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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研究背景

全球鱼类消费量一
半来自水产养殖

鱼粉价格昂贵、产
量有限

寻找鱼粉替代蛋白
源十分迫切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增加对鱼粉的需求



2、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情
况

问
题

以杂食性普通鲤鱼为主要鱼种的池
塘半集约化养殖方式引入北美，带
来了比传统养殖更高的鱼类产量和
经济净效益

饲料配方中含有昂贵的进口鱼粉，
这使得小规模农户通常不能或不愿
意购买配方饲料



2、实验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天然食
物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蚯蚓粉
作为普通鲤鱼的补充饲料替代
鱼粉的适宜性。

蚯蚓被描述为蛋白质含量和蛋
白质质量高的资源，已有研究
将蚯蚓粉作为鱼粉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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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材料方法

半集约化养殖

低水平营养物补充10g/kg0.8 高水平营养物补充20g/kg0.8

空白组1 处理组1-1 处理组2-1 处理组3-1 空白组2 处理组1-2 处理组2-2 处理组3-2

每组4个重复，每个重复5条鱼，投喂一次 每组4个重复，每组10条鱼，投喂两次

每隔10d，采集浮游生物、沉积物和水样进行分析，
测量鱼重，更改饲料量

研究蚯蚓粉替代鱼粉的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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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饲料配方



2、饲料成分



3、水样检测结果



4、微生物干物质检测结果



5、鱼体成分

1、补充饲料组的干物质比空白组高，且随蚯蚓粉替代比例升高而升高；
2、高水平投喂组粗蛋白显著降低，低水平投喂组没有显著变化；
3、补充饲料组粗脂肪和总能都高于空白组，但组间无明显差异



6、特定生长率

1、各组生长率较低，可能是因为

受到捕食者或垂钓者的惊吓或者是
野杂鱼进入网箱抢食
2、空白组呈负生长，说明天然食
物资源不足以供应鲤鱼生长；
3、接受补充饲料组生长率随蚯蚓

粉替代比例增加而升高，说明蚯蚓
粉作为补充饲料能更好适应鲤鱼的
生长



7、生长率与浮游生物干物质的相关性

Feed 3

Feed 1

Fe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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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蚯蚓的研究现状

在大马哈鱼中，较低水平的鱼粉被蚯蚓粉替代可以提高生长性能，但
较高水平的鱼粉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Stafford和Tacon, 1984)。

(2010)食用新鲜蚯蚓的生长速度明显高于食用冷冻蚯蚓的生长速度。

冷冻或冷冻干燥的蚯蚓粉对鳟鱼适口性差，因其体表液中含溶血因子，
但这种蚯蚓的分离蛋白似乎适合作为食物和饲料资源（Medina et al.， 2003）

蚯蚓体腔液在其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其他经体腔液处理的
动物的免疫反应。在鱼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中，具有明显的毒性作用
(Kobayashi等人，2001;Ohta等人，2003年)，但有对无脊椎动物的影响较小
(Kobayashi等人，2001)



蚯蚓的研究现状

Tacon等(1983)提出蚯蚓的预处理方法为去除体腔液、在干燥过程中进行
热处理或用热水烫漂。然而，并没有在所有蚯蚓物种中检测到有毒的体
腔液(Kauschke et al.， 2007)。

根据保存方法的不同，本研究中使用的Perionyx excavates对鱼类生长有
负面影响(Nguyen et al.， 2010)，这表明该蚯蚓物种也有抗营养因子。

在本研究中，由于蚯蚓在晒干过程中经过了一定的热处理，且蚯蚓在日
粮中所占的比例较低，因此，对普通鲤鱼的生长影响不大。



结论

池塘里天然食物资源的
丰富度和可利用性不足
以养殖没有补充饲料的
鲤鱼

蚯蚓可以作为补充饲料
的蛋白源，利用废物和
副产物来培育蚯蚓，能
增加小规模农户的经济
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