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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红鱼对环境 

及营养的需求 

堡堡型= 鱼墨： 
(1．秦皇岛市卫生学较 ，奏皇岛 066000 

{ 3 

基I {2／曳 ， 

靠 ， 料 
2．河 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傈定 071002) ， ．』 

s76 ’2ff 
美国红鱼 Sciaen 。 ettatus又名眼斑 [1 997)报导 ，网箱饲养 (福清 1海水温度允许 

拟 石卣鱼 、红拟石首鱼 、红鼓鱼、黑斑红鲈 、斑 的变化范围为 7～33 c，夏季 33c下能正常 

点尾鲈等 ．属鲈形 目，石首鱼科 ，拟石首鱼属 。 摄食，冬季 8 c下仍有摄食活动发生 ；海水 比 

体呈纺锤形 ，外形与国产大黄鱼相近 ，成鱼腹 重 在 1．0l～ 1．022之 间 (即 盐 度 1 4．]go～ 

部以 } 体色微红 ，幼鱼尾柄基部上方有 1～4 ,299．8 ．)，洪汛期 海水 比重降 至1．002(盐 度 

个圆形黑斑 ，尾鳍边缘呈蓝色 。 3．7 )仍能正常生长。傅 (1 998)报导网 

美副红鱼原产于美国南部墨西哥湾 ，最 箱饲养(锦州)的海水温度范围为 18～33℃． 

大体重 IZlf达 4j kg，是 美国重 要的经济及游 最适水温为 25~30 C，放苗适宜温度在 18～ 

钓鱼类 ，找国于 1991年引进 ．1 995年繁殖成 20 C以上。盐度的适宜范围为 20％ ～36‰ ， 

功 ．并 充岳在福卅I市 、福清市 锦 州市和唐山 放苗最适盐度为 26‰～30‰ 。杨 铭(1998) 

市沿海进行网箱和池塘饲养取得成功。困其 报导池养美国红鱼(福州)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肉质细嫩 ，口感和观感俱佳，生长快 、病害少 ， 8～35 C，最适温度为 16～30 C}盐度适宜范 

广温、广盐等优点 ，该鱼在我国已成为海水养 围为 0～40‰ ，最适 为 20 ～3 ‰ 。于迎海 

殖新品种 。本文综述 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美 f 1997)报导 美国红 鱼能在 2～33℃范围存 

国红鱼对环境因子的要求及营养需求的研究 活，loc以上 生长发育 ，18～30c下生长最 

概况．以期为养殖 美国红鱼和制定合理的饲 快。王 波(1996)报导美国红鱼生长的适温 

料配方提供参考 范 围 4～33 c．人 工孵 化的适 宜水 温 22～ 

、 羹国红鱼对生态环境因子的要求 33(、．适宜盐度 28 ～3j ，体长 20['IIITI以 

1．适温、适盐范围 上 的 幼 鱼 能 在 淡 水 中 生 活 而 Tucker 

美国红鱼为广温、广盐性 鱼类．据黄进光 (1 997)在玻璃纤维缸中．使用温度 1 7～2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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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22 t)．盐度 1 5‰--35~。的过滤河 口水 

进行实验研究。Forsberg(1996)认为红鱼生 

长的最适盐度为 j‰～1j‰ 。Craig(1 995)认 

为在半 水中养红鱼，其增重率明显比在高 

浓 度盐 水 中要大 。 

2．溶解氧及 pH 值 

傅 卓报导(1 998)．网箱养美国红鱼 ．溶 

解氧达 4 mg／I 上可 正常生长，死亡 

临界浓度为2．2 mg／1 以下 ；红鱼生长的最适 

pH 值范恫为8．2～8．5 郭振勇(1 996)认 为 

美国红鱼耐低氧能力强，其溶解氧临界浓度 

为≤2．2 mg／I 。杨 铭(1999)报导池塘水体 

的溶 解氰应大于 3 mg／I ，最适为 6～9 nag／ 

I ；pH 值的适宜范围为 6～9，最适 为 7～8 

王 波 认 为，人工 孵 化 要 求溶 解 氧在 3．0 

mg／1．以上，pH值为7 5～8．5 

3．其 它 

美国红鱼对水体的总硬度和总氯量有一 

定要求，畅 铭 (1999)报导 ，在淡水 中饲养， 

钙硬度 少大于 100 mg／I ，氯含量大于 125 

mg／I 】 【tz(1998)等报导，理化因子 ，如温 

度 、盐度 、溶解氧比食饵等因子对红鱼的生长 

影响 更人 。 

二 、营养需求 

美 旧 红 鱼 是 偏 肉 食 性 的 杂 食 鱼 类 

Lianso(1 998)报导，在恢复生长的红树林水 

环境 |11尺然的美 国红 鱼主要捕食 多毛纲、 

xandiid孵、小长臂虾和小鱼，也有沙蚕 。国内 

主要带训喂新鲜小杂鱼、甲壳类、软体 动物、 

虾、沙蚕 、见肉，有时搭配少量对虾饲料，未见 

有关姜 红鱼专用配合饲料的报导 。 

1．堑 白质与氯基酸 

鱼类缺少将碳水化台物、脂肪转变 为蛋 

白质的能 力．所需蛋白质直接来源于饲料。并 

且，在研究鱼类蛋白质需要量的同时 ．还要调 

节饲料 的氨基酸使之达到平衡状态 ，从而 

满足鱼类对蛋白质的营养需求 。 

Davis(1995)等研 究了使用大豆蛋 白替 

代红鱼饲料中鲱鱼鱼粉的问题 ，发现保证红 

鱼幼鱼存活的鲱鱼粉最低需求量 为 1 5 ，增 

重率随鱼粉添加 量的增 加而提高 ；饲料 中添 

加蛋氨酸 ，使红鱼生长加快 ．这说明限定台适 

的配 比，大豆蛋白是 可以用于配制红鱼饲料 

的。但大豆蛋白本身没有足够的含硫氨基酸 ， 

并且适 口性不佳。因此．海生蛋白质(海洋动 

物蛋白质)含量低的饲料 ，需要添加促食剂或 

氨基酸。Boren(1 995)研究了红鱼幼鱼对饲 

料中苏氨酸 的需要量 ，发现随着饲料中苏氨 

酸含量的增加，增重率和饵料系数均提高 ，饲 

料中苏氨酸的最适含量为0．8 。饲喂不同饲 

料的红鱼 ，其蛋白质效率 比和转化效价都明 

显受苏氨酸水平的影响。McGoogan(1 996) 

采 用分别 向饲料 中添加血 粉、玉米粉、鲱鱼 

粉、豆粉等方法测定消化系数，发现饲料中的 

粗蛋 白消化 系数在 74 ～100 ，说 明红 鱼 

对蛋白质的高效利用与蛋白质的来源关系不 

大 。高蛋白(>60 )低纤维 (<2 )的饲料， 

蛋 白质的消化率高。McGoogan(1 998)研究 

了美国红鱼生长和组织代谢对 蛋白质的需 

求，认为使红鱼幼鱼达到最大增重率所需要 

的可 消 化蛋 白 为 日需 20～ 25 g／kg体重 。 

McGoogan(1 998)也研究了使用大豆粉替代 

饲 料中鱼粉的问题 ，发现饲喂蛋白 90 来 自 

大豆粉的饲料与饲喂蛋 白 100 来 自鱼粉的 

饲 料，红鱼的增重率相 同；但饲喂蛋白 95 
～ 100 来 自大豆粉的饲料 ，红鱼的增重率明 

显下降。可 见在饲料中添加不低于 lO 的鱼 

粉蛋白是饲养红鱼所必需的。蛋白质 90 来 

自大豆粉的饲料中加入 2 的甘氨酸或鱼溶 

物可使增重率增高 ．而把鱼溶物添加量提 高 

到 5 以后 ，增重率变化不大。 

从这些研 究可以看出，美国红 鱼对饲料 

蛋 白质 的来源要求并不严格 ，但必需使蛋白 

质的氨基酸达到平衡状 态，即满足蛋白质的 

互补作用。当以非海生蛋白质(如大豆蛋白) 

作为蛋白源时，只要添加 一定量的海生蛋 白 

质 及含硫氨基酸，即能达到氨基酸平衡 ，满 

足红鱼对蛋白质的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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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类和胆碱 

【’r~l{g(1994)通过”强 化富集技 术”生产 

强 化活饵 轮虫 ，使轮虫体 内含有高水平 

的 ．十碳五烯酸和二十 碳六稀酸 ，用以饲 

喂红 旭。结果显示 ，饲喂强化轮虫的红鱼幼鱼 

生长速度最快 ．而饲喂非强化富集高度不饱 

和脂肪酸(HUFA)轮虫 的红鱼幼鱼 ．其生长 

速度 旧显降低。这说明．饲料中缺乏= 十二碳 

六烯 酸 会明显 降低红 鱼幼 鱼的生 长速 度。 

Craig(【995)比较 了饲 料中添加鲱 鱼油、玉 

米油 椰 子油和氢化鲱 鱼油的饲喂效果 ，发现 

饲喂台鲱 鱼油饲料 的红鱼幼鱼增重率最大 ， 

而饲喂 霄椰子油饲 料的缸 鱼幼鱼增重率最 

小 ；同时 ．饲喂鲱鱼油的饲料 ．对红鱼幼鱼机 

体各项指标均有较高 价值 ，红鱼幼鱼 的耐寒 

能力也增强 可见，通过控制饲料中(13—3) 

HUFA的含量可以改善红鱼的耐寒能力 

J~rinkrneyer(1 995)研 究 了含有 不同水 

平总脂(鲱鱼油和红鱼肌 肉脂类)的饲料饲喂 

红鱼的效果，发现饲喂台18．3 总脂的饲料 ， 

红鱼皇打 的干重 明显高于饲喂其它配比的饲 

料 。Craig(1 995)研究 了椰 子油和牛油对红 

鱼的 口m，发现椰子油和牛油仅导致肝脂肪 

沉积增加．它们可以替代鲱鱼油配制红鱼饲 

料 ，而红鱼不能有效地利用甘油三辛酸酯 (中 

链甘油 脂)。Tucker(1 997)研究了含不同 

量大豆{}I『和鲱鱼油的开 口饵料对红鱼幼鱼生 

长 的影响 ．结果显示红鱼幼鱼(0．3～9．4 g) 

可以 利 『H1 5 ～5．2 的大 豆油 (5．4 ～ 

8．7 的 脂肪 )。饲料 中含0．67 的 EPA— 

DHA( 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时 ， 

未 见红 技生 EFA(动物必需脂肪酸 )缺乏 

症 ；鲱 龟油可用至1 2．7 ，但当大豆油用量大 

于1．j 时则降低生长速率而增加饲料消化 

比。饲料一}_l含有1．5 犬 油或鲱鱼油可使鱼 

体精嫂 (全鱼蛋白含量70．5 ～71．6 ，脂肪 

含量 1 3．1】 ～l3．1 )，而饲料中含9．0 和 

12．7 的鲱鱼油时，饲养的红鱼最肥(全鱼蛋 

白 质 含 j 64．5 ～66．0 ．脂 肪 l9．1 ～ 

1 9．9 )。 

从 上研究看出．美国红鱼对高度 不饱 

和脂肪酸的要求 比较严格．海生鱼油对美 国 

红鱼更适合。但是，只要在饲料中添加足够量 

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陆 生动物油 (牛油)和 

植物油(椰子油)同样可以满足红鱼对脂类的 

需求 红鱼对脂类的需要量大约为18．3 。 

另外，Craig(1996)研 究了红鱼幼 鱼对 

胆碱的需要量 ，回归分析 的结果表明红 鱼对 

胆碱的需要量为 330~676 mg／kg．使鱼体增 

重最快的胆碱需要量为 588±35 rng／kg。投 

喂缺乏胆碱的饲料，红鱼肝脏中的脂类下降， 

而投喂含胆碱的饲料．红鱼的肝脏中通常积 

累较多的脂类。Craig(1 997)研究了饲 喂添 

加卵磷脂和胆碱的饲料对红鱼幼鱼生长的影 

响 ．发现卵磷脂能明显改善饲料效率 ，饲喂添 

加胆碱的饲料 ，红鱼的肝 内总脂含量 明显降 

低 ，肌 肉内总脂含量增加。而饲喂添加卵磷脂 

的饲料肝 内总脂增加 ，卵磷脂能明显提高红 

鱼幼鱼的生 率和饲料效率 。 

可见，添加卵磷脂 能提高红鱼幼鱼的增 

重率和饲料效率 ，并且提高红鱼幼鱼的肝脂 ： 

而补 充胆碱能促进肝 内脂肪转移至肌 肉组 

织 ．使腹膜 内脂肪远离肝脏 

三、结语 

国内对美国红鱼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 

红鱼的生活习性 和合适的天然饵料方面，未 

见有关红鱼专用商品配合饲料研究方面的报 

导 ．而国外主要集中在使用替代物(陆生动物 

的蛋白质和脂类 )．替代海生蛋 白质和海生脂 

类方面的研究 。关于氨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 

需求方 面的研究 ，应随着红鱼养殖业的发展 

引起水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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