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滤除率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代谢∀ 因此 在贝类的

苗种生产中 投饵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是有理论依据

的∀

从池塘养殖滤食性鲢鱼发现 在凌晨溶氧最低

时 其滤食浮游生物最少 表明它可将呼吸与摄食分

开 而低等的贝类是否能将两种活动分开还不清楚∀

有关贝类呼吸与摄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以上 个图中还可以看出 在适宜的藻类浓度

范围内 浓度对两种贝滤除率的影响程度都是太平洋

牡蛎高于海湾扇贝 对于小贝 ≥ 太平洋牡蛎

≥ 海湾扇贝 前者是后者的 倍 对于大

贝来说 ≥ 太平洋牡蛎 ≥ 海湾扇贝 前

者是后者的 倍 二者的差异与种本身的差异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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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家禽饲养中的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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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君   符瑞文   李东生   廖玉英   韦凤英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青岛海洋大学

广西区畜牧研究所 南宁

Ξ  用作饲料添加剂的海藻一般是指生长在海水中

的大型经济藻类∀如海带!马尾藻!紫菜!浒苔等∀这些

海藻含有陆地植物无可比拟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矿

物质以及其他特殊成分如甾醇!碘氨基酸!脂肪酸!丙

烯酸!萜烯和抗生素等∀ 实验证明 海藻作为饲料添加

剂与配合饵料混合使用对家禽的生长更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当前世界上许多先进的临海国家早已将海藻

粉作为家禽饲料中必需的添加剂广为应用∀ 据报道

全世界年产大约 海藻饲料添加剂 挪威就占

∀ 另外 丹麦!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冰岛!

日本等国家也都在家禽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海藻

粉 并建有专门的海藻饲料添加剂工厂∀ 我国的海藻

饲料添加剂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加工

厂 仍有 饲料添加剂依赖进口 而且普遍使用的

是营养型!维生素型!矿物质型及抗生型等几大类∀ 由

于饲料添加剂的要求非常严格 不注意各种营养成分

之间拮抗作用 盲目添加高剂量营养素反而降低了有

效成分 达不到促进生长的效果∀ 作者在海藻化学研

究的基础上 使用当年产晒干的海带和马尾藻粉混合

物作为饲料添加剂 添加到家禽的混合饲料中 产生

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海藻粉 以下简称 ≥ 为当年产山东威海海带

Λαµ ιναρια ϕοπονιχα 和广西马尾藻 Σαργ ασσυµ

按 Β 的比例混合粉碎后的粉末 ∗ 目 ∀肉

鸡试验用京星一号肉鸡共 只 由广西区畜牧研究

所自繁∀ 其基础饲料由南宁市饲料厂提供 以下试验

用的家禽和基础饲料均由这两个单位提供 ∀ 蛋鸡试

验用罗斯商品母鸡共 只 日龄 ∀ 种鸭试验用

康贝尔鸭共 只 日龄 ∀ 肉鸭试验用樱谷肉鸭

共 只∀ 对照组均添加畜牧场常规使用的普通添加

剂∀

 试验方法

 京星一号肉鸡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出壳称重后平养∀ 每组的防治药物!方法!时间等

均一样∀ 其中 组为对照组添加普通添加剂外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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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均为添加普通添加剂组 其他 组分别添加

海藻粉∀饲养过程中分 周等阶

段称重 记录死亡情况和饲料消耗量∀

 日龄的罗斯商品母鸡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除其中 组为对照外 其他 组分别添加

和 的海藻粉∀试验母鸡采用全阶段梯式

两层笼养 分组 分餐喂料 常流水式水槽供水 光照!

防疫等均按常规程序进行∀ 共饲养 每天记录各

组鸡的产蛋!死亡及耗料∀

 日龄的康贝尔种鸭随机分成 组 每

组母鸭 只 公鸭 只∀其中 组为对照组 其余 组

分别添加 海藻粉∀ 试验用种鸭采用小

栏平地饲养 每组 栏 每日定量 次加料 让鸭自由

采食!饮水 水池每日清洗 次∀ 光照!防疫等均按常

规程序进行∀ 试验期共 ∀ 每天记录各组种鸭的产

蛋!死亡!耗料和淘汰数等∀每隔 采用其中 的

鸭蛋测定蛋的碘!锌!铁!钙!铜等元素含量∀ 选取种蛋

样品测定受精率!孵化率和健雏率等∀

 樱谷雏鸭分成 组 每组 只 其中 组

为对照组 其他 组分别添加 海藻粉∀

各组鸭群均采用地面平养方式饲养 自由采食与饮

水 水池每天清洗 次∀ 光照!防疫等饲养管理措施均

一致∀ 试验时间共 每天记录各组的耗料量及死

亡数 每周称重 次 喂养 的试验结束后按常规

每组抽一定比例的公鸭和母鸭进行屠宰测定∀

 结果讨论

 ≥ 在肉鸡饲养中的效果

在肉鸡的混合饲料中添加不同剂量的 ≥ 对肉鸡

生长速度的影响见表 ∀ 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

∀数据表明 ! ! 组肉鸡在 周生长期内的体重比

对照组分别增加 和 ∀ 增重速度

分别提高 和 ∀ 肉鸡每增重 比对

照组分别节约饲料 和 ∀ 饲料转化

率分别提高 和 ∀同时也大大提高

了出栏率∀京星 号肉鸡在 试验期内添加不同剂

量的 ≥ 可明显提高肉鸡的屠宰率!半净膛率和全净

膛率 同时增加了肉鸡的可食部分∀

表 1 不同剂量 ΛΣ 对肉鸡生长速度的影响

组别 出壳重 周龄 周龄 周龄 周龄

只 平均体重 平均日增重 平均体重 平均日增重 平均体重 平均日增重 平均体重 平均日增重

只 只 只 只

对照组

组

组

组

表 2 不同剂量 ΛΣ 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组别 饲养肉鸡数 饲养时间 始重 末重 日增重 总耗料量 料肉比 日龄合成活数

羽 羽 羽

对照组 ? ? Β

组 ? ? Β

组 ? ? Β

组 ? ? Β

 ≥ 在蛋鸡饲养中的效果

不同剂量的 ≥ 在蛋鸡饲养中的试验结果列于表

∀ 在 的试验期内 试验组比对照组分别多产蛋

和 枚 产蛋率分别提高

和 ∀蛋料比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试验期内

每满一个月每组采蛋 枚测定蛋中的碘!锌!铁!钙

等∀ 结果表明 试验组鸡蛋中的含碘量高于普通鸡蛋

倍左右 其他微量元素铁!锌!钙等也不同程度高于

对照组∀ 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 每公斤鸡蛋的毛利可

分别提高 ∀ 另外在试验进行

个月时对照组鸡群出现了互相叮毛现象 通过加喂

微量元素后得以恢复 而试验组则未出现这一现象∀

海洋科学



表 3 不同剂量 ΛΣ 对蛋鸡产蛋率的影响

组别 母鸡数 产蛋时间 产蛋数 产蛋量 全程耗料 蛋料比 产蛋率

只 天 枚

对照组 Β

组 Β

组 Β

组 Β

表 4 ΛΣ 对种鸭产蛋与耗料的影响

组别 试验种鸭数 试验期总产蛋 平均产蛋数 产蛋率 试验期总消耗量 平均每枚蛋耗料量 降低饲料消耗量

合计 数 枚 枚 只

对照组

组

组

组

表 5 ΛΣ 对种蛋孵化效果的比较

组别 入孵种蛋数 受精蛋数 出雏数 健雏数 受精率 孵化率 健雏率

枚 枚 只 只

对照组

组

组

组

表 6 不同剂量 ΛΣ 对屠宰性能的影响

组别 屠宰数 只 平均活重 平均屠体重 平均半净膛 平均全净膛 平均胸腿肌重

合计 只 只 只 只 只

对照组 ? ? ? ? ?

组 ? ? ? ? ?

组 ? ? ? ? ?

组 ? ? ? ? ?

表 7 不同剂量 ≥ 对肉鸭生长速度及耗料量的影响

组别 试验鸭 试验鸭 试验末 试验末 试验总 平均耗料 料肉比 平均体重比 平均耗料比

数 死亡数 总重量 平均体重 耗料 量 对照组提高 对照组降低

只 只

对照组

组

组

组

 ≥ 在种鸭饲养中的效果

日龄的康贝尔鸭试验前平均产蛋率为

对照仍添加常规使用的普通添加剂 其他 组为添

加不同剂量 ≥ 组∀种鸭产蛋率与消耗饲料的比例和

个试验组种蛋的孵化率见表 和表 ∀试验表明 各试

验组的产蛋率分别比对照组高 枚

枚 和 枚 而每枚种蛋的耗饲料

量分别比对照组减少 和 即每

枚种蛋饲料消耗率降低 和

∀ 从种蛋的孵化率情况看 各试验组的受精率分别

比对照组高 和 孵化率分别

提高 与 各组健雏 率分别提高

和 ∀另外 每隔 采用 的鸭

蛋进行微量元素的分析 结果证明饲喂 ≥ 后鸭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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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碘量高于对照组的鸭蛋 倍左右 其他元素也不

同程度高于对照组鸭蛋∀

 ≥ 在肉鸭饲养中的效果

≥ 在肉鸭饲养及屠宰中的效果见表 与表 ∀在

的试验期后肉

鸭平均体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和

而平均消耗饲料量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和 ∀屠宰率也分别为

和 比对照组高 和

∀胸腿肌的屠宰率分别为 和

均高于对照组的 ∀ 结果仍以添加

≥ 的效果最为明显∀

≥ 在家禽饲养中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效果 除了

与海藻中所含有的大量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以

及抗菌素等有关外 海藻中还含有大量的多糖 具有

明显的血液抗凝作用 其在动物家禽的生长中起着类

似于肝素的作用 海藻中还含有多种抗菌类物质 如

脂肪酸 单宁酸!萜烯等可以抵抗细菌的繁殖 具有抗

病毒作用 使得家禽自我保护!促进生长速度 降低死

亡率∀ 此外 海藻中所含的丙烯酸也具有抵抗细菌活

性的作用 它是二甲硫前体的一种分解物∀ 科学家曾

对经常吃海藻的南极企鹅作过尸检 这些企鹅胃中仅

含有少量的微生物 科学家认为这就是丙烯酸所起的

抗细菌活性作用 这对家禽的生长是非常重要的∀ 当

然 不同的海藻由于所含有的成分不同 饲养效果也

是有差异的 总之 通过本试验 充分证明了在家禽的

饲养中添加 的海藻粉作为饲料添加剂效果是明

显的 工厂化生产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略

三种弧菌对池养中国对虾的急性致死剂量试验

ΕΞΠΕΡ ΙΜΕΝΤΣ ΟΦ ΤΗΕ ΑΧΥΤΕ ΛΕΤΗΑΛ ∆ΟΣΕ ΟΦ ΤΗΡ ΕΕ

ΚΙΝ∆Σ ΟΦ ς ιβριοσΟΝ ΧΥΛΤΙς ΑΤΙΝΓ ΟΦ Πεναευσχηινενσισ

孔凡骏  周 凯  郑国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α  在已知的对虾病害中 细菌性疾病绝大多数是由

弧菌引起的 Λιγητνερ和 Λεωισ 认为 鳗弧菌是

白对虾 Πεναευσσετιφιερυσ和褐对虾 Π αζτεχυσ的病原

菌∀ 孟庆显 也指出 对虾红眼病!烂眼病等都是

由弧菌引起的∀ 对虾养殖期间 虾体本身往往携带各

种弧菌 但并不一定致病 只有在适当环境下弧菌在

宿主体内大量繁殖 破坏虾体内免疫系统时 才使对

虾致病∀ 本文初步研究了不同种类的弧菌 不同注射

剂量对中国对虾感染致死的梯度试验∀

 材料与方法

 实验虾取于上海奉贤县东海水产研究所养

殖基地 对虾体长在 ∗ 之间∀ 获得的实验用虾

暂养于实验室水族箱中 ≅ ≅ 饲

养用水是用浓缩海水与经暴气的自来水稀释至盐度

为 左右的海水∀ 此盐度与奉贤养殖基地的海水盐度

一致 饲养水温在 ∗ ε 之间 隔日换水 连续充

气 每日投喂两次∀

 试验用菌分别是非 群霍乱弧菌!副溶血

弧菌和溶藻弧菌∀试验前将培养 ∗ 各种弧菌自

培养基上刮下 用无菌海水配成悬浮液 浓度在 个

左右∀

 人工感染实验∀ 将试验对虾分成 组 对照

组和 组不同弧菌的感染组∀ 用微量进样器将细菌悬

浮液注射至虾腹部第 或第 节肌肉中 对照组注射

生理盐水 Λ 组不同感染组分别注射剂量按

Λ 尾 的剂量梯度 每组 尾虾 实验共进行

次 记录死亡时间与存活数∀

 结果与讨论

 从实验结果 表 看 存活率随着注射

剂量的增加明显下降 并且致死时间相应缩短∀ 注射

剂量在 Λ 尾 各试验组中的对虾 基本在 之

内死亡∀注射剂量为 Λ 尾 的 种弧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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