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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乐菌素饲料添加剂对鱼类促长的研究

张建军, 任惠丽, 阎　军, 罗军占, 赵春利, 张　敏
(陕西省水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86)

摘要: 在饲料中添加不同剂量的泰乐菌素 (T ylo sin) , 通过对静水及流水池塘的网箱养鱼试验, 测定

其对鱼类 (鲤鱼及罗非鱼)生长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 泰乐菌素对鱼类有明显的促长作用, 且最佳

促长剂量随着鱼种类的不同及同种鱼类不同生长阶段而不相同。鲤鱼种为每公斤饲料中添加 0. 5

g, 成鱼为 10 g; 罗非鱼为 2 g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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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乐菌素是由弗氏链霉菌分泌的一种大环内酯

类抗菌素, 在畜禽饲料中添加泰乐菌素, 不仅能预防

疾病, 还能促进动物生长[ 1～ 3 ]。1996～ 2000 年, 我们

将泰乐菌素应用在渔业生产中进行研究。证明加入

适量泰乐菌素, 能有效地预防鱼类细菌性疾病[ 4 ] , 对

鱼类的生长也有明显促进作用。

1　试验时间、地点及条件

1. 1　地点和时间

有两个试验点: 陕西省水产研究所实验渔场

( 1997～ 1998 年) ; 陕西合阳夏阳水产良种场 (1998

年)。所有试验均进行了 60 天以上。

1. 2　条　件

所有试验均在试验点原有环境、水质、管理条件

下进行, 除利用网箱外, 试验组水环境完全相同。试

验期间, 水温均保持在 18℃以上。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选择我省养殖比例最高的鲤鱼作为主要试验对

象; 另外选择罗非鱼作为第二试验对象。

2. 2　试验饲料

基础饲料原料各成分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鱼粉

5%、豆饼 10%、菜渣 30%、麸皮 35%、面粉 10%、饲

料酵母 10%、无机盐及复合维生素添加剂 1%。

泰乐菌素添加剂根据鱼种、成鱼的不同要求分

为鱼种 6 组、成鱼 5 组, 其中鱼种组泰乐菌素在饲料

中的质量分数第 1 组为 0. 00% ; 第 2 组为 0. 01% ;

第 3 组为0. 05% ; 第 4 组为 0. 1% ; 第 5 组为 0. 5% ;

第 6 组为 1%。成鱼组泰乐菌素在饲料中的质量分

数第 1 组为 0. 00% ; 第 2 组为 0. 05% ; 第 3 组为

0. 1% ; 第 4 组为 0. 5% ; 第 5 组为 1%。罗非鱼组泰

乐菌素在饲料中的质量分数第 1 组为0. 00% ; 第 2

组为0. 20% ; 第 3 组为 0. 40% ; 第 4 组为0. 60%。

2. 3　试验方法

在同一池塘内 (工厂化养鱼池) 设置网箱, 网箱

规格 1 m ×1 m ×1. 1 m , 网箱网目为 1 cm (鱼种促

长试验) , 3 cm (成鱼试验) 两种, 网箱底部为尼龙纱

窗网片覆盖, 网箱设置地点为所实验渔场 3 号池 (全

混凝土结构, 面积 200 m 2) , 合阳良种场工厂化流水

养鱼池, 面积 90 m 2。方法为在网箱中投放苗种, 驯

化后, 按照鱼类总重量及水温情况, 定量投喂添加有

不同泰乐菌素配比的配合饲料 60～ 90 天, 其间观察

鱼类的吃食、生长、水温变化, 试验结束后, 测定各箱

鱼类的全长及体重, 进行结果分析, 筛选出最适的泰

乐菌素添加量。

2. 4　投喂方法

按受试鱼类总体重的 3% 投喂量投喂, 每天 3



次, 每次投喂 1ö3。

3　试验结果

见表 1, 2, 3。

3. 1　鲤鱼种

试验 2 至 6 号饲料组, 净增重比对照组 (1 号

料) 高 18%～ 28% , 其中 3 号饲料 (泰乐菌素添加量

为每公斤饲料中添加 0. 5 g) 生长率最高, 高于此添

加量的反而生长率下降, 各试验组比对照组相对增

长率提高 50%～ 200% (见表 1)。

3. 2　鲤成鱼

除第二组外, 其余各饲料组都呈正增长; 3 至 5

号饲料组相对增长率均高出 29. 09% 以上; 鲤成鱼

生长情况随泰乐菌素的添加量呈正增长, 4, 5 号配

方, 促长效果最为显著 (见表 2)。

表 1　泰乐菌素促长试验鲤鱼种生长情况统计表

Tab. 1　L iv ing sta tist ics tha t tylosin accelera ting the growth of the fry of exper im en ta l Cyp r inus L innaeus

箱　号

入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g

出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g

平均生长
öcm

平均尾
增重
ög

净增重
率ö%

相对增
重率ö%

全长增
长率ö%

料　号

1, 7 102 42 99 51. 05 15. 3 9. 05 21. 54 0 0 1

2, 8 100 42 91 58. 15 16. 45 16. 15 38. 45 82. 32 7. 5 2

3, 9 100 42 76 63. 2 16. 45 21. 2 50. 48 214. 36 7. 5 3

4, 10 100 42 85 61. 45 16. 62 19. 45 46. 31 173. 59 8. 62 4

5, 11 100 42 87 60. 3 16. 75 18. 3 43. 57 143. 09 9. 78 5

6, 12 100 42 93 59. 49 15. 95 17. 49 41. 64 121. 1 4. 25 6

表 2　泰乐菌素促长试验鲤成鱼生长情况统计表

Tab. 2　L iv ing sta tist ics tha t tylosin accelera ting the growth of the adult f ish of expre iman ta l Cyp r inus

L innaeus

箱　号

入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kg

平均全长

öcm

出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kg

平均生长

öcm

平均尾

增重ökg

净增重

率ö%

相对增

重率ö%

全长增

长率%
料　号

7, 8 60 0. 592 32. 46 58 0. 5985 34. 45 0. 0065 1. 1 0 6. 13 1

5 30 0. 567 30. 84 30 0. 563 33. 9 0. 004 0. 7 - 36. 36 9. 92 2

3, 4 60 0. 5985 32. 04 59 0. 607 34. 95 0. 0085 1. 42 29. 09 9. 08 3

2 30 0. 653 33. 4 30 0. 68 35. 2 0. 027 4. 13 275. 45 5. 39 4

1 30 0. 667 33. 4 30 0. 73 35. 8 0. 063 9. 44 758. 18 7. 19 5

3. 3　罗非鱼

2, 3 号饲料较对照组促长效果显著, 4 号饲料促

长效果低于对照组 (见表 3)。

4　讨　论

1) 本试验中, 泰乐菌素对受试鱼类均有明显的

促长作用。

2) 在基础饲料配方相同时, 泰乐菌素对不同鱼

类或同种鱼类不同生长阶段最佳促长剂量各不相

同。鲤鱼种为每公斤饲料中添加 0. 5 g, 鲤成鱼为 10

g; 罗非鱼为 2 g 以下。

3) 泰乐菌素对性腺发育不同程度的受试鱼类

有促长作用。

4) 养殖鱼类中选用鲤鱼为试验对象, 主要基于

鲤鱼采用人工配合饲料养殖技术在我省已非常普

及, 技术易于掌握。试验用饲料可全部采用人工配

方, 减少试验误差; 鲤鱼同我省其他养殖鱼类如草

鱼、鲫鱼、鲂鱼均为近亲品种, 试验结果可直接移植

于其他鱼类的养殖中; 罗非鱼属鲈形目、丽鱼科, 是

一个同我省主养的鲤科鱼类亲缘关系较远的经济鱼

类新品种, 利用罗非鱼作为试验对象, 其结果即可证

实泰乐菌素对鲤科鱼类有促长作用, 而且对其他鱼

类也同样具有促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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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试验中, 由于条件限制, 有关罗非鱼经济 适宜的添加剂量, 有待进一步研究测定。

表 3　泰乐菌素促长试验罗非鱼生长情况统计表

Tab. 3　L iv ing sta tist ics for the exper im en ted tilap ia

箱　号

入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kg

平均全长

öcm

出　箱

数量

ö尾

平均尾重

ökg

平均生长

öcm

平均尾

增重ökg

净增重

率ö%

相对增

重率ö%

全长增

长率%
料　号

4 50 0. 14 20 50 0. 36 25. 12 0. 22 157. 1 0 125. 6 1

3 50 0. 13 19 45 0. 36 24. 63 0. 23 176. 9 12. 6 129. 6 2

2 50 0. 14 21. 45 49 0. 37 25. 32 0. 23 164. 3 4. 58 118 3

1 50 0. 15 21. 05 50 0. 38 25. 79 0. 23 153. 3 - 2. 41 122. 5 4

5 50 0. 15 20. 7 50 0. 38 25. 45 0. 23 153. 3 - 2. 41 122.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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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bout fed feed added tylosin to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f ishes

ZHAN G J ian2jun, R EN H u i2li, YAN Jun,

LU O Jun2zhan, ZHAO Chun2li, ZHAN G M in
(R esearch Inst itu te of A quatic, Shaanx i P rovince, X i′an 710086, Ch ina)

Abstract: A dd tylo sin to the feed w ith d ifferen t do sage and m easu re how m uch it effected fishes′grow th

such as Cyp rinus L innaeus and T ilap ia in net cages of pond w ith runn ing and act ion less w ater respect ively.

T he resu lts ind ica ted tha t T ylo sin cou ld accelera te the grow th of fishes eviden t ly, and tha t the op t im um

do sage changed w ith the b reed of fishes and the do sage w as differen t to the d ifferen t age of the sam e fish.

To the fry of Cyp rinus L innaeus the op t im um w as 1 percen t and to T ilap ia the do sage w as below 0. 2

percen t.

Key words: T ylo sin; feed addit ive; facilita t ing the grow th of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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