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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的摄饵刺激物质中
,

主要活性成份是氨基酸 (荻野珍吉
,
1 984 年译本〕

。

近年来
,

日本学者从促

进水产养殖动物的食欲和提高饵料中植物蛋白质的利用率出发
,

开展了对促进水产动物摄食的引诱物质

〔主要是氨基酸 )的试验研究 [K a t。创吐k o H a扭彻
,

扮盯 ; K 吕招 u址 ko H a r od a 等
,

抬盯; K e n
j i Na 比 j inal 等

,

19 59 〕
,

但国内对此则刚刚起步
,

宋天复等〔1 9 8 9〕曾发现 2粥的丙氨酸
、

撷氨酸对金鱼的摄食无明显作用
,

但将氨基酸的浓度提高到 16 终即有明显的促摄作用
。

氨基酸对金鱼摄食活动的影响效果不仅决定于氨

基酸的浓度
,

而且也随氨基酸的种类
、

试饵 p H 值的不同而有异
。

然而
,

氨基酸对我国常见养殖鱼类诱

食活性的研究尚未见公开报道
。

本试验用迷官法作了三 种 氨墓酸对 卿鱼 (` 。 。 抓。 “ 。 犷时。 。 , ,

如。
)和泥鳅 (卫谊组

~
。 g丽战。 。 `时。 :

) 的诱食活性测定
,

以观察这几种氨基酸单体及其不同的组

合对这两种养殖鱼类的诱食活性效果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试验材料 试验鱼选用健康本地卿鱼
、

泥鳅
,

体长分别为 6~ 1。。m 和 8~ 15 om
,

性别不拘
。

试

验用氨基酸为上海康达氨基酸厂生产的结晶氨基酸 : L 一

丙氨酸
、
L 一 精氨酸和甘氨酸

,

用蒸馏水将其分

别配成浓度为 0
.

00 5 ( 0
.

0 10 )
、

0
.

0 10 ( 0
.

0 15 )
、

0
,

肠 0 ( 0
,

100 )功。 1/ I 的溶液 (括号内数字为此氨基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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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浓度—
“
高浓度与

,

并将已配好的
“
高浓度, 的精氨酸溶液和甘氨酸溶液按 1 : 1 (v/ v) 比例混合成

氨基酸组合溶液 : 精氨酸 + 甘氨酸 ; 另将
“
高浓度, 丙氨酸

、

精氨酸和甘氨酸溶液以 4 : 3 : 3 (vj v) 比例混合

成另一种氨基酸组合
:

丙氨酸 十精氨酸 十甘氨酸
。

2
.

试验装里 试验主要装置为迷宫
。

迷宫用玻璃制成
,

体积为 100 、 印 x 3。侧
,

内有 5 个区域 : A

区
、
A 才

区
、
B 区

、

B’ 区和 C 区
,

其中A 区和 A 沪

区为加样区且两区不直接相通
。

放入 c 区的鱼可经由两

侧的入口通过 B 区或 B’ 区而自由出入A 区或 A 产区
。

O 区装有出水管
,

A 区和 A 产
区装有进水管 (见图

1 )
。

3
.

试验方法 每次测试一种鱼
。

先将迷宫内 由 O 区通向 B 区和 B, 区的入口用障板拦住
,

将进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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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迷宫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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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自来水龙头相连
,

调整水流速度为 印皿 1 /

。 ,

保持迷宫内水深 1伽m
。

放试验鱼 3 0 尾于 C

区
,

适应 10 分钟后开始正式试验
。

随机确定 A

区或 A 产

区为试验加样区〔简称试验区 )或对照

加样区 (简称对照区 )
,

取试验氨基酸溶液用滴

定管滴加于试验区
,

滴速为 s m llr m ; 另取等觉

蒸馏水代替氨基酸溶液以 同样建度滴加于对照

区
,

2 分钟后撤除障板并开始连续记录每 2 分

钟被试鱼进入 (停留于 ) 试验区和对照区的次

(尾 )数
。

试验结束后用自来水冲洗被试鱼
、

迷

宫
、

障板并更换迷宫内水
。

每种浓度的氨基酸溶液对每种鱼的试验各重复 3 次
。

4
`

数据处理 以 2 分钟为单位
,

取被试鱼进入 (停留于 )加样区的次 (尾 )数作为观察值计算各重复

观察值的平均数
,

以均值 士标准误 (M 士 S E )表示
。

以试验区与对照区的数值之差的大小判断氨基酸对

试验鱼的诱食活性效果
,

差值为正表示引诱反应
,

差值为负表示抑制反应
。

其差异经统计学处理采用 `

检验
,

以 p < 。
.

肠 示为有显著意义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同一种类氨篆酸或氨基酸组合对不同的鱼类表现出不同的诱食活性
。

试验发现
,

丙氨酸和氨基

酸组合 :丙氨酸十 精氨酸 + 甘氨酸对螂鱼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抑制反应
,

但对泥鳅则表现为较强的引诱反

应 ( P < o
、

0 1) ; 与此相反
,

另一种氨基酸组合 : 精氨酸十 甘氨酸对卿鱼为引诱反应 (p < 0
甲

肠 )
,

但对泥鳅

则为抑制反应 ( p < 。
.

0 1 ) (表 1 )
。

这种不同鱼类对同一种类氨基酸或氨基酸组合的诱食活性反应的差

异与不同鱼类对某一种氨基酸的嗅
、

味觉的敏感性的种间差异有关
。

实验还发现
,

不同种类的氨基酸对

同一种鱼类的诱食活性效果差异很大
。

同样是泥鳅
,

丙氨酸 (。
.

00 5 0 01 /均 对它表现出明显的引诱反应
,

而甘氨酸对它则为明显的抑制反应 (表 1 )
。

由于不同的氨基酸分子结构上的差异
,

鱼类味
、

嗅觉感受器

对它们的识别及敏感性均不同
,

从而导致不同氨基酸对鱼类刺激效果的差别「周洪琪 1蛇毗〕
。

实际上
,

不少研究者在各自的试验中都注意到这一现象
,

有些还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 [宋天复等
,

19 89 ;K 就、侧随k o

ff a r a da
, 19 57 ; K a st u h i k o 刀。 r a面 等

,

1 9 89〕
。

2
·

氨基酸的浓度变化对诱食活性效果产生影响
。

试验表明
,

精氨酸在较低浓度 (0
甲

。 l mo lZ)I 时对

泥鳅有极其显著的抑制反应
.

但在较高浓度 (0
.

。场mo l / 1) 时并不出现抑制反应
,

反而呈现出引诱反应趋

势 ( p > o
,

05
,

表 1 ) ; 这在卿鱼
,

甘氨酸的情况亦与之类似
。

我们已经知道
,

化学刺激物能否诱发鱼类的

趋性还取决于刺激物的浓度和味迹浓度梯度大小〔周洪琪
,

19 8 8b〕
,

而氨基酸的浓度对鱼类的诱食活性

效果取决定性作用
。

本试验发现
,

存在这样一种趋势 : 随着浓度的增加
,

精氨酸和甘氨酸对螂鱼
、

泥鳅的

诱食活性的抑制反应减弱
。

这一结果与宋天复等「19 89 〕所报道的结果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

他们发现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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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氮基酸对细鱼
、

泥鳅的诱食活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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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佃 )诱食活性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对泥鳅所作的试验
。

冬氨酸
、

精氨酸
、

丙氨酸等对金鱼的促摄作用随其浓度的升高而增强
,

但达到一定浓度后又下降仁宋天复

等
,

19 89 〕
。

我们在试验中所见到的丙氨酸在较低浓度 (0
.

0肠那。 1/ 1) 对泥鳅有引诱反应
,

而在较高浓度

(0
.

010 0 111) 时则无明显反应的现象也证实了上述惰形
。

然而
,

精氨酸
、

甘氨酸是否需要在更高的浓度

下才对泥鳅
、

纫鱼产生明显的引诱反应尚待进一步试验证实
。

氨基酸的不同组合对诱食活性亦有影响
。

由表 1可见
,

精氨酸 + 甘氨酸对泥鳅表现为抑制反应
。

两种较高浓度的氨基酸在混合后浓度降低 (约与

其低浓度相当 )
,

这两种氨基酸在浓度较低的情况下亦都分别表现出对泥鳅的抑制反应
。

另一氨基酸组

合 ; 丙氨酸十精拭酸十甘氨酸对泥鳅有明显的引诱反应 ( p < 0
.

0 1)
,

但对螂鱼只显示出抑制反应倾向

P( > 。
.

0 5
,

表 1 )
。

此氨基酸组合中的三种氨基酸在混合后各自浓度发生了改变厂其中丙氨酸已趋近于

其较低浓度 (0
.

0肠, 121)
,

而此浓度的丙氨酸对泥鳅有引诱反应 (P < 0
.

0 1 )
,

对螂鱼有抑制反应 `P <

。
.

肠 )
,

在此种氨墓酸组合中
,

丙氨酸所占比例最大
,

它因而被认为是在此组合中对鱼类诱食活性起主要

作用的氨基酸
。

另外
,

试验还发现
,

精氨酸 + 甘氨酸对卿鱼的诱食活性为引诱反应
,

但这两种氨基酸各

自对卿鱼均为不同程度的抑制反应
。

这种由单独作用时的抑制反应转变为混合后的引诱反应的作用 机

理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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