和 日均产蛋量
,

经 检验
,

其 值各

等于
、 、 ,

都小于标准为 时的 表之值
,

显示两种饲料

配方无显著差异氏 〕。

由此可见
,

钩虾可代替鱼粉喂鸡
。

钓虾蛋 色好
、

味鲜 用钩虾喂鸡
,

鸡蛋蛋黄常显桔红色
,

蛋壳也多呈红色
。

由于其

味道鲜美
,

蛋色鲜丽
,

为群众所喜爱
。

我们的试验也 已证实此点结论
。

钧虾营养的 高效能 从钩虾和鱼粉的营养成分看
,

钩虾蛋白质含量远低于鱼粉
,

以表 饲 料 配 方 为例
,

钩虾粗蛋 白为
,

而 鱼粉为
,

钩虾配方的饲料蛋白量低
,

但却达到与高蛋白含量鱼粉的同样效果
。

恰好反映钩

虾蛋白质的效能高于鱼粉
。

这种促进钩虾营养高效的成分
,

应是钩虾的特殊组分
,

有待进

一步研究
。

这一结果不仅证实钩虾可以代替鱼粉
,

为青海盐湖和半咸水湖流域钩虾资源合

理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

同时为钩虾特殊组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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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原始记录和生物统计

组别 钩虾组 鱼粉组

蛋重

日期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子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天 数

产蛋数

蛋总重 , 一

各组蛋总数

各组蛋均数 士 士 一

各组蛋总重

各组蛋均重 。 士 士

平均产蛋量 士 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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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乏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占 ‘ 曰匕

又

组
蛋均数

组

一

一下不不万万二万犷不不车不户毋
蛋均重 , 只 , ,

组 士

、组
平均产蛋量 。只。 ‘ 、袱 , 片

二
玉井瓜二不尸 呕冲 ,

八 组 士

—
气广一一一一一一习干一 —

一 一 品
’

一
’

绮。 一一一下而

图

平均数

标准误差

和 两组蛋重
、

蛋量和蛋数的总体范围图解

刀 ,

标准差
,

。 。 。 。 一 丫丁
,

变动范围 —

钩虾和杂鱼不同配方饲料喂真绸的对比实验

我们用不同比例的钩虾和小杂鱼配合饲料喂养真绸
,

试图进一步证实青海钩虾是一

种代替鱼粉的好动物蛋 白源
。

材料与方法

饲料来源 冰冻小杂鱼
,

系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专用的饲料
,

其营养

成分同表 的小杂鱼相似
。

钩虾干品来源 青海柴达木盐沼
,

其营养成分见表
。

将其加水搅拌均匀
,

磨成糊

状
,

分别按
,

和 三种比例同小杂鱼糊配合
,

并用纯小杂鱼饲料对照
。

缸号依

次为
、 、

和 号
。

饲育方 法 用 。。 透明玻璃钢水缸
,

每缸放真绸 尾
,

冲气
、

循环水培养
。

每天

分别于
、 、 、

和 时定时定量投饵饲喂
,

共 次
。

投饵后半小时吸取残渣
,

称重记

录
。

每天 时和 时记录水温 次
。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饲养
。

水温为 ℃
。

鱼 苗 采用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人工培育的真绸苗 尾
,

号缸为试验缸
,

分别放真绸 尾
。

号缸 为暂养补充缸
,

也放真鳃 尾
,

以备试验

用鱼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死亡时更换
。

试验开始每缸称取 条鱼的总重量并测量幼鱼体

长
,

分别求出各缸幼鱼初始的平均体长和体重
。

试验结果
,

分别测定各缸全部真鳃的体长

和体重
。

记录全部数据
。

主要数据列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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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钩虾与小杂鱼不同配合饲料饲育试验结果

分组编号

各缸鱼数

补 充鱼数

结束鱼数

实际总鱼数

成 活 率

平均初长

平均终长

平均增长

增 长 率

平均初重

平均终重

平均增重

总增重量 ”

实均增重 ,

实际增重率 , 写

总投饵量

总残渣量

总摄食量
‘ ,

饲料系数 ’

。

内弓‘

,

。

。

试验组全部鱼增加的重量
·

各组总增重量 总鱼数 令

各组实际增重 一 平均初重 一 十

总投饵量减总残渣量
一

总摄食量 一 实均增重 , 令

饲养真明苗的结果与讨论 系统分析整理原始记录得到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和 号的实际成活率明显高于 和 号
,

而 皿 号又稍高于 号
,

说明添加钩虾的饲料
,

成

活率高于纯杂鱼饲料
。

从实际平均增重得到 皿 ,

说 明添加钩虾较多的饲料增

重效果高于纯杂鱼饲料
。

从所列的饵料系数看
,

以 和 号的最高
,

其排列次序为
,

说明添加 和 钩虾的 , ,

号饲料最经济
。

总之
,

从试验的各方面考虑
,

配合钩虾的饲料是较理想的
。

这就是说钩虾在饲养真绸时
,

可以部分替代杂鱼饲料
,

至少

与杂鱼饲料无显著差异
。

钩虾应用前景的分析 从上述营养成分和氨基酸含量的比较看出
,

钩虾的测定值

明显地低于秘鲁鱼粉
,

同时其多数项 目的测定值也低于小杂鱼鱼粉
。

但是从喂鸡养鱼效果

考虑
,

钩虾又较优于鱼粉
。

两种试验已证实它可以代替鱼粉
,

故被认为青海盐沼水域钩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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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开发利用价值
。

钩虾除作为饲料外
,

究竟还有什么用途 这是令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

喂鸡试验 已经说明饲喂钩虾的鸡蛋蛋壳
、

蛋黄颜色变红
,

显然是钩虾的特殊组分的作用
。

是否虾红素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这一组分将会在增加饲养动物蛋肉的色
、

味
、

香及观赏动物

的花样品种方面发挥作用
。

此外
,

钩虾含有丰富的脱壳素
,

这也是其特有组分
,

对提高甲壳

动物
,

诸如对虾
、

卤虫的生长发育
,

提高脱壳率
,

增加体重
、

体长等方面会有促进作用
。

但是

有试验证明过量的脱壳素反而使营养物质积累减低
,

从而影响对虾的生长民 ’〕,

这可能是

生化相克在起作用
,

值得深入研究
。

从钩虾的氨基酸含量看
,

其胧氨酸较杂鱼粉高
。

由于

胧氨酸在机体内可以节约蛋氨酸
,

这就弥补了钩虾蛋氨酸较少的不足
,

避免可能产生某些

营养缺乏引起的病症
。

我们饲养真绸的试验中
,

含 和 的钩虾饲料喂鱼其成活

率远高于 钩虾和全鱼饲料的道理可能在此
。

应该指出本研究认为钩虾能够代替价高的鱼粉
,

但这仅仅是解决鱼粉短缺的应急措

施
。

绝不是盲 目地开发钩虾资源
,

而是在维持其种群动态平衡的基础上
,

利用其资源的多

余部分 或利用盐沼水域加强增殖
,

以适应畜禽
、

水产饲养业更大规模地发展
。

这对人工饲

料业 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
,

应该是一有效的途径
。

致谢 雷清新先生 分析一般营养成分
,

王远红 女 士 浏定氮基酸含量
,

麦康森博士 审阅

初稿并提 出宝贵意见
,

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地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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