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ries Res ea rch Inst itute No .43

三種微粒飼料餵飼紅尾蝦幼苗試驗

蕭澤民﹒林世榮

Studi es On the three type s of m i cropar t ic l e

die t s for -rear z ng the lavvae of Red Ta i l

prawn, Penaeus peni Ci t tatus

Tzer 品4i rn Shiau and Shit1.Jung L in

Three types of artitkalmicroparticlulate(microbind)diets:agar,ze 妞,and carrageenaIU

were used to rear larvas of Pemeuhpenicillatus from nauplius VI to postlarva L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of basal composition of three artificial diets showed that their composition

of essentia1 amino acid and fatty acids were ve 可 SMilar tothat of prawn- Zein and

carTageenan diets atained their vater withh

water and their Idsoaked in

The duration from naupl:uR VI Eo postlarva I was 13,13,12,9day,the survival

rate wesl1.7, 0.9, ttie lazvae fed agar,ze 恤 ,carrageenan and live

AItemia nauplius dnd SKetomma costatum)respectivelv.

2IJ and 49.276 for

food (mixture of

育電 雷

本省臨頭人工繁殖已有 10 餘年歷史 , 幼苗培育一直以矽蕩、豐年蝦為主要餌料 , 而增聲遺頭生物
餌料是難者人力、物力上的一大負擔 , 且矽習班供憊不穩定 , 而豐年蝦文有營養缺失2 問題。因 I比使用

方便
,
價格低的人工合成餌料乃開始發展 , 且因能依需要而改變飼料組成 , 故能適用於多種 zk 生動物

幼苗及用於特殊用進如舔加拉菌劑 , 荷蘭通信等 , 然人工餌料欲完全取代 tE 物餌料仍有許今問題街待解

訣。

本試驗分別探用洋架腫、玉米蛋自、缸頭露為粘著剛製造飯粒飼料 , 除翻定其在水中的某些物理
性狀 ,

並用以饅飼缸尾蝦幼苗 , 以決定個種徵粒飼科較佳 h

材料與方法

弋飼料基硨組成 :

飼料團芳參考金澤昭夫
{5)
及弟子丸修

{1)
之斑gE 蝦配方加以修改

, 為替以後經營養需ZR 實驗奠

基
, 所有材料噩噩探用純化原料 , 其成份組成如衰 1 、 2 、 a 。此飼料基聽起成和50 尾 / 斤2 缸尾

蝦一併遠南區 zk 產檢驗服蜀中心封折脂肪酸及胺基酸組成。
三毛徵拉飼料之製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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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l
表 1 飼料之基本組成

Composition (%)of the basal diet

Casein 44
Egg albumin 5
Argine 5
Squii oil 4
Corn oil 2

Lecithin 3

St arch 10

Sucrose 10

Cholesterol 1

GluCosam ine 0.8
Sodium citrate 0.3
Sodium succinate 0.3
CentIiose 3.36
Mineral Mixture* 8.55
Vitamine Mixture 叫 2.69

* See table 2

**See table 3

Table z
表 2 礦物質之組成

Composition (%)of mineral mixture

add to the basal diet

Cas(P04)2 2.72

K2HP04 2.OO
MgSOr7HzO 3.04

IVaH2P04.2HzO 0.79
Total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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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衰 3 維他命組成

Composition of vitamine Mixture

zng/1OOgof dry diet

P-A rninobenzoic acid 10.OO

Biotln 0.40

Inositol 400.OO

Nicotinic acid 40.OO

Ca-Pantother1ate 60.OO

Pyridoxine-Hci

Riboflavin

12.OO

8.OO

Thiarn ine-HCl 4.OO

Menadione 4.OO

B.Carotere 9.60

α -Tocopherol

cyanocobalam ine

caici ferol

20.OO

0.08

1.20

Na-A scorbate 2,OO0.oo

Foiic A Cid 0.80

Choline chloride 120.OO

'rotai 2,690.08

H 洋架酵徵盤飼科 : 以 100 克飼料基聽組成加 3 克洋ZE 膠 '
加熱、凝固後冷凍乾燥並掛碎。

已缸灑膠徵粒飼料 : 以 100 寬飼料基萬組成加 5 克缸灑膠
, 其餘同上。

伺玉米盔
,

自傲拉飼料 :1 ∞寬基聽飼料加上溶於 60% 酒精之玉米蛋白 5 克
, 符凝固後 , 冷凍乾燥

並掛硨﹒

將 3 種徵拉飼料依顆粒大小篩選為 3 級 ,1 組為 65urn 以下 ,2 般為 65-95urn ,3 飯爵的
一 200um 。

三零物理性狀翻定 :

將 95 一 200uzn 之徵粒飼料分別實潰於蒸餾水中 o 、 lo 、 20 、 30 分鐘後 , 置於有 30 公分水

深之量街上 , 翻飼料贖拉到連筒底所需之最鐘時間 ,
各傲 3 重覆。

將飼科置於加蒸餾水之最糟凹汗
, 每 10 分鐘翻定 1 次直徑 o 以軍直徑為 1, 計算膨脹後直徑變

化之倍傘 , 各做 5 重覆。

同缸尾蝦幼苗養成試驗 :

取缸尾蝦無節幼嚴第 6 期各 2 ω0 隻置於 1O I 水桶中培育至後期幼嶺
,
分別值餌 3 種飯粒飼料

, 並以矽績 , 盟等嚴篇對照組 , 各做 3 重壇 , 每日分 3 次體飼﹒值飼方佳部衰 4, 鹽度維持在30 恥
, 溫度為 26-29

。C, 每日換水泊 , 並計算活存數及發育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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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 4 微粒子飼料和對照組之值飼方法

Feeding .method of A rtificai diet .and control

gloup-

SIze

Micropathe diet

Amount

〈 65 μ m

〈 65 μ m

65-95 μ m

65-95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95-200 μ m

0.32E/day

O.32g/day

O.32g/day

0.32E/day

0.32g/day

O.3Zg/day

0.4g/day

0.4g/day

江4g/day

0.5g/day

0.5g/day

0.5g/day

0.5g/day

結果與討論

control

di atom

diatom

diatom

diatom

diatom brine shrimp

diatom brine shzimp

brine shrimp

brine shrimp

brine shrimp

、

金澤昭王起
(5}
指出以酪蛋白搗蛋白頓時

, 精胺酸馮主主第 1 限制胺基酸 , 故宜攝加 5% 精胺酸 ,EE 加

接之結果如表 5 所示飼料和紅尾頤體組成在必須胺基酸上相當接近。雖然弟于丸修
(1}
認為此純化之

精胺酷無告為蝦類所利用 , 但金澤昭夫的仍認篇純化胺基酸仍有補助營變之功 , 此有待以後探討。此
為提升高碳鏈不飽和脂肪酸之比倒 ,

由烏賊泊取代魚袖 , 使其 20:5WE 及 22:6Ws 脂肪酸之和到

達金渾昭夫
{6)
所建議之 1% 。姐衰 6 所示。

不同種演時間沈降 30 公分所需時間如衰 7 及圖 1, 另徵粒飼料因眼水而直徑變化之倍數如表 8

與國 2. 可知道紅藻膠和玉米蛋白之徵粒飼料在樓積 10 分鐘內迅速扭水撞到飽和 , 其直徑約增SEI-3

倍
,
體積增加約 1 倍 , 使其比重大為降低

,
而沈降速度也跟著棋盤 ,

但洋藥膠徵粒飼料則幾乎不眼水
, 直徑及沈降速度幾無變化。
體飼試驗之活存數及發育階段之變化如衰 9 、 IOR 圖 3, 可君出仍以對照組之生物餌料最佳 ,

次為紅藻膠 , 最差的為玉米蛋白組。說總括存率而言缸碧藍膠不及對照組之傘 ,
但紅藻膠組乃在第 1 天

損失過度 , 如以第 2 天起算則缸藻膠之括存盡管為 51% 和對照組之間 %幾無差異。第 1 夫斯造成的揖

失推翻可能因稚蝦之 zoea 期 I 消化系統尚未聲育完全 ,
無告有紋的消化徵拉飼料 , 而對照組所用之

生物餌料中所合自家消化之酵素或可幫助解決消化問題。洋藥膠效果不佳可能搞不易消化,
而玉米蛋

白組則因水中安定性太差之故。

zoea 期使用之適當餌料粒子大小 ,
至今倫未定論 ,Efirtds) 使用直徑 130-uouzrl 之醬油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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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5 飼料和紅尾臨之胺基酸組成

Table 5The amino acid componsition(%)of

basal diet and Prawn

Arnino acid basal diet Prawn

*Threonine 1.64 2.17

4.73*Valine 2.37

*Methionine 1.27 1.33

*Isoleucine 1.81 2.07

*Leucine 3.29 3.33

en--n

keelan

-m

訓,

“

﹒

on.uresyhiTPH

emT

曲

,..T

1.99 2.07

2.04 2.41

1.12 1.38

*Lysine

*A rglnine

2.87 3.99

5.95 4.18

Aspartic acid

Se rine

2.52 4.73

2.08 2.19

Glutamic acid 6.24 5.94

Proline 3.52 3.31

Glycine

Alanine

1.17 3.57

NH s

1.06

0.41

2.73

0.63

Total 41429 50.76

*essential A mino acid for Prawn

常用之 Sketonerna costatum 之長度亦趨過 1OOum 以上 , 輸蟲則介於 95-125urn 之間。但是
Furuitawa(2) 使用海洋酵母 ,0 臨achi{6) 使用 Tethselrnis tetrathel e ,Jon 閱

(4)
使用之徵膠囊飼

料拉于都小於2OUEEI 以下。金澤昭失則建議躍在 5O um 左右為最佳。所以造成如品之差異 ,
應該是

zoea 期之稚蝦和接關類有顛倒之攝食行為
,
一方面以接動之讀食小顆粒食物 , 另一方面則主動的

擅食大顆誼之食鉤 , 而非學 1 種攝食方告。

本次試驗之結果以缸藻膠當黏著劑 j效果最好 ,
然欲便飯粒飼料更能實用化 ,

仍廳在可消化性 , 水
中安定性及懸浮能力加以改進。徵拉飼料在將來除用於實際幼苗培育及揉討魚蟬類營養需求外 ,

亦

可在徵駐飼料中攝 3 日就窗劑j以預防疾病讀攝加荷蘭黨以促進生長及改變性別 ,
此皆為生物館科研不及

的。徵拉飼科單竟不同於生物餌料除在製遍接術要改進外 ,
使用者在飼育水槽及管理方式亦應重新修

改以適應徵粒飼料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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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fatty acid

14:0

16:0

16:1

18:0

18:1

18:2

18:3

20:1

20:4

22:1

*20:5W3

*22:6W3

Othe rs

Totai

里 6 飼料與前尾蝦之脂肪融組成

The fatty acid componsition(%).of basal
diet and Prawn

basal diet Prawn

0.2 0.1

1.1 0.7

0.2 0.2

0.2 0.3

1.4 0.5

1.8 0.3

0.2 0.03

0.3 0.1

0.04 0.1

0.1 0.04

0.5 0.3
0.5 0.4

0.2 0.4

6.7 3.4

*essentiai fatty acid for Prawn

表 7

Table 7

diet

Zein

carrageenan

-agar

不同實潰時間後徹拉飼科研障 30 企分所需時閉

The Time (sec)for diet to sink in

different immerse durations

Omin 1O min 2O mm

110.3 184.7 178.3

118.3 193.5 159.0

105.0 90.0110.0

3O mln

1708

156.2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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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浸潰時間徵粒飼料直種變化

Different soak duration microparticle diet diarTIter change.

圖 2

Fig-2

要

本實驗分別以洋藥膠、缸藻膠
,
玉米蛋白為黏著劑製造 3 種徵粒飼料

, 除用以體個紅尾蝦種蝦外
, 並探討飼料基讀組成之必讀胺基酸及脂肪酸含量 , 及翻定徵駐飼軒在zk 中之物理性狀。分析結果發
現飼料在必讀胺基酸和脂肪酸和紅尾蝦體組成很接近 , 且符合金澤昭失建議之營養需求。而 3 種徵粒

飼料在以淡水漫潰後 10 分鐘內玉米蛋自及缸藻膠徵駐飼料能迅遺風水至飽和
, 而使直徑增加的 1.3 倍

, 沈降遼寧擴巖接近一半 , 但洋藥膠徵種飼料頁。無此變化。

分別值飼缸尾蝦幼苗 3 種傲拉飼料
, 並以矽蕩和鹽年蝦篇對照組白無節幼扇第 6 期養至後期幼蟲

第 1 期
, 其所需時間洋架膠組 , 玉米蛋白組 ,

紅藻膠組及對照組至于別為 13 、 13 、 12 、 9 天 ,
活存

率為 11.7 、 o o 、 21.3 及 49.2 路。

摘

辭

本實驗承李所畏燦然之鼓勵
,
吳純衡副研究員提供資料及寶貴意見 , 加工系主文敢副研究員、葉

蔥玲小姐 , 閑文俊免生對飼料製造之協助 , 及本中心間仁之幫忙 , 特此敬表謝忱。

謝



5K 情發育階段之活存率及所需天數

The survival rate and day need in each

表 1O

Table 10

36

development stage of prawn

e
八
J

m
句

“
“

Total

survival
rate

1311.7%531.8%

5.7%

832.5%

m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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