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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饲料添加剂袁壳聚糖有促进生长袁增强体质袁提高
抗病力等作用遥 2005年笔者进行了在草鱼种高产养殖配合
饲料中添加 0.5 %的壳聚糖试验袁研究其在草鱼种池塘精养
中的增产效果遥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池塘条件遥 洛阳市近郊选用两口相邻且条件相同的
池塘作为试验池和对照池袁面积均为 3 867 m2袁池埂为砖混
结构袁池底为半淤化壤土袁池深均为 2.5 m袁可保持水位 2 m袁
水源为同一机井的地下水袁试验池和对照池各配置 3 kW叶
轮式增氧机 1台和自动投饵机 1台遥
1.1.2 鱼种遥 为湖北购进的草尧鲢尧鳙鱼水花袁经 20 d培育袁
体长达到 3 cm以上的夏花鱼种遥
1.1.3 壳聚糖遥 购于郑州桑园市场遥 饲料级遥
1.1.4 饲料遥饲料原料由洛阳泛亚饲料有限公司提供袁配方
自制袁主要原料为秘鲁鱼粉尧豆粕尧麸皮尧草粉尧草鱼种预混
料等袁粗蛋白含量为 30 %袁作为基础料袁在基础料中添加
0.5 %的壳聚糖作为试验料袁用逐级扩大混合的方法将粉状
原料混合均匀袁然后加工成直径为 1.5 mm的颗粒袁晒干备用遥
1.2 方法

1.2.1 鱼种投放遥 试验池和对照池放养数量一样且规格一
致的鱼种袁均按草鱼夏花 58 000尾渊 平均尾重约为 2 g袁总重
约 116 kg冤放养袁放养时间为 5月 20日尧6月 5日遥 试验池尧
对照池各放白鲢夏花 12 000尾袁鳙鱼夏花 3 000尾遥鱼种均
用浓度 20 mg/L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浸洗消毒 10 min遥放养情
况详见表 1遥

1.2.2 饲料投喂遥 夏花投放以后袁先用酵母粉喂养 7 d进行
驯化袁驯化期间人工投喂袁驯化成功后用投饵机投喂袁投饵
机投喂时改喂草鱼种硬颗粒配合饲料袁日投喂 4次遥对照池

投喂基础料袁试验池投喂试验料遥
1.2.3 疾病防治遥 淤草鱼种放养前 10 d袁 试验池和对照池
均用 800 kg的生石灰(干法)进行彻底清塘消毒遥 于试验池
和对照池每月分别使用 0.5 mg/L野 氯杀王冶渊 三氯异氰脲酸
制剂冤消毒曰每天 1次袁连用 2 d遥 具体施用日期分别为 2005
年的 5月 28耀29日尧7月 2耀3日尧8月 5耀6日尧9月 8耀9日和
10月 11耀12日遥盂每隔 25 d连续投喂药饵 5 d袁药饵按照饲
料中添加 0.05 %耀0.10 %的野 三黄粉冶制成遥
1.2.4 水质调控遥淤适时开动增氧机增氧袁保证池水溶氧充
足遥于试验池和对照池在养殖期内无须换水袁适当注入新水
保持水质清新袁7尧8月份每隔 10 d加注井水 1次袁保持 2个
池的水位在 1.8 m以上袁透明度保持在 20耀30 cm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壳聚糖对鱼产量的影响 该试验从 5月 20日耀10月
25日历时 158 d遥 表 2表明袁试验池共收获草鱼种 5 612 kg,
对照池收获草鱼种 3 930 kg袁 试验池比对照池总产量提高
41.1 %袁饲料系数降低 23.3 %遥 试验池草鱼成活率比对照池
高 26 %遥

2.2 壳聚糖对鱼饲养经济效益的影响 试验池比对照池

多盈利 5 826元袁计 15 000元/hm2袁效益提高 42.8 %渊 表 3冤遥

3 讨论

3.1 壳聚糖能提高鱼产量 鱼类摄食含壳聚糖的饲料后袁
壳聚糖分子中所带的正电荷及其聚合分子结构可与肠道中

的病原菌表面的鞭毛及套膜吸附凝集袁抑制病原菌繁殖袁同
时壳聚糖可作为双歧因子的前体发挥作用袁 促进肠道中双
歧杆菌等有益菌增殖袁改善肠道代谢的功能遥添加适量的壳
聚糖袁 通过改善动物肠道内菌群平衡而对动物产生有利的
影响 [1]遥陈云波等报道袁在饲料中添加 0.5 %壳聚糖对异育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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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在草鱼种池塘养殖中的应用试验

张耀武 渊 洛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袁河南洛阳 471022冤

摘要 池塘养殖中的对比试验表明院在草鱼种饲料中添加 0.5 %的壳聚糖袁能够提高草鱼种产量和鱼成活率袁降低鱼饲料系数袁达到
增产增效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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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periment of Chitosan in Pond Culture of Grass Carp Fingerling
ZHANG Yao蛳wu 渊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22冤
Abstract Pond culture of grass carp fingerling was studied after adding 0.5 % chitosan in feedstuff. Result showed that chitosan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and survival ratio of grass fingerling. Therefore the output and efficiency were improved.
Key words Chitosan; Grass carp; Effect of production increase; Pond culture

放养品种 放养时间 放养规格椅g/尾 放养数量椅尾 放养重量椅kg
草鱼夏花种 05蛳20 2 58 000 116
鲢鱼夏花种 06蛳05 3 12 000 36
鳙鱼夏花种 06蛳05 3 300 9
合计 73 000 161

表 1 试验池和对照池鱼种放养规格尧数量尧重量 2005年

池别
投饲料
量椅kg 起捕规

格椅g/尾 成活
率椅% 草鱼产

量椅kg 鲢鳙产量椅kg 平均产量椅kg 饲料
系数

试验池 7 580 118 82 5 612 1 500 18 393 1.38
对照池 6 880 121 56 3 930 1 100 13 008 1.80

表 2 壳聚糖对草鱼产量等的影响

池别
夏花
鱼种

饲料 壳聚糖 电费
防疫
费

总投
入

总效
益

总利
润

试验池 1 000 21 982 7 200 700 580 31 462 50 896 19 434
对照池 1 000 19 952 700 580 22 232 35 840 13 608

表 3 壳聚糖对草鱼饲养经济效益的影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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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侧重于对已破坏环境的生态重建行为的评价袁 如水土流
失的治理等曰 环境保护侧重于对现有环境的保护行为的评
价袁如设立自然保护区等遥 另外袁该指标还包括反映生态环
境基本情况的 2个方面指标院一是由于不合理的利用造成的袁
如土地荒漠化曰二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袁如地面沉降等遥
4 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对策

4.1 控制人口增长袁 缓解人地矛盾 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

的人均耕地面积的警戒线为 0.053 hm2袁 这是维持一个国家
或地区社会经济正常与持续发展的基础遥河南省 2004年底
的耕地面积为 792.63万 hm2袁人口为 9 717万人袁人均耕地
面积 0.081 6 hm2袁高于人均耕地面积的警戒线遥 但河南省是
农业大省袁担负着向其他省份输送农副产品的重担遥人口的
急剧增长袁一方面会给土地带来巨大的承载压力袁反过来控
制人口增长就是减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袁 减少各项建设等
对耕地资源的占用袁 保证人均土地资源的占有率曰 另一方
面袁 人口的增加将会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明显的负
面影响袁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遥在当前土地资源较
为紧缺的情况下袁贯彻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袁严格控制人
口的增长袁 是该省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最基本的
措施遥 2004年全省人口总量已达到 9 717万袁预计 2010年
将达到 10 151万袁2020年将达到 10 755万袁2040年前后将
达到 12 000万左右的人口高峰袁 人口增长将成为制约持续
发展最大的野 瓶颈冶遥为此袁必须继续推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
政策袁尤其要做好农村地区的人口控制工作袁降低人口自然
增长率袁为实现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创造条件遥
4.2 加强宣传教育袁培养可持续的资源利用观 首先袁要开
展广泛尧深入和持久的全民国土教育袁使全省人民认识到人
地矛盾突出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袁 增强全省人民的忧患意
识袁使野 十分珍惜尧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冶的基本国
策更加深入人心袁形成一种珍惜每一寸土地的全民观念遥其
次袁要通过宣传教育袁树立土地利用的价值观念袁从根本上
提高人们对土地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遥 通过宣传让每一个
人都能认识到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

要物质基础遥
土地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袁相对位置固定袁数量有限袁

而人类生存与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均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土

地为基础遥因此袁土地资源的供需平衡并不能通过土地资源
总量的增减来加以解决袁 而只能是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

过部门之间的调节来缓解土地相对紧缺的状况遥 只有全社
会都能认识到土地价值的存在袁 并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能
自觉地按价值规律办事袁 才能形成一种节约用地与保护土
地资源的良好风尚遥
4.3 保护耕地袁 控制建设用地 耕地不仅是决定粮食与主

要农产品供需平衡的第一要素袁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遥 河南
省目前人口在持续增加袁而耕地却在持续减少遥 从 1996年
底到 2004年底袁全省耕地净减少了 18.4万 hm2袁平均每年
减少 2.3万 hm2袁耕地保护的任务越来越紧迫遥因此袁必须采
取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袁对土地实施用途管制遥
4.4 加大物质投入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主

要是保护粮食生产能力袁而粮食生产能力又是由耕地数量尧
耕地质量和生态条件 3方面决定的遥近 2年袁各级政府对农
业的投资比重虽逐年增加袁 减免农业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袁 但由于耕地数量尤其是粮食播种面积的
减少袁造成粮食生产总量徘徊不前遥在无法避免耕地数量适
度减少的情况下袁今后要尽可能地加大农业投入袁加强农田
基础建设袁 提高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袁 同时保护好生
态袁实现耕地的集约和持续利用遥
4.5 改革土地制度袁 加强土地管理 一是切实加强国土资

源管理的法制建设遥 大力推行依法行政袁强化执法监察袁提
高执法力度遥 将自然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袁 利用税
费尧价格等经济手段袁优化国土资源配置袁促进资源节约利
用遥二是大力推进和加强规划法制建设遥明确和提高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尧矿产资源规划等规章制度的法律地位袁要严肃
查处违反规划的行为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遥三是不断加强
制度建设遥 要建立健全规划公示制度尧规划会审制度尧项目
预审制度尧计划管理制度尧规划监督监察制度尧规划目标考
核责任制度尧 规划师资质认证制度和规划单位资质认证制
度袁保证各项规划工作的落实袁真正体现规划的严肃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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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和草鱼种具有显著的促生长作用[2]遥
3.2 壳聚糖增强鱼体免疫力袁提高成活率袁增加效益 壳

聚糖具有广谱抗菌性袁由于多数致病菌都呈阴离子性状袁壳
聚糖的正电荷可与病原菌表面鞭毛吸附凝聚袁 抑制病原菌
的繁殖遥它可以在菌体表面成膜袁阻止细菌利用体外的营养
物质袁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遥 另外袁壳聚糖为阳离子碱性多
糖袁具有较高的阴离子交换能力袁能有效地降解胆固醇和甘
油三酯袁粘合胆汁酸袁阻止胆汁酸的循环袁促进这些物质在

体内的排出袁预防脂肪肝的发生遥壳聚糖还可以作为免疫增
强剂袁能有效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溶菌酶的活性袁刺
激巨噬细胞产生淋巴因子袁启动免疫系统 [3]遥 壳聚糖的这些
功能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袁提高了成活率遥
参考文献

[1] 武汉大学袁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教研室.微生物学[M].北京院人
民教育出版社袁1997院197-251.

[2] 陈云波. 饲料中添加壳聚糖对异育银鲫的生长和抗病力的影响[J].
皖西学院学报袁2005袁21渊 5冤院31-34.

[3] 韩新燕袁汪以真袁许梓荣袁等.新型饲料添加剂要要要壳聚糖[J].饲料研
究袁2000渊 23冤院18-19.

安徽农业科学 2007年3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