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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鱼类饵料系数的技术措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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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鱼种质量
,

水环境
,

饵料质量
,

饲养管理 等方面对鱼类饵料 系数的影响进行

剖析并提出降低 鱼类饵料系数的一些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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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飞速发展
,

水产上投饵

精养的养殖模式已占重要部分
。

饲料成本已 占整个

养殖成本的大部分 (约60
一
70 % )

。

要想获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
,

通过科学的方法降低鱼类饵料系数不失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

1 影响鱼类饵料系数的因素

1
.

1 鱼类

1
.

1
.

1 鱼的生长阶段 不同品种的鱼有其 自己的遗

传性状
,

生长特点
。

一般而言
,

性成熟前
,

鱼的生长速

度快
,

阶段投饵饲养效果好
,

饵料系数低 ; 性成熟阶

段
,

鱼类生长缓慢
,

投饵效果不明显
,

饵料系数较高
;

衰退期
,

生长呈退化趋势
,

此时饵料系数更高
。

1
.

1
.

2 鱼种质量 鱼种质量是影响鱼类饵料系数的

重要因素之一
。

当前
,

鱼类繁殖不规范化杂交
、

亲体

质量退化
、

近亲繁殖等导致品种退化
,

苗种质量下

降
,

生长性能降低
,

个体 日趋小型化等
,

这些都可以

导致饵料系数偏高
。

若选择的鱼种体质弱
,

易生病
,

摄食不 良等也可致饵料系数偏高
。

1
.

1
.

3 鱼 的活 动状况 鱼的生命活动要消耗能量
。

鱼类活动越剧烈
,

耗能越多
,

饵料中用于机体生长的

营养能量则越少
,

鱼生长缓慢 (即饵料系数偏高 )
。

1
.

2 水环境条件

1 2 1 水温 鱼类为变温动物对环境温度变化极为

敏感
。

温度直接影响鱼类的酶的活性及新陈代谢强

度
,

从而影响鱼类的摄食和生长
。

一般在适温范围

内
,

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类的代谢相应加强
,

摄食量增

加
,

生长加快
,

饵料系数降低
。

1
.

.2 2 溶解氧 水中溶解氧的含量直接影响鱼类的

活动状况
、

摄食强度和新陈代谢
,

从而影 响其生长
。

研究表明
,

鲤鱼的摄食率
、

饵料利用率和鱼体增重率

在溶氧含量在4 m g / L以上时
,

饵料利用率才保持平

衡
,

摄食率和鱼体增重率随溶氧的升高而增大
。

1
.

3 饵料

1
.

3
.

1 饵料 营养 鱼类依靠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
,

在机体内按一定 比例转换为机体组织
。

故鱼类生长

快慢不仅取决于遗传性状
,

还取决于营养物质供给

量以及营养平衡与否
。

可以说饲料系数的高低直接

与饵料的营养成分含量和营养比例相关
。

1
.

.3 2 饵料的质量和适 口 性 鱼类生长快慢与鱼类

从外界摄取饵料量的多少相关
。

鱼类在摄食时
,

要求

食物质量要好
,

不能霉烂变质
。

同时
,

食物的适 口性

要好
,

这样所投饵料才能有效被摄食
,

否则会造成饵

料不能被摄取而浪费
,

从而增大饵料系数
。

1
.

.3 3 饵料的粉碎粒度 鱼类的消化可分为物理性

消化和化学性消化两个过程
。

物理性消化是指将消

化道大颗粒物质分解为小颗粒物质的过程
。

化学性

消化是指消化液将小颗粒物质分解转化为可被吸收

物质的过程
,

有些鱼类肠道短
,

食物在消化道内停留

时间短
。

如鲤鱼
,

饵料在肠道内仅能停留2一 h3
。

若投

饲饵料粉碎粒径大
,

需要在肠道内物理消化时间长
。

这样食物极有可能还未被完全消化就被排出体外
。

鱼类吸收营养少
,

造成饵料浪费
,

饵料系数增大
。

1
.

.3 4 其他天然饵料生物 水环境中有一些天然生

物及有机质可作一些鱼类的饵料
。

若主养此类投食

性鱼类
,

由于有了部分食物替代品
,

饵料系数偏底
。

如养殖杂食性鲤鱼
,

若底栖饵料生物多
,

人工饵料系

数可低0
.

1一 .0 2个百分点
。

1
.

4 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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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殖密度 鱼类养殖密度的高低影响鱼类生

长
。

若放养密度过高
,

减少了鱼类活动空间
,

大大增

强了食物竟争的空间压力
,

提高了鱼类摄食运动强

度和应激而大量耗能
。

同时
,

高密度放养也易导致水

质恶化
,

鱼类生长受限
,

从而使饵料系数偏高
。

1
.

.4 2 投饵技术 投饵技术是影响饵料系数的重要

因素之一
。

合理的投饵技术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喂

饲料的利用率
,

减少饵料的浪费
。

过多的残饵不仅污

染水体
,

还浪费饵料
,

增大饵料系数
。

2 降低饵料的措施

2
.

1 合理利用鱼类的生长特点

2
.

1
.

1 鱼种质量 选择生长性能好
,

经济价值高的

健康鱼种作为养殖品种
。

在苗种培育中
,

选择合适的饲料
,

提高养殖技术

以培育优质的鱼种
。

这样通过培育优 良的鱼种
,

提高

其对饲料的消化率来降低饵料系数
。

2
.

1
.

2 选择合适的养殖阶段 根据鱼类生长发育的

特点
,

选择性成熟之前生长迅速的阶段进行强化饲

养
,

而不养老口鱼和性已成熟的鱼
,

这样可降低饵料

系数
。

.2 2 创造良好的水环境条件

养殖水体可以通过增氧
、

换水
、

降低养殖密度适

宜温度范围等措施来保持鱼类生长的最适合水质要

求
。

集约化养殖可通过控制水质条件
,

定期进行水质

改 良
。

如定期施加生石灰改良水体的 p H值
;定期泼

洒光合细菌
,

降低水 中氨氮含量
,

增加水体溶氧
,

从

而创造稳定的最适合鱼类生长的水环境
,

促进鱼类

的生长
,

降低饵料系数
。

.2 3 选择适 口性的饵料

根据鱼类的不 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
,

以及

该鱼类的消化
、

吸收生理
,

再结合各种饲料原料的营

养价值及特性配制营养平衡
、

经济合理的配合饲料
。

饵料的粉碎粒度要尽量适合鱼类不同生长阶段的要

求
。

同时
,

饵料中可添加诱食剂等物质促进鱼类摄食

等
,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降低鱼类的饵料系数
。

.2 4 加强饲养管理

首先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决定合适的放养密度
,

切记养殖密度过大
。

其次
,

在投饵上坚持
“

五定
”

(即
“

定质
” 、 “

定量
” 、 “

定时
” 、 “

定位
” 、 “

定人
”

)和三看 (即
“

看天
” 、 “

看水
” 、 “

看鱼
”

)的投饵技术
。

保证饵料营养

全面
、

适 口
、

无腐败变质
,

根据水量和鱼类吃食情况

来确定投饵量
,

保证鱼都能够摄食到足够的饵料
。

.2 5 开展集约化养殖

通过集约化养殖
,

实行多品种鱼类按其生物学

特性进行混养
,

使混养的各种鱼类起到互利的作用
,

减少投人水中的饵料的浪费
,

从而降低饵料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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