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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配合飼料開發試驗

石斑魚營養需求及配合飼料開發試驗

陳再發﹒蜜 I]繼源﹒林金榮
,
余嘉獸﹒玉惠娟

ofthe DevelopmentforThe Exper iment

for S.almon-like GroaperdietAritificial

ofsalmonoides ExperimentEpinepkelus

and Rearing Studythe Nutrition Requirement

by Feeding With Aritificial Diet

Tsai -Fa Chen, Chi -Yuan L iu, Kin-Jung L in,

]ia-You Twu and Huey-]iuan Wang

白血 , combinated moist pellet, simple moist pellet and dried peKet

to salmon-like grouper Epinephelus salmonoides good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weight gain ratio,

feed intake especially by fE �eding

pellet was better than moist pellet to this species of fish.

kinds of calorie contained; 2,600 Kcal/kg and 3 月 00 Kcal/kg were used in the study

of e/p ratio. Each kind of calorie was tested by matching with 3 different "protein contained:

400 忌 , 45% and 50%.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feed had 40% protein would have poor growth

feed. When protein contained in the

than low

high

up to 45% those wi

optimal e/P ratio. is 68 for Epinephelus salmonoides with 45% protein).

the study of fi 血 meal replaced by soybean meal, 20% of fish meal was replaced by

32% soybean meal 扭曲e artificial feed. Very poor result in growth and feed efficiency were

obtained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group.

Two repeat

rawfeeding withBy

withandfeed efficiency

Two

(thecalorie

themcontainedor low calorie

也

no matter with

In

fe 色d

mgist pellet, dried pellet and raw fish were .carried

The rIsh experiment was carried

caused very bad water. quality condition during the test period and

ends a result of raw fish was better than artificial feed to the growth and �rvival of grouper

E. .
salmonoides. TJ

which

withexperimentsfeed

out in the concrete tanksconcrete tanks.outdoorout in

whichbottomwith mud

the concrete tanks with concreteout. in

out

carriedsecondIe

test period and ends aentire也eodbottom



302

有可 雷

蛙形石斑 CEJ ρ inephelus sal11'lmides) 是目前本省海水魚餐殖最重要魚種之一 ,
由於魚價昂貴

及生長迅速 , 漁民養殖興趣很高。自民團 6 碎開始養殖迄今已有十餘年歷史 , 但因魚苗、疾病及飼料
等問題 , 使得石理魚養殖專業之 :發展甚為禮。

目前聲殖石斑魚幾乎堂都以下雄魚 ( 生餌〉為主 , 生餌在給餌作業上質量時、 , 費力及鮮度管理困難
, 同時容易發生 2f( 質河染 , 營養缺乏症及投藥肪治不易等問題 ,

因此配合飼料之開通及飼育控術之改

進十分重要。有關石直魚營養需求之報告極少
(1)
利用臨魚盼為蛋自質普車之濕性飼料 , 指出馬

來西亞背班之蛋自質需求量為 40 - 50 % .林等
(2)

以自魚紛及酪量自為蛋白質源之乾粒飼料 , 指出鐘
點石誕之蛋自賞需求量為 509 告。

本女就健形石謹飼料物性
,
最適能量對蛋白質比及大軍柏取代魚紛試驗 ,

同時在室外水泥地作乾

粒及濕性餌料比較試驗 , 以磁責解石瑾魚之營養需求及轉找最佳飼料配方 , 閱讀實用性配合飼料 ,
幫助

石斑魚養殖專業之發展。

材料與方法

-τ試驗魚苗 : 佐形石理 C Epine ρ'helus sal-monjdes ) 為漁民在澎湖沿岸捕撈之魚苗 , 先於澎湖分研
自吵嚷殖場以鰻粉 + 樣蝦 ( 或魚〉之濕性餌料制 |餌後 , 再移至商料試驗室進行試驗。

二三試驗 2f( 構及飼育方法 , 飼料試驗室之玻璃水缸 ( 如 x 60 x 45 em 3 ) 16 個 , 內裝盟膠過激棋上舖
海棉及 5 公分厚之海砂

,
打氣過讀雜質 , 每個水橋收容 20 - 25 隻魚苗 C 21 - 50 克/ 尾 ) .每日

下午四時給餌一次 , 每隔 2-3 日換水%左右 , 並說淨海砂 , 保持水質乾淨 ,
每日記錄水溫及投餌

量。

三三飼料之製造方法 : (A) 生餌 CRaw fish) : 自口武觸魚去內臟 , 切成塊狀。 (助讀合型濕性飼料 (

Combinated moist pellet) 一以配合飼料 + 生餌 C 1 : 1 ) : 先將生餌缺碎後與配合飼料混合
, 再以絞肉機擠成條狀 , 然後調整粒度 ,

冷凍保存 , 每隔 5 日調餌一次。 (C) 單純型濕性飼科CSim-
pIe moist pellet) : 將乾燥配合飼料加水 60% 混合後 , 以絞肉機調製成濕性飼料。 (盼乾粒飼料

C Dried pellet) : 將 (C) 之條狀濕性飼料 ,
在乾操機內以 45

�C 乾燥 6-8 小時 , 然後折斷成適當
粒度之飼料。

用測定方法 : 試驗開始 , 終了及每隔 10 萬 15 日測定每水橋魚之體長、體重及總章 , 試驗終了時測定
比肝重及魚體化學組成 ,

配合飼料及魚體化學組成之分析方法依常法 lItU 定之。

結果與討論

-飼料物性對石班魚成長之影響 :

以體盼為主之配合飼料 , 其配方及組成如表 1 .製成乾粒及濕粒兩種飼料 ,
飼育體重 21 - 50

g 之蛙形石班 40 天 '7.1< 溫 21-24
� C. 墟度 32 品 , 每種飼料僅作 2 重讀之簡單預備試驗 , 其結果

如衰 2 及圖 1 研示。在增重率方面 ,
乾粒飼料優於濕粒飼料 , 就飼料教率及蛋白質敷率來說 . 1 A

最佳 , 2 A 雖略優於 1 B' 但以平均值比較
,
乾粒飼料仍然比濕粒飼料佳。由此試驗可君出蛙形石

斑對飼科物性一含水率之要求 , 不若節魚或嘉脂魚嚴格。
以生餌 CA) 、種合型濕粒飼料 C B) 、單純型濕粒飼料 C C ) 及乾粒飼料 ( D ) 4 種不同物

性之飼料如表 3 .經 45 天試驗後結果如表 4 .每組飼料飼育 4 缸 , 每缸收容初體重相近之魚苗 20

隻 , 各組處理均有大、中、小魚苗。在增重率方面 , 生餌 CA) 組 4 缸聞之差異頗大 ( 自 103 -
1739 屆 ) .初體重最小之 Al 增重率最佳 ,

初體重最大之 A. 增重率最小。種合過濕粒飼料 C B ) 組
4 缸之增重率也 82 - 144 佑 , 初體重小之 Bl 及 B3 增重率優於初體重大之 Bz 及丸。單純型濕



表 1 初期試驗飼料之配方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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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ormula and composition of preliminary test diets.

、、＼、、 No.

.Ingrediems 、＼＼＼、

鰻章含
Eel meal
酵母粉

Yeast powder
魚泊

Fish σ it
魚掛

Fish meal
為賦盼

Squid meal

為賊巖棄物粉
Squid waste powder

組成
Compositiors (%)

組蛋自
Crude protein
油脂

Fat
灰份

Ash
'11< 份

Moisture

舔加水

Water added (%)

飼料形狀
Feed shape
畏度

L�ngth
寬度

Weight
l1< 份

Moisture

1

70

12

3

5

5

5

50.21

8.26

14.08

8.18

Dried pellet

0.3 x 0.8 cm

6 piece/g

15.32

2

70

12

3

5

5

5

75

Moist feed

0.6 - 0_8 crn

0.8 - 1 g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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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試驗結果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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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工飼料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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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ula of artificial diet.Table 3

材料

Materials

魚是b
Fish meal

酵母份
Yeast powder

烏賊紛
Squid meal

魚抽
Fish oil

魚之可溶性物質
Fish soluble

α一澱單身

- starchα

直合維他命

Vit mix

種合礦物質
Mineral mix

%

60

10

5

4

3

15

1

2

位飼料(C) 組之增重率由的 -114 鬼 , C. 最好 C1 最差。乾粒飼科 (D) 組之增重率最平均由 110 -
1359 話 , 初體重小之 D1 及 � 增重傘優於初體重大之 Dz 及 D. 。以各組增重率平均值對飼育臼數作

圈 , 可得到成長曲組 ( 圖 2 ) 。明顯的君出 4 種飼料之成長教果 , 生餌最佳 ,
其次篤聲控飼料 ,

直合型潛在粒飼料叉次之 , 單純型濕誼飼料最差。
生餌含有 75 %之 2/( 分 , 直合及單純型濕鞋飼料含有 42 %左右水分 , 乾粒飼科僅含有 10% 左右

水分 , 若換算成乾粒飼料之含 2/( 傘 , 在 4 組飼料之攝食量差異不多 , 部各組石瑾魚之食慾良好 , 攝
食極為平均。在飼料妓傘芳面 , 生餌 134.79 % C 126 -146 %) 最佳。乾誼飼料 113.19 % ( 110

- 115 9屆〉眾之 , 復合型濕粒飼料 108.40 % C 101-1149 屆〉叉次之 , 單純型濕粒飼料 98.41 9名

C 89 - 106 % ) 最差。然而在蛋白質利用率方面 ,
以乾鞋飼科 2.26 最佳 , 直合型濕粒飼料 2.19

次之 , 單純型濕粒飼料 1.97 叉次之 , 生餌 1.89 最聲。生餌之飼科教率最優 , 但蛋白質利用率最差
之原因篇生餌搗蛋自質含量很高 , 讀消費部份蛋白質作為能量擇余之故。各組飼料之組成分析結果
如衰 5 。

於試驗修了 , 分析 4 組魚體組成〈全體組成 ) , 在粗蛋自賞、組灰分、粗脂肪及水分含量 4 組

並無顯著差異 , 如衰 6 。在比肝軍方面 , 眩配合飼料 B 、 C 、 D3 組比肝重隨著增加 , 生餌 (A) 組比

肝童般小 ,
助組比肝重最大。髏盼飼料中若含有多量之α被單身時 ,

會造成鰻魚肝肥大症
(6) (4)

。本試

轍石斑魚攝食配合飼科比肝重增大可能亦為此因。肥浦度為饋重 /c 偉長 ) I X 1,000 , 表示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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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Fig. 2

門
,

表 5 4 種試驗飼料之化學組成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four experiment feeds.

* 份Moisture
灰份
Ash

油脂
Fat

粗蛋自
Crude protein

Table 5

組
Group

74.22

74.26

1.544.1018.76
自口

A White 石的uth croaker
線處蟑

Greenback horse
mackerel

2.551.4420.29

42.507.966.1432.28B

42.50

9.29

8.99

14.39

6.18

9.89

31.19

49.91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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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石班魚飼料試驗結束時之體重組成及肝重

Table 6 The final body composition and liver weight of

Grouper of feeding.

Group
A B C D

軍軍區
Crude protein
粗油脂

Crude fat
灰份

Ash
水份

Moisture
肝重

Liver weight

18.65 18.92 18.75 18.74

4.1 4.0 3.5 4.6

2.88 2.65 2.80 2.47

74.43 73.85 74.68 73.45

2.14 3.84 4.77 5.62

肥瘦程度 'A 、 B 、 C 、 D4 組分別為 15.00 、 14.84 、 14.96 及 15.74 , 4 組差異不大。在整個

試驗期間所有石斑魚均無死亡 , 各組活存率均為 100 銘。

池野
(6)
在嘉踏魚配合飼料成長比較試驗中指出濕粒飼料對嘉踏成魚之成長最佳

, 生餌 + 乾粒飼

料 ( 70:30 ) 眾之 , 乾粒飼料最差。能勢
(7)
在濕粒飼料之現狀及問題點報告中

, 指出鞠魚不喜攝食
乾粒飼料 , 且在胃歸中無法克分消化而引起下摘症。同時指出美眉大王蛙養殖業者因桂魚不喜乾蝶
飼料 , 因而發展出 oregan moist pellet 。竹田及示野等在輛魚營聲及配合飼科一連串報告中

(8)

~ ω , 皆以濕粒飼料作試驗基礎。
但增回及高松

(2)
卸指出多孔賣個育用飼料對鯽魚之飼料敷率相當良好 , 可與生餌鼓搗合型濕粒

飼料比美。林直通ω等於台 , ‘背班人工配合飼料初步試驗中 , 指出石斑魚可以適應乾粒飼料 , 由本
文之預備試驗及 4 種不同飼料比較試驗上君來

, 石謹魚對濕粒飼料不見得比乾粒飼料優良。綜合以
上 , 海水魚對飼料物性 ( 尤其是含水率〉之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

二毛配合飼料最適能量對置自賈比試驗:

蛙形石斑為肉食住之魚類
, 對蛋自賞之需 � 量很高 , 如 Teng 及林直通等研究中指出石斑魚之

蛋白質需求量在 50% 左右 , 如此配合飼料必頭有高量之魚弱 , 才能符合要求 , 飼料價格也相當寓 ,

因此須研究脂質聶躍水化合物主節約蛋自費教果 , 以降低魚勒比例。設計 2689 kcal/ kg 及 3 的9

kcal / kg 兩組能量 , 每組飼料各有的、 45 及 50% 三個不同蛋白質含量之 6 種不同配合飼料
,

其組成及配方如衰 7 , 經 30 天飼育後結果如表 8 及圖 3
, 發現蛙形石班在蛋白質含量 40 % ( No.

1 及 No.4) 時 , 不論能量高低其飼料敷率及增重率均不佳 , 蛋自費含量在 45% 以上者 , 能量高
者比能量低有佳

, 尤其 45 �屆蛋白質含量 ( 3 借 9 kcal/ 地 ) z No.5' 其教果比蛋自賀 50% (

能量 2689 k 臼 I /kg ) 者佳 , 添加油脂已經達到節約蛋白質之教果 , 另發現兩組不同能量之飼料
,

其蛋白質利用率 (PER) 皆有隨蛋自質含量增高而降低之現象。由本試驗可知佐形石瑾之最適能

量對蛋白質比搗蛋白質 45 � 忌 , 身'P 68 為適宜。

三毛大豆柏取代魚紛比倒試驗 :

肉食住之石m 魚對蛋白質之需求很高 , 但對植物性蛋自質之利用情形如何 ? 也值得研究 , 本試
驗以 329 屆之大豆柏取代約 20 � 屆之魚粉 , 其飼料配方如表 9

, 經 40 天飼育後 , 結果如表 10 及圖 4



表 7 能量一蛋白質試驗配合飼料組成

Table 7, Formula and composition for energy-protein test.

可＼＼ No

Ingredients ＼＼、＼

魚單身
Fish meal
α一轍盼

α
, -- Starch

Liver extract
種合體他命 -

Vitamins mix.
a.

聾合礦物質 L

Minerals mix. U

食鹽
Nacl
礦酸鈣

CaCa 3
魚抽

Fish oil
織維素

Cellulose

組成
Composition

caculated

C'.
kcallEnergy\': n""�'1 kl!:

蛋白質 -
Protein %
能量 / 蛋自質

C/P

a. 日本三鷹製乘出晶

b. 台商新 � 盤樂出晶

c ﹒ protein 2.9 kcall

1

62

17

0.5

1.5

2

0.8

0.8

5.8

9.6

2687

40.3

2

70

17

0.5

1.5

z

0.4

0.4

2.9

5.3

2687

45.5

66 59

3

78

17

0.5

1.5

z

O

o

o

1

2687

50.7

53

4

62

11

0.5

1.5

z

0.8

0,8

12.8

8.6

3097

40.3

77

carbonhydrate 2.0 kcal/ g

70

11

0.5

1.5

2

0.4

0;4 一

9.9

4.3

3097

45.5

68

5

11

3097

50.7

61

309

6

78

0.5

1.5

z

o

.0

7

o

ns'',ahmnuoo」u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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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心之
魚花尾數

Fry number
魚體智軍

Initial weight (g)

'
魚體終重

Fi.nal weight (g)

魚體堵軍
Weight gain (%)

攝取飼料總重
Feed intake 包〉
飼料敷率

F!.e� _�ffic::iE�ncy ( % )
蛋白質教學係數

Protein efficiency
rate (PER)

'
括存君拉

Survial ( % )

Table 9

表 8 能量一蛋自質試驗飼會結果 ( 30 天〉

Results of energy-protein test after 30.,diiYs8

1

25

11.85

24.08

103.2

298,4

102.5

2.54

100

表 9

2

25

10.86

26.62

145.1

368.1

107.0

2.35

100

3

25

12.28

29.79

142.6

388.0

112.8

2.23

100

4

25

11.92

26.50

122.3

340.6

107.0

2.66

100

大豆柏取代魚紛試驗飼料組成

5

25

11.72

29.44

151.2

400.3

110.7

100

Formula of soybean meal' contained diet

、、、、
---

No

Ingredients 、＼＼

魚盼
Fish meal
烏賊紛

Squid liver meal
α一蛋胺酸
α - 'methione
麥盼

Wheat flour
蝦單身

Shri.mp mea.!
種合維他命

Vitamins mix.
畫畫合礦物質

Mineals mix.
魚油

Fish oil

黃豆紛
Soybean meal

7

66

4

o

9

10

3

2

3

o

47.2

5

32

8

4

0.4

3.4

o

3

2

6

25

11.23

28.62

154.9

362.3

120.1

2.43 2.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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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大豆柏取代魚粉試驗飼育結果 C 40 天〉

Table 10. Feeding result of soybean meai contained test

after 40 days

文＼〈之
魚花尾數

Fiynumber
矗初體重

Initial weight g
最後體重

Final weight g
魚體增重

Weight gajn %
攝取飼料總重
Feed intake g
飼料敷率

Feed efficiency %
蛋白質效率係數

Protein efficiency
rate (PER)
活存率

Survial %

7 8

25 25

12.49 14.41

32.14 33.57

157.3 132.9

410.6 584.2

119.6 82.0

2�56 1.82

100 100

, 發現石班魚對大豆柏之利用能力不佳 , 取代組之飼料欽率及增重率皆連遜於對照組 , 尤其試驗前

10 天 , 取代組成長極差 , 隨後石斑魚逐漸適應大軍柏取代飼料 , 但整體來說石斑魚攝食大豆柏取代

飼料 , 其飼料裁軍學及蛋白質利用率不佳 , 石瑾魚有吃了此種飼料後糞便大增及部份吐出之現象 , 增

加 21< 賀河東之機會。以後廳陣值大豆柏比例
( 如攝加 10 讀 209 屆〉觀察其教果

, 以訣定適當之草草加
量。

同室外水泥地試驗 :

第一次試驗 : 以生餌的) 、濕粒飼料 (B) 及乾粒飼料的三種不同形態之飼料 , 飼育體重約 16g 之蛙

形石班 , 每抽放養 1,000 尾
, 於 8 月 27 日開始試驗

, 9 月 17 日中間測定時 , 發現 B 及 C 池有部份

石斑魚 , 體表有磨醬、緝部潰揚 , 連接於峽部和咽幌部之風肉潰燭 , 致使頭腹分離之現象。然而生

餌組之體委光滑 , 健康情況良好。中間翻定時各組採樣回聾 , 其結果如衰 11' 繪畫盡管以生餌組最

佳 , 濕粒飼科組次之 , 種禮堂飼料組最差。吃配合飼料之 B 、 C 兩組體重與體長比率〈肥滿度〉有偏

高之現象。至 9 月 28 日時
, C 抽魚因 21< 賀河東而致泛地

, B 池之情況也不甚良好 , 幾乎不攝食 , 於

是結束此試驗。滑油時 B 池剩 460 尾
, 而 A 泄情混良好

, 尚有 960 尾
, 活存傘 96 % 0 B 及 C 兩池

成長不佳之原因 , 可能為因配合飼料消化率較差 , 排泄物較多 , 探用之水泥地保土質底 ! 無法消除

, 啡泄物堆積致使底質河梁之故。生餌之消化率較佳 , 韓泄物較少 , 底賣不易發生變化。試驗期間

21< 溫變化情形如圖 5 。

第二次試驗 : 為 7 避免因底實河東而劫再試驗進行
, 試驗池故揉水呢底之水池 ,c 5 x 3 x 1m'

) 3 個。以上次試驗生餌組之蛙形石斑個8 尾
, 分三組 , 於 9 月 16 日開始

, 魚體全長 15 - 16 企分

, 體重約的 g , 分別投幢生餌、濕垃飼料及乾起飼料 , 飼料配方及製法與第一次試驗相筒 , 試驗進

行至 12 月 12 日
, 因寒流來聾 , 水溫偏低 , 攝食率降低 , 為避免影響試驗結果乃終止試驗。其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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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
＼＼

"-＼ ImMt

生餌組

Group fed with
raw fish

濕世飼料組

Group fed with
moist pellet

乾粒飼料組

Group fed with
dry pellet

表 11 第一次試驗中間翻定數值〈切尾〉

(no. of sample: 50 )

Mid-term sample of the first feeding experiment.

平均體重 C g)

Mean body weight
總攝食量
G能重[)g

15 天後

15 days later

Feed

intake

17.4 38.56 14,328

16.8 37.23 .J4,980

15.9 29.25 13,350

* 體重 /C 體長 ) s x 1 ∞o
body weight/{body length)3 x 1000

35

。

532

(HV)RMEU

←
』

2
咽
全

關
ν
R

27/8 1/9

Fig. 5

6 11 16

肥浦度

Degree

of fat

15.33

18.30

17.05

21

備 註

圖 5 第一次試驗水溫費化圖

Remark

正常
normal

有 5 尾魚峽部及咽喉
部有斷裂現象

5 fish with broken
pharyns

有 6 尾魚映部及咽喉
都有斷裂現象
6 fish with broken
pharynx.

L

26 28 日 / 月

Water t�mpeI:ature variation in the first fee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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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變化情形如圖 6 。

本次試驗結果如表 12 及圖 7
, 生餌 (A) 、濕粒飼料 (B) 及乾粒飼料。三組之增重盡管分別為 6.65 、

37.06 及 38.12% ' B 、 c 兩組較佳 , A 組幾乎沒有成長。攝食量以 C 組最佳 ,A 組最差。在飼料

欽率方面依次為 23.82 、 61.30 及 98.32 佑 , 以 C 組最佳。活存率依次為 87.3 、 88.8 及 98.3 %
, 仍以 C 組最佳 , A 、 B 兩組相近 , 肥滿度方面三組沒有明顯差異。此次試驗配合飼料研組反而此
生餌佳 , 生餌組之成長不佳可能因魚病所致。乾粒飼料組優於濕性飼料組 , 與本文飼料物性對石斑
魚成長之影響結果相同。

3 。

5022

{U0).ag

ω
←

hg
唱
法

胡
哨

16/10 21

i

26

←L

31/1 0 5/11 10 15 20

L

。 z-- 30/11

A

£,/12 10 日 / 月

Fig. 6

第二次試驗水溫變化圖

旬
�:"'f"inn

in the second feed experiment.
Water temperature vanal1Ull 11& .

圖 6

表 12 第 2 次試驗結果

Table 12 result of the second feeding experiment ﹒

No.

平均體重 ( g )

Mean body weight

開始終了

Initial Final

量

gi
甜
的

料
率
叫

飼
妓
院 肥

滿
度
Degree

of

活存碧輝、
%

Survi -

＼
＼

串
串

M1

重
﹒
河
﹒
仰
的

增
仙

g(

intake effic 卜 val

(dry) ency fat rate

生餌組
Group fed with
raw fish

63.94 68.19 6.65 4,675 23.82 14.78 87.3

濕粒飼料組
Goup fed with
moist pellet

乾粒飼料組

Group fed with
dry pellet

63.47 86.99 37.06 10,358.7 61.30 15.14 88.8

63.16 87.44 38.12 7,260 98.32 15.85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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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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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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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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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

個
單

7:1/9 11/5 11/29

〈試驗期間

13/12 日 / 月

peri 吋

Fig. 7

第 2 次試驗各組飼料魚成長情形

Growth of fish under different feed

圍 7

groups in the

second feed experiment.

摘 要

以生僻、讀合型濕性飼料、單純型濕性飼料及乾粒飼料 4 種不同物性及型態之飼料 , 投饅蛙形石
涯 , 發現其對配合飼料之增重率、飼料教率及攝餌量相當良好 , 問時發現蛙形石理對乾粒飼料之教果
略優於濕性飼料。

在能量對蛋白質比研究中 , 以兩種能量 2,600 k, 臼 1/ 地及 3,000 k 個1/ 旬 ,
每種能量各包括

40 、 45 、印 9屆三種不同蛋白質含量之飼料 , 結果顯示 , 蛋白質含量的 %者 , 不論能量高低 , 成長
皆不佳 , 蛋白質 45% 以上高能量者成長比低能量有佳〈石斑魚最適 C/P 比寫的 , 蛋白質含量 ,45

9屆〉。

肉食性之值形石聾 , 在大豆柏取代魚扮試驗中 , 以 325 名大豆柏取代 20% 左右之魚紛 , 結果取代
組之成長及飼料欽率皆遠低於對照組、。

在室外水泥地童讀濕性、乾粒及生餌三種不同物性飼料 , 第一次因水質河染 , 配合飼料之教果不
若生餌 , 第二次乾拉飼料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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