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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围养鱼类血液学指标的初步研究
’

许品诚 曹萃禾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提 要 本试验测定了 18 5 尾在湖泊围养区和池塘内体质健壮的草鱼
、

青鱼
、

团头妨
、

鳞鱼
、

鳍鱼的血液
,

共取得红血球
、

血红蛋白
、

血搪
、

总蛋白
、

白蛋白
、

尿素氮
、

胆固醇
、

甘油三醋

八项指标的 1 367 个数据
.

经可靠性分析
,

除血搪指标的相对误差值略高于 6不外
,

其余各项

血液指标均值的相对误差
,

均达到生物调查实验要求
.

关键词 围养
,

血红蛋白
,

血糖
,

总蛋白
,

尿素氮
,

胆固醇
,

甘油三酣
。

鱼类的血液与机体的代谢
、

营养状况及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

当鱼体受到外界因子的

影响而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
,

必定会在血液指标中反映出来
。

对于鱼类血液学的研究
,

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工作
。

近年来
,

欧
、

美
、

日本学者对虹缚
、

鳗的正常生理及血液病理等

方面的研究
,

已取得一些成绩
。

我国的林 光华 (1 9 7 9) 〔. ,
、

赵 明 蓟 (1 9 7的 口 ,
、

米瑞芙

(lg 8 2) ta]
、

朱心玲等 (1 9 8 5 )〔叼报道了草鱼
、

鲤鱼
、

卿 鱼
、

继鱼血液学指标的测定分析与研

究
。

本文以不同的环境条件
,

对几种养殖鱼类血液指标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

为今后的养

殖管理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试验鱼的来源

试验鱼有青鱼
、

草鱼
、

团头妨
、

鳞鱼
、

墉鱼
。

它们取自富营养型的五里湖(太湖子湖)围网区和附近池

塘体质健壮
、

无伤病的养殖鱼类
。

围养区内的试验鱼
,

草鱼体长为 湘~ 6 6 公分
、

体重为 1 币~ 3
.

了公斤 ;

青鱼的体长为 6。一52 公分
、

体重为 2
,

4 ~ 2
.

55 公斤 ;团头妨体长 21 ~ 28
.

6 公分
、

体重为 0
.

40 ~ 。
.

币 公

斤 ; 墉鱼的体长 2B
.

5 ~ 3 6 公分
、

体重为 。
.

4 6 ~ 1 1 5 公斤 ; 维鱼的体长在加
.

5~ 35 公分之间
、

体重为

o
;

4 5一。
.

8布公斤
。

各品种的试验鱼
,

各取 30 尾
,

青鱼 因数量不够
,

仅取到 5 尾
。

池塘的试验鱼
,

草鱼体长为 5 3 ~ 6 6 公分
、

体重 3
.

14 ~ 4 公斤 ; 团头妨体长 19 ~ 23
.

8 公 分
、

体重

。
,

3 ~ 0
,

印公斤
。

各取加 尾作样品鱼
。

二
、

试验鱼的生活环境和饵料

围养区有面积为 。
.

34 公顷和 0
.

3 公顷两处
,

年平均水温为 20
.

6
O

C
,

年均水深 1
.

60 米
,

年均透明度

为 4 5 厘米
,

p H 值的变化在 6
,

5~ 7
,

3 之间
。

他塘面积都为 0
.

13 公顷
,

年平均水温
、

水深
、

透明度
、

p H 值

与围养区相近
。

围养区内全年溶氧量在 5
.

9~ 9
.

7 毫克,升之间
,

在鱼类生长旺季的 6
、

7
、

8 月份
,

围养区

月平均溶解氧量分别为 6
.

1 毫克 ,升
、

6
,

生毫克 ,升
、

6
.

2 毫克j升
。

与此同时
,

池塘内溶解氧量分别测得

为 3
,

6 毫克 /升
、

1
.

7 毫克/ 升
、

2
.

1 毫克 /升 ;围养区内水体流动速度在 5
.

6~ 8
.

8 厘米 /秒间
,

而池塘内水

体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
。

本文承陆桂教授指导
,

蒋华麓检验师参加部份测定工作
,

特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9 85 年 11 月 ; 1洲 9 年 3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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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养和池养鱼类的主要饵料是精饲料
,

品种有菜讲
、

豆饼
、

小麦和一些水草
、

菜叶
。

试验鱼经拉网获

得
,

然后各自暂养在湖岸边和池塘边的网箱里等候试验
.

三
、

采血方法及血液标本制备

考虑到季节
、

温度对鱼类血液指标会产生影响
,

故测定时间均安排在 1 1~ 12 月份
。

试验鱼在采血

前
,

均停止投饵一周
.

采样时
,

将试验鱼从网箱中逐条取出
,

1 分钟内采血完毕
。

采血时不用针头
,

用切

开围心腔法采血
。

红血球计数及血红蛋白测定项目的样品
,

用血红蛋白吸管取血
,

其余项目的样品均甩

消毒吸管取血
。

四
、

测定项 目和方法

1
,

红血球(R B C )计数
。

用 。
甲

9 男生理盐水
,

将血液稀释 2 00 倍后
,

再用 N e的a朗r 计数框在显微镜

下计数
。

2
.

血红蛋白(H b )
。

用氛高铁血红蛋白法
。

3
.

血糖(G S )
.

用邻甲苯胺法测定
。

采血后
,

样品在二小时内测定完毕
。

4
,

总蛋白(T )
。

用双缩崛法测定
。

5
.

白蛋白(A )
。

用嗅甲酚绿法侧定
。

6
.

尿素氮(B U N )
。

用二乙酸一厉法测定
.

7
.

甘油三醋(T G )
。

用乙酞
—

丙酮显色法测定
。

8
.

胆固醇(c月 )
。

用单一显色法测定
。

在上述八项测定项目中
,

1一2 项用全血测定
,

3一8 项均采用血清测定
,

最后都用 美 国琦 pe ri o。

如22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数据
,

并应用数理统计法
‘, , , 〕

整理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

试验鱼的各项血液指标及可靠性分析

我们一共测定了在湖泊围养区内的 1 25 尾青鱼
、

草鱼
、

鳞鱼
、

鳍鱼和团头舫的八项血

液指标
,

共取得 1 0 3 7 个数据
,

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

从表 1 可 以看出
,

围养里的青鱼
、

草鱼
、

链鱼
、

墉和团头舫的总蛋白
、

白蛋白
、

血红蛋白
、

红血球
、

尿素氮
、

甘油三醋和胆固醇血液指

标均值的相对误差均在 5形以内
,

符合生物实验中的各项测定常数均值的相对误差不 超

过 5环要求困
,

所以这些数据的可靠性达到 95 拓
。

血糖的相对误差值略高于 5形
,

由于鱼类血糖指标最易受外界因子刺激而发生波动
。

因而
,

被测定鱼个体间的血糖量
,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相对误差高于 5环
。

所 以
,

血糖指标

的可靠性
,

要略差于上述各项指标
。

二
、

不同生态环境中团头鱿
、

草鱼血液指标的比较

鱼类的血液能对环境因子的影响进行调节和适应闺
。

同种鱼在不同生 态环境 中养

殖
,

因环境因子的差异
,

会影响鱼类的生长和血液指标值
。

我们的测定结果表明
,

围养区

和池塘中饲养的草鱼
、

团头纺的血液指标值有明显的差异 (详见表 2)
。

1
.

血红蛋白 围养中团头舫
、

草鱼的血红蛋白值分别为 8
.

9 3 2 6 9 / di
、 IO

.

OIOOg/ dl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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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压b le 1 B 10 0 d

围养区内青
、

草
、

缝
、

靖
、

团头鱿的血液指标

Par 脚
e te rs o f b la e k e ar P

,

g r公 5 e ar P
, s ilv e r ear P

b ig h o ad e a r P an d w u e五a n g f场h e u ltu r e d in Pe n

爪爪爪
青 鱼鱼 团 头 助助 草 鱼鱼 继继 缩缩

之之之刀一石含含 2 1一2 8
.

555 3 9一6 555 加
.

6一3 555 2 3
.

5一 3 666

22222
.

魂一2
.

筋筋 0
一

4一0
.

7巧巧 1
甲

5一3 777 0
.

4 6一0
.

8 777 0
,

4 5一1
.

1 555

}}} lbbb 均 值值 1 0
‘

2 0 0 000 8
。

9 82 666 1 0
,

0 10 000 6
.

2 4 3 666 6
.

佣弘弘

(((g 广d l)))))))))))))))))))))))))))))))))))))))))))))))))))))))))))))))))))))))))))))))))))
标标标 准 差差 O

、

邓0 000 0
.

68 5333 O
,

6 习3 888 0
.

6加999 0
.

6朋OOO

相相相对误差差 2
.

4男男 2
。

8 万万 1
.

9男男 3
,

6男男 3 刀男男

RRR B CCC 均 值值值 1朋
。

3 38 习习 16 1
,

7 10 000 1闭
.

3器333 1阳
.

8 6 6 666

(((1以 / 。l)))))))))))))))))))))))))))))))))))))))))))))))))))))))))))))))))))))))))))))))))))
标标标 准 差差差 1 0

.

阳9 555 工2
.

4 36 888 1 0
。

4 0 3 777 1 9
.

0 1 1444

相相相对误差差差 2
.

4男男 2
。

9万万 2
。

3万万 石
.

0写写

GGG SSS 均 值值 2 1 2
甲

5汉咬含含 2 0 3
,

28 1444 1巧9
。

2 18 555 1邱
.

4 3导〕〕 14 4
,

1 7朋朋

〔〔m g / d l)))))))))))))))))))))))))))))))))))))))))))))))))))))))))))))))))))))))))))))))))))
标标标 准 差差 1 8

,

日石习000 肚
.

触4 555 2 5
.

7 71 111 2 7
.

8 5殆殆 即
‘

6 33 777

相相相对误差差 7
.

6男男 6
。

佛佛 魂
.

0 男男 6
。

4万万 石
,

1万万

甲甲甲 均 值值 5
.

6 1 6222 6 、4 0 8 111 4
,

6 0 4 111 9
。

1 8 1 111 3
.

侧X旧旧

(((g / d l)))))))))))))))))))))))))))))))))))))))))))))))))))))))))))))))))))))))))))))))))))
标标标 准 差差 0

.

3 2 6 111 0
.

泥印印 0
.

4 9 1444 O
。

朋卯卯 0
.

2 0 0 777

相相相对误差差 6
.

0写写 4
。

7写写 8
.

8万万 2
。

6万万 2
.

3男男

AAAAA 均 值值 2
。

叹刃666 2
。

8 2 1000 2
.

3 0 3 000 1
。

4汉777 1
.

3湘666

(((g zd l)))))))))))))))))))))))))))))))))))))))))))))))))))))))))))))))))))))))))))))))))))
标标标 准 差差 0

.

BZ邓邓 0
.

32 0000 0
,

2习8 666 0
.

1吮冷111 0
.

1 1 3 111

相相相对误差差 4
.

6男男 4
.

0 万万 4
。

4 万万 2
‘

6 男男 2
.

9男男

BBB U NNN 均 值值 5
.

0 7花花 4
.

5 1饱饱 4
.

1右4 666 3
.

盛8 0444 2
.

9 3蛇蛇

(((m g /山)))))))))))))))))))))))))))))))))))))))))))))))))))))))))))))))))))))))))))))))))))
标标标 准 差差 0

.

6 0 4 888 0
.

0 12 777 0
.

能 7222 0
,

4 珍1555 O
‘

韶牡牡

相相相对误差差 4
.

2另另 4
.

8男男 4
。

5刃刃 4
.

6 万万 4
,

1万万

CCCHHH 均
’

值值值 28 9
.

醛伟伟 2为
,

1 0( 沁沁 2 1 6
。

7 7 6 111 1加
.

8 8 1 666

(((功 g / d l)))))))))))))))))))))))))))))))))))))))))))))))))))))))))))))))))))))))))))))))))))
标标标 准 差差差 24

.

94 肠肠 1 6 4乃8 444 拐
.

19 3444 1 7
,

6团111

相相相对误差差差 3
.

0男男 2
。

工男男 2
,

O万万 4
。

8 刃刃

III它它 均 值值值值 28 6 昭邓邓 1动
.

6 7 5888 14 0
.

4卯999

(((位 g / d l)))))))))))))))))))))))))))))))))))))))))))))))))))))))))))))))))))))))))))))))))))
标标标 准 差差差差 2 7 1 2 7444 1 9

.

1 1 8222 1 9
.

1 68 888

相相相对误差差差差 3
.

3落落 4
.

5络络 4
甲

8 形形

都高于 7
.

97 5 9 / dl 和 6
.

53 4 2 9 / dl 的池塘同种鱼的值
。

围养草鱼和团 头 鱿 的 血红 蛋 白

值
,

分别 比池塘同种鱼高出 54 %和 12 形
,

经 ‘检验结果
,

差异极显著
。

2
.

总蛋白 围养 区的草鱼和团头舫的血液总蛋白值
:

分别高于池塘中同种鱼 的 10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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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围养和池养鱼类血液指标比较表

Ta b le Z C劝扣Pa
r as io n o f th e b loo d 琳

r

am
e te r s o f f油h c u ltu r e d in Pe n a n d po 叼

.

狱狱
··

。s〔m : , d l)

⋯⋯
T (g / d ] ))) A (g / d l))) H b (g / d l))) B 叮N (

n l g / d l)))

{{{{{
。 ,, 池 养养 困养养 池养养 围荞荞 池养养 围养养 池养养 围养养 池今养养

;;;们头头 均 值值 加3
.

2 8 1444 18 2
.

队1 999 5
。

4 0 8 111 4
.

韶阳阳 2
.

8 2 1000 2
.

3 5竹竹 8
.

9 3 2 666 7
.

9汤999 4
.

6 1池池 8
.

14 5666

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纺
标标标准
到到

8 1
。

然4石石 4 7
.

2 09 222 O
。

祀印印 0
.

4 2 9444 O
,

3 20 000 0
。

24 0 555 0
.

朗邱邱邱 0
,

6 12 777 0
.

罚8 111

水水水检验验 七二 2
.

0 08 1 > 毛0
.

0666 t = 2 3 74 5 > 七二 o ::: 七二 6
.

拟筋> 七0. . 11111 七 二 久0
.

6 2 6 4 > 七0
.

0 111

差差差差异显著著 差异极显薪薪 差异极显著著著 差异极显著著
草草鱼鱼 均 值值 1朋

.

8 1肠肠 过g
、

0犯555 4
。

60 4 111 4
.

182 777 2
。

即 3 000 2
卜

1要4 666 ‘0
·

。
“ }}}

6
.

6 3 4 222 4
.

1二。

{{{
3 1 9 5 888

标标标准差差
:

}
, ”

·

‘71 ‘‘ 触
.

2 78 333
.

}
。

·

4 , ““ 0
.

2 1 8444

}
。

·

, 88 666 0
。

越3222 。
.

。, 朋
{{{

O
‘

4嵘刃444 。
,

。2二
⋯⋯

0
.

4 3 9 222

ttttt 检脸脸 } 也二 2
一

坦四汾to. 。。
.

} t 二
4. 3 > 七

咖咖
’

【t 二 2夕娜4 > ‘。
甲

。111

卜钾凡户四2> t o
.

。JJJ t. = 7
甲

75 04 > 褪
.

0
_

. :::

!!!!!!! 差并足著著 } 差异极显著著 } 差异极显著著 } 差异极显著著 差异极显著著

和 8
.

7 %
,

差异极显著
。

3
.

白蛋白 围养 区内团头纺和草鱼的 白蛋白指标分 别 为 2
.

8 21 0 9 / di 和 2
·

3 0 3 0 9 / dl

都明显地高于 2
.

3 5 7 7 9 / dl 和 2
。

1 4 4 6 9 / dl 同种鱼的池塘值
。

4
,

血 糖 围养区 内团头鱿和草鱼的血糖指标
,

均高于池塘 中同种鱼的血糖值
,

且差

异显著
。

5
.

尿素氮 围养区内的团头纺
、

草鱼尿素氮的指标值
,

均高于池塘内的同种鱼
,

显著性

检测结果
,

差异极显著
。

三
、

不同养殖鱼类血液指标的 比较

我们从表 1 的检测结果
,

还可以看出
:

青鱼
、

草鱼
、

链鱼
、

鲡鱼和团头舫的血糖
、

总蛋

白
、

白蛋自
、

尿素氮和胆固醉的指标都是以青鱼最高
,

依次为团头鱿
、

草鱼
、

继鱼和缔负
。

血

红蛋白值也 以青鱼最高
,

依次为草鱼
,

团头纺
、

避鱼和编鱼
。

廿油三醋指标值以草鱼最高
,

其次为鳞鱼和翰鱼
。

由此可
_

见
,

齐养殖鱼类的血红蛋白
、

血糖
、

总蛋自
、

白蛋白
、

尿素氮
、

胆固醇和甘油三醋

血液指标位
,

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
。
青鱼 > 草鱼

; 团头鱿 > 鲍鱼和绩鱼
。

四
、

围养鱼类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醋值

我们在血液检测时观察到
,

围养区内草鱼
、

团头鱿血液 中含有脂质过多
,

呈高血脂症

状
,

其胆固醇
、

甘油三醋值都明显高于人体正常值范围吸见表 3)
。

草鱼的胆固醇值
、

甘油

三醋值为 27 9 m g / dl 和 286 In g / dl
,

分别高出人 体正 常 值 的切% 和 16 。环 , 团 头 纺 的

28 9 m 灯dl 胆固醇值也高出人体正常值的 45 %
。

从表 3 还可看出
,

缝鱼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醋值分别为 2 1 6 m g / di 和 巧 o m g / dI
,

缩鱼

是 1 3。二g / dl 和 1 4 Om g / dl
,

这些数值接近或相当人体正常值
,

与团头纺
、

草鱼这二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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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胆固醇和甘油三醋指标

T a b le 3 p a r a m e te r s o f e h o le st e r o l a n d tr ig ly e e r id e

团团 头 舫舫 草 鱼鱼

222 8 999 2 7 999

22222 吕666

鳞 鱼 编 鱼

2 1 6

1 5 0

13 0

] 4 U

⋯二{ 13 0 一2 0 0

} 2 0 一1 10

值相比较
,

则链
、

缩鱼的血液指标明显低于它们
,

这可能与鱼类饵料中营养成份不同有

关
。

讨 论

一
、

鱼类的血液指标易受环境影响而变动

从围养区和池塘的养殖条件来看
,

它们的水温
、

水深
、

p H 值等理化因子变动都相近
,

且在精养条件下
,

都以精饲料为主要饵料
。

所不 同的是
,

围养区内水体流畅
,

并具有一定

的流速(5
.

6 ~ 8
.

8 厘米 /秒 )
,

湖水 中溶氧量高 而稳定
,

在鱼类生长旺季中
,

平均溶氧量为

6
,

23 m g/ I
,

而池塘中的水体基本上是静止的
,

在鱼类生长旺季时
,

溶解氧仅为 2
.

4 6m g /I
。

所 以
,

围养区与池塘的养殖条件相比较
,

它具有水体流动
、

溶氧量高的特点
。

这些环境因

子的差异
,

必然会在鱼类的血液指标中反映出来
。

1
.

刘血红蛋白指标的影响 血红蛋 白是血液 中输送氧气的直接载体
,

因而血红蛋 白

量的变化与鱼类的呼吸
、

运动
、

生态等因素
,

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

日本学者 H ay as hi 等

( 19 6 4) 〔生a“
用硬头蹲作试验

,

测定其在强制运动时血红蛋 白量的变化
,

经过 15 分钟运动后
,

血红蛋 白量由初始的 8
.

3 6 9 / dl
,

上升到 lo
.

o lg/ dl
,

血红蛋白量明显地得到增加
。

我们在

试验中(见表 2) 也看到
,

围养区内草鱼
、

团头鱿的血红蛋 白值
,

分别高出池塘中同种鱼指

标的 12 % 和 54 %
。

这与围养区内的鱼类生活在流水中
,

其活动量要大于池塘中同种鱼的

因素有关
。

随着鱼类活动量增大
,

体内各项代谢活动也在不断加强
、

增大
,

鱼类对氧气的

需求量就不断增加
。

此时
,

水体中充足的氧气
,

通过鱼类呼吸运动
,

源源不停地进入体内
,

供给各项生理活动需要
,

作为输送氧气直接载体的血红蛋 白量
,

必然得到相应地增加
。

上

述情况表明
:

鱼类的血红蛋 白量
,

随着鱼类活动量增加而提高
。

2
.

对总蛋 白
、

白蛋 白的影响 围养区内养殖鱼类活动量 的增大
,

使鱼类的肠道功能

也得到增强
,

因而对饵料的消化吸收以及能量转换率都有提高
。

所以鱼类生长快
、

个体

大
,

体内的蛋 白含量的积累也增高
。

这与 M a g ni n (19 60 )[
1 幻提出的

,

个体生长快的鱼
,

血

清蛋 白量偏多
;
裔藤 (1 9 54 户

“」发现
,

运动量大的鱼
,

血清蛋 白量偏多的观点相吻合
。

3
。

对血糖的影响 糖类在鱼体中
,

以肝糖元和肌糖元的形式贮存在肝脏与肌肉中
。

若肌 肉运动消耗肌糖元时
,

则肝糖元会以葡萄糖的形式
,

向血液中释放
,

供肌肉利用
。

因

此
,

在鱼体中血糖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
,

极易受到环境因子的刺激而发生波动
。

福田

(1 9 58 )〔11 ’
发现

,

在急流中生活的鱼类
,

血糖量一般偏高
。

在流水中鱼类的活动量
,

要大于

静水区鱼类的活动量
,

所以血液中葡萄糖量势必增多
。

因此
,

围养区内鱼类的血糖值
,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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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比池塘中同种鱼高
,

这从表 2 的数据中
,

也可 以得到证实
。

综上所述
,

从流水环境中草鱼
、

团头纺的血红蛋白
、

总蛋白
、

白蛋自和血糖等血液指标

值都高于静水 区内同种鱼的情况表明
,

鱼类的血液指标易受生态环境影响而变动
。

二
、

鱼类的血液指标因食性而异

影响鱼类血液值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一些国外科学家研究认为
:

血液指标值因鱼

类品种而异
,

硬骨鱼类的血红蛋白值
、

红血球数
、

总蛋白值一般都比软骨负高
〔‘习

。

如卿鱼

的血红蛋 白量 8
·

0g / dl
、

红血球数为 2 31
.

6 万个/ 毫升 (柴田
,

19 3 5 )川 , 鲤负的血红蛋白量

为 1 0
.

1 ~ 1 1
.

2 9 / d l(B la o k
,

1 9 5 5 )r, 恶〕、

红血球数为 2 4 1 万个/ 毫升(柴田
,

1 9 3 5 )〔
日〕、

蛋白量

为 2
.

7 9 / dl
。

而猫鳖的血红蛋 白量只有 4
.

8 9 / dl
,

红血球数仅为 19
.

2 万个 /毫升戈W in 卜

r o b e , 1 9 3 3 )〔
, 盛〕,

蛋白量 1
.

0 7 9 / d l(C o r 山e r 。‘。乙
·

, 1 9 5 7 )〔
工‘, ,

与娜鱼
、

鲤鱼的血液值相比

较
,

要低得多
。

我们在试验中更进一步看到
,

在淡水硬骨鱼中
,

因养殖鱼类的食性不同
,

其

血液指标也不相同
。

从表 1 看出
,

除红 血球值外
,

其余的七项血液指标值
,

都是以栖息于

水休底层以螺规为食的青鱼最高
。

其次是活动在水体中层
,

以草为食或杂食性的草鱼和

团头鱿
。

而生活在水体上层
,

以滤食浮游生物的鲍鱼
、

缩鱼的血液指标值最低
。

所以
,

上

述各项血液指标值
,

由高到低依次顺序为
:

肉食性鱼类 > 草食性或杂食性鱼 趁> 滤食性鱼

类
。

可见
,

鱼类血液指标值随品种食性而异
。

鱼类的血液指标与营养也有关系
。

目前
,

在高产的围养中
,

养殖鱼类都以精饲料为主

要食物
。

这些饲料含碳水化合物和油脂较多
,

供鱼类可利用的蛋自质含量低
,

其氨基酸组

成不平衡
,

并缺乏鱼类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或维生素
。

长期饲养后
,

在草鱼和团头纺的

鱼体内
,

有大量脂肪累积
,

血掖中脂质过多的现象相继出现
。

而以浮游生物为主要食物的

链鱼
、

墉鱼
,

就没有出现上述症状
*

其胆固醉和甘油三酿值
,

也明显低于团头舫和草鱼 (见

表 3 )
。

可见
,

天然饵料的营养成份 比精饲料更全面
、

丰富
,

能更好地满足鱼类生长需要
。

所 以
,

在养殖管理中应把天然饲料作为鱼类的主要食物
,

并辅以适量的精饲料进行养殖
,

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体格健壮
、

低脂肪
、

高蛋白的优质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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