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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不同投喂频率1次／ｄ、2次／ｄ（周日不投 ）、2次／ｄ和3次／ｄ对星斑川鲽幼鱼生长、摄食率、饲
料利用情况和全鱼及其组织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投喂频率的增加�星斑川鲽幼鱼的增重率、特定生
长率和摄食率显著升高�2次／ｄ（周日不投 ）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显著高于1次／ｄ组 （Ｐ＜0．05）�但与2次／ｄ
和3次／ｄ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2次／ｄ（周日不投 ）组饲料转化率和蛋白质效率稍高于2次／ｄ和3次／ｄ
组�但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0．05）；全鱼水分和粗蛋白含量不受投喂频率的显著影响 （Ｐ＞0．05）�全鱼粗
脂肪含量2次／ｄ（周日不投 ）组显著低于2次／ｄ组 （Ｐ＜0．05）�全鱼灰分含量1次／ｄ组显著高于2次／ｄ（周日
不投 ）组和3次／ｄ组 （Ｐ＜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 （Ｐ＞0．05）；肌肉水分含量随投喂频率增加而显著降低
（Ｐ＜0．05）�肌肉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与水分含量呈负相关�肌肉灰分含量1次／ｄ组显著高于2次／ｄ组 （Ｐ＜
0．05）�其余各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肝脏水分和粗脂肪含量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肝脏
粗蛋白含量1次／ｄ组显著低于其余各组 （Ｐ＜0．05）�其余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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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ｅｄ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0．05）．Ｌｉｐ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2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ｄａｙｂｕｔＳｕｎｄａ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2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ｄａｙ （Ｐ＜0．05）．Ｍｕｓｃ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ｙｆ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0．05）．Ｍｕｓｃ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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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斑川鲽 （Ｐｌａ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ｅｌｌａｔｕｓ）�隶属鲽形目
（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ｔｉｆｏｒｍｅｓ）、鲽科 （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ｄａｅ）、星鲽
属�性情温驯、适应温度较广�快速生长水温12～
24℃�适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集约化养殖�是继牙
鲆、大菱鲆之后被认为最有希望的养殖鱼类之
一。星斑川鲽营养价值高�口感独特。可与鲑鳟
鱼类媲美。加之其耐运输、耐冷冻�冷藏后肉质
基本不变�在国内外市场尤其欧洲深受欢迎�。
目前�国内外有关星斑川鲽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已
有部分报道 ［1－4］�但有关其投喂频率方面的研究
尚鲜有报道。适宜的投喂频率可以提高鱼类的
生长速度和存活率�提高终产量 ［5］；不合理的投
喂频率不仅会导致鱼体参差不齐 ［6］；还会造成饲
料浪费�增加成本�从而污染养殖环境 ［7］。因此�
确定适宜的投喂频率是提高星斑川鲽养殖的经

济和生态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本实验旨在通
过研究不同投喂频率对星斑川鲽的生长、饲料转
化率、摄食率和鱼体组成的影响�确定最佳日投
喂频率�进而为星斑川鲽养殖生产中饲料的合理
投喂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饲料配方

试验所用饲料为同一批制作的颗粒饲料�所
有原料分析营养成分后 （表1）�粉碎过80目筛�
按配比称量后加适量水混合均匀�经螺旋挤压机
加工成直径为4．5ｍｍ的颗粒膨化饲料�70℃烘
干�置于通风干燥处保存、使用。
1．2　试验鱼来源、饲养条件及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9年4月 －6月在山东省海洋水
产研究所水循环系统进行。试验用鱼购自荣成
港西水产养殖场�选用相同种质来源�大小均匀�健
康的星斑川鲽初始体重为 （54．52±0．23）ｇ�随机
分为1次／ｄ、2次／ｄ（周日不投 ）、2次／ｄ和3次／ｄ
4个投喂频率组�每组设3个重复�每个重复放养
20尾鱼�分别放于70ｃｍ×80ｃｍ的绿色圆柱形
养殖桶中�控制水深40ｃｍ左右�试验周期为8

周。正式试验前星斑川鲽在养殖系统中进行2
周的驯养�期间投喂粗蛋白含量50％左右的商品
饲料。养殖过程控制水温在 （19．0±1．0）℃�ｐＨ
值为7．8～8．6�盐度为28～30�保证溶氧＞5ｍｇ／Ｌ�
氨氮、亚硝酸氮均＜0．1ｍｇ／Ｌ。饱食投喂�投喂30
ｍｉｎ后�从系统自带的排水口将残饵排出�数颗
粒�计算残饵量。各组投喂频率及投喂时间如表
2。

表1　试验饲料配比及营养组成
Ｔａｂ．1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ｅｔｓ

原料 （ｇ／100ｇ） 含量 （％ ）
鱼粉 48
大豆浓缩蛋白 8
花生粕 6
血球蛋白粉 2
乌贼内脏粉 3
鱼油 4
大豆油 4
海藻粉 2
面粉 8
α淀粉 5．8
淀粉 5
复合矿物质1 2
复合维生素2 1
蛋氨酸 0．14
胆碱 0．5
黏合剂 0．5
抗氧化剂 0．06
合计 100
化学组成 （％干物质 ）
粗蛋白 53．18
粗脂肪 14．99
灰分 13．53
磷 1．86
钙 2．73
能量 （ＭＪ／ｋｇ干物质 ） 19．17

注：1．复合矿物质 （ｍｇ／ｇ饲料 ）�ＭｇＳＯ4·7Ｈ2Ｏ�3568．0ｍｇ；
ＮａＨ2ＰＯ4·2Ｈ2Ｏ�25568．0ｍｇ；ＫＣｌ�3020．5ｍｇ；ＫＡｌ（ＳＯ4）2�8．3
ｍｇ；ＣｏＣｌ2�28．0ｍｇ；ＺｎＳＯ4·7Ｈ2Ｏ�353．0ｍｇ；Ｃａ-ｌａｃｔａｔｅ�
15968．0ｍｇ；ＣｕＳＯ4·5Ｈ2Ｏ�9．0ｍｇ；ＫＩ�7．0ｍｇ；ＭｎＳＯ4·4Ｈ2Ｏ�
63．1ｍｇ；Ｎａ2ＳｅＯ3�1．5ｍｇ；Ｃ6Ｈ5Ｏ7Ｆｅ·5Ｈ2Ｏ�1533．0ｍｇ；ＮａＣｌ�
100．0ｍｇ；ＮａＦ�4．0ｍｇ。
2．复合维生素 （ｍｇ／ｇ饲料 ）�维生素Ａ�38．0ｍｇ；维生素Ｄ3�13．2
ｍｇ；α-生育酚�210．0ｍｇ；硫胺素�115．0ｍｇ；核黄素�380．0ｍｇ；
盐酸吡哆醇�88．0ｍｇ；泛酸�368．0ｍｇ；烟酸�1030．0ｍｇ；生物
素�10．0ｍｇ；叶酸�20．0ｍｇ；维生素 Ｂ12�1．3ｍｇ；肌醇�4000．0
ｍｇ；抗坏血酸�500．0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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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投喂频率及投喂时间
Ｔａｂ．2　Ｆｅｅｄ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

投喂频率 投喂时间

（Ｆ1）1次／ｄ 17：00
（Ｆ2－ ）2次／ｄ（周日不投 ） 08：00 17：00
（Ｆ2）2次／ｄ 08：00 17：00
（Ｆ3）3次／ｄ 08：00 12：30 17：00

1．3　指标测定与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开始前取10尾鱼用于常规营养成分分

析。养殖试验结束后�停喂24ｈ�分别测各组鱼
的湿体重�并从各组随机取6尾�用作鱼体营养
成分分析。将所取得的鱼体样品在105℃下烘
至恒重�得水分含量；采用ＦＯＳＳ定氮仪 （ＫｊｅｌｔｅｃＴＭ
2100）测定样品中的粗蛋白含量；采用索氏提取
法测定粗脂肪含量；采用马福炉550℃灼烧法测
定灰分含量。

鱼体在实验过程中的各项指标分别用以下

公式计算：
ＲＷＧ＝100×（ｗｔ－ｗ0）／ｗ0 （1）
ＲＳＧ＝100×（ｌｎｗｔ－ｌｎｗ0）／ｔ （2）
ＲＦ＝100×ｗｆ／［ｔ×（ｗｔ＋ｗ0）／2］ （3）
ＲＰＥ＝100×（ｗｔ－ｗ0）／ｗｐ （4）
ＥＦＣ＝100×（ｗｔ－ｗ0）／ｗｆ （5）
ＩＶＳ＝100×ｗｖ／ｗ （6）
ＩＨＳ＝100×ｗｈ／ｗ （7）
ＩＤＴ＝100×ｗｄ／ｗ （8）
ＦＣ＝100×ｗ／Ｌ3 （9）

式中：ＲＷＧ为增重率 （％ ）；ｗ0为初均重 （ｇ）；ｗｔ为
终均重 （ｇ）；ＲＳＧ为特定生长率 （％／ｄ）；ｔ为饲养天
数；ＲＦ为摄食率 （％／ｄ）；ｗｆ为饲料摄入量 （ｇ）；ｗ0
为初总重 （ｇ）；ｗｔ为终总重 （ｇ）；ＲＰＥ为蛋白质效率
（％ ）；ｗｐ为蛋白质摄取量；ＥＦＣ为饲料转化率
（％ ）；ＩＶＳ为肝体比 （％ ）；ｗｖ为肝脏重 （ｇ）；ｗ为鱼
体重 （ｇ）；ＩＨＳ为脏体比 （％ ）；ｗｈ为内脏重 （ｇ）；ＩＤＴ
为消化道指数 （％ ）；ｗｄ为消化道重 （ｇ）；ＦＣ为肥
满度 （％ ）；Ｌ为鱼体长 （ｃｍ）。

所有数据用ＳＰＳＳ16．0统计软件分析。同一
养殖桶实验数据 （平均值 ）作为一个样本值�各实
验组相应数据经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若
差异显著再做Ｄｕｎｃａｎ’ｓ多重比较检验组间的差
异。

2　结果
2．1　星斑川鲽幼鱼生长、饲料利用情况

实验8周后�星斑川鲽幼鱼生长和饲料利用
情况如表3�表3结果说明�Ｆ2－组 （2次／ｄ�周日
不投 ）、Ｆ2组 （2次／ｄ）和Ｆ3组 （3次／ｄ）的星斑川
鲽幼鱼末均重、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均显著高于
Ｆ1组 （1次／ｄ）（Ｐ＜0．05）�Ｆ2－组、Ｆ2组和Ｆ3组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Ｆ2－组的摄食率
显著高于Ｆ1组 （Ｐ＜0．05）�显著低于Ｆ3组 （Ｐ＜
0．05）�与Ｆ2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0．05）；Ｆ2－
组的饲料转化率和蛋白质效率稍高于Ｆ2组和Ｆ3
组�但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0．05）；随着投喂
频率的增加�各处理组肝体比显著降低 （Ｐ＞
0．05）�Ｆ1组显著大于Ｆ2－组、Ｆ2组和Ｆ3组 （Ｐ＜
0．05）�其余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0．05）；Ｆ1
组的脏体比显著高于Ｆ2－组和Ｆ2组 （Ｐ＜0．05）�
其余各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Ｆ2－组的消
化道指数显著低于其他3组 （Ｐ＜0．05）�其他3
组差异不显著 （Ｐ＞0．05）；Ｆ2－组的肥满度显著
高于 Ｆ1组 （Ｐ＜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
（Ｐ＞0．05）。
2．2　星斑川鲽幼鱼全鱼及其组织组成
2．2．1　星斑川鲽幼鱼全鱼组成

星斑川鲽幼鱼全鱼组成如图1�图中不同字
母标记的表示差异显著 （Ｐ＜0．05）�以下同。结
果显示�全鱼水分含量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
0．05）�但随着投喂频率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
全鱼粗蛋白含量Ｆ2－组稍高于其他各组�但差异
不显著 （Ｐ＞0．05）；全鱼粗脂肪含量Ｆ1组和Ｆ2－
组显著低于Ｆ2组 （Ｐ＜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
著 （Ｐ＞0．05）；全鱼灰分含量Ｆ1组显著高于Ｆ2－
组和 Ｆ3组 （Ｐ＜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
（Ｐ＞0．05）。
2．2．2　星斑川鲽幼鱼肌肉组成

星斑川鲽幼鱼肌肉组成如图2�结果显示�肌
肉水分含量Ｆ2－组显著高于 Ｆ2组和 Ｆ3组组 （Ｐ
＜0．05）�但与Ｆ1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肌
肉粗蛋白含量Ｆ2－组显著高于Ｆ1组 （Ｐ＜0．05）�
显著低于Ｆ3组 （Ｐ＜0．05）�与Ｆ2组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 （Ｐ＞0．05）；肌肉粗脂肪含量与水分含量
呈负相关；肌肉灰分含量 Ｆ1组显著低于 Ｆ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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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0．05）�其余各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0．05）。
表3　星斑川鲽幼鱼生长和饲料利用情况

Ｔａｂ．3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ｅ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ｒｒｙ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指标
投喂频率

Ｆ1 Ｆ2－ Ｆ2 Ｆ3
初均重 （ｇ） 54．52±0．06 54．58±0．03 54．60±0．13 54．47±0．22
末均重 （ｇ） 96．15±4．45ａ 103．57±2．86ｂ 106．75±1．98ｂ 107．03±2．94ｂ
增重率 （％ ） 76．42±7．95ａ 89．77±5．30ｂ 95．43±4．26ｂ 96．25±5．61ｂ
特定生长率 （％／ｄ） 0．95±0．08ａ 1．07±0．05ｂ 1．12±0．04ｂ 1．13±0．05ｂ
摄食率 （％／ｄ） 0．90±0．03ａ 1．03±0．01ｂ 1．07±0．04ｂｃ 1．09±0．01ｃ
蛋白质效率 （％ ） 202．49±10．77 201．57±8．07 199．74±0．17 201．20±6．86
饲料转化率 （％ ） 107．68±5．73 107．20±4．29 106．22±0．09 107．00±3．65
肝体比 （％ ） 1．97±0．20ｂ 1．73±0．13ａ 1．79±0．16ａ 1．66±0．12ａ
脏体比 （％ ） 4．85±0．23ｂ 4．45±0．25ａ 4．52±0．28ａ 4．59±0．32ａｂ
消化道指数 （％ ） 2．47±0．14ｂ 2．17±0．14ａ 2．37±0．23ｂ 2．41±0．15ｂ
肥满度 （％ ） 2．88±0．19ａ 3．02±0．17ｂ 2．97±0．20ａｂ 2．95±0．17ａｂ

注：表中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行数值后不同上标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0．05）。

图1　星斑川鲽幼鱼全鱼组成
Ｆｉｇ．1　Ｗｈｏｌｅｆｉｓ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ｆ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ｅｔｓ

图2　星斑川鲽幼鱼肌肉组成
Ｆｉｇ．2　Ｍｕｓ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ｆ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ｅｔｓ

2．2．3　星斑川鲽幼鱼肝脏组成
星斑川鲽幼鱼肝脏组成如图3�结果表明�投

喂频率的改变对试验鱼肝脏中水分和粗脂肪含

量均无显著影响 （Ｐ＞0．05）。肝脏粗蛋白含量
Ｆ1组显著低于其余各组 （Ｐ＜0．05）�其余各组差
异不显著 （Ｐ＞0．05）。

图3　星斑川鲽幼鱼肝脏组成
Ｆｉｇ．3　Ｌｉｖ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ｆ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ｅｔｓ

3　讨论
3．1　投喂频率对星斑川鲽幼鱼生长、摄食
率和饲料利用情况的影响
　　在本实验中�随着投喂频率的改变�星斑川
鲽幼鱼摄食率显著升高�饲料转化率和蛋白质效
率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这与斑点叉尾鮰
（Ｉｃｔａｌｕ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8］、杂交太阳鱼 （Ｌｅｐｏｍｉｓ
ｃｙａｎｅｌｌｕｓ×Ｌ．ｍａｃｒｏｃｈｉｒｕｓ） ［9］和南方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10］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可能
是随着投喂频率的提高�投喂的饲料总量增加�
虽然每次的摄食量有所减少�但累积饲料消耗总
量增加�当摄食量达到饱食以后�摄食率会保持
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而不再有显著提高 ［11］。有关
美洲拟鲽 （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12］、虹
鳟 （ Ｓａｌｍｏ ｇａｉｒｄｎｅｒｉ 和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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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ｋｉｓｓ） ［13－14］、印 度 囊 鳃 鲶 （Ｈｅｔｅｒｏｐｎｅｕｓｔｅｓ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15］、鲤鱼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16］和生鱼
（Ｃｈａｎｎａｓｔｒｉａｔｕｓ） ［1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投喂频
率增加而出现的体重增加是饲料消耗量增加所

致。而对虹鳟 ［18］和镜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Ｌ） ［19］的
研究结果显示�生长率随投喂频率增加而升高可
能是由于饲料转化率上升所致�与摄食率无关�
这种差异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造成的。当投喂
频率从2次／ｄ（周日不投 ）增加到3次／ｄ时�各组
增重率差异不显著�这与龙虾 （Ｊａｓ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和
Ｐａｎｕｌｉｒｕｓｃｙｇｎｕｓ） ［20－21］ 和 瓦 氏 黄 颡 鱼 幼 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22］的研究结果相似。究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投喂频率过高�使得星斑川鲽
在摄食的时候体内还留存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
这样必然导致饲料的浪费�而星斑川鲽用于摄食
的能量增加�导致用于生长的能量相对减少�从
而影响其生长。另一原因可能是星斑川鲽为有
胃鱼�摄取的饲料进入肠内消化的时间较无胃鱼
长�消化吸收率易受高频率投喂的影响。
3．2　投喂频率对星斑川鲽幼鱼全鱼及其
组织组成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投喂频率的增加�全
鱼粗蛋白含量先是略有升高�而后缓慢降低�但
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这与楼宝等 ［23］对黑鲷鱼种
（Ｓｐａｒｕ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的研究结果相似。本试验
中�全鱼粗脂肪含量随投喂频率增加而增加�这
一研究结果与草鱼鱼种 （Ｃｔｅｎｏｐｈｏ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 ［24］、日本黄姑鱼 （Ｎｉｂｅ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25］、鲈鱼
（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26］和黑鲷鱼种 ［23］的研究
结果一致。随着投喂频率增加�星斑川鲽幼鱼背
肌粗脂肪含量显著升高�有关许氏平鲉 （Ｓｅｂａｓｔｅｓ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 ［7�27］、虹鳟 ［13］和赤点石斑鱼 （Ｅｐｉｎｅｐｈｅｌｕｓ
ａｋａａｒａ） ［28］的研究也有类似报道。本试验中随投
喂频率增加星斑川鲽背肌和肝脏粗蛋白含量显

著升高。而Ｌｅｅ［7］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投喂频率
增加时�许氏平鲉肌肉粗蛋白含量无显著性差
异�肝脏粗蛋白含量显著降低�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可能是Ｌｅｅ采用的试验动物规格为均重5．7
ｇ的许氏平鲉�养殖水温为 （24．0±1．5）℃�而本
试验采用的试验动物规格为均重54．52ｇ的星斑
川鲽�养殖水温为 （19．0±1．0）℃。随投喂频率
增加�星斑川鲽幼鱼背肌粗脂肪含量显著升高�
这与Ｌｅｅ［7］的研究结果相似。郑曙明等 ［29］报道�

鱼类饥饿时�所动用的能源因鱼种类不同而有所
差异�从鱼类的体组成可分析出身体储能物质的
变化�如草鱼鱼种 ［30］饥饿时主要利用糖类作为能
源物质�而虎鲨 （Ｐａｎａｃｅａｓｐｏｌｙｕｒａｎｏｄｏｎ） ［29］、美国
红鱼 （Ｓｃｉａｅｎｏｐ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31］、和大西洋鳕 （Ｅｓｏｘ
ｌｕｃｉｕｓＬ） ［32］饥饿时主要利用脂类作为能源物质。
本实验中�与2次／ｄ投喂组相比�2次／ｄ（周日不
投 ）试验组全鱼和肌肉的粗脂肪含量显著降低�
由此分析可知�周日不投时星斑川鲽主要依靠消
耗体内脂肪维持其基本生理需要。
3．3　关于星斑川鲽幼鱼适宜投喂频率

鱼类的最适投喂频率因种类、规格、食性的
不同而存在差异。Ｂｉｓｗａｓ等 ［33］ 对印度野鲮
（Ｃｉｒｒｈｉｎｕｓｍｒｉｇａｌａ）和南亚野鲮 （Ｌａｂｅｏｒｏｈｉｔａ）的
研究发现�1次／ｄ即可满足其生长需求。Ｓｉｌｖａ
等 ［34］发现当日投喂量为体重10％时�3次／ｄ为
巨脂鲤 （Ｃｏｌｏｓｓｏｍａｍａｃｒｏｐｏｍｕｍ）的最适投喂频
率。楼宝等 ［24�27］发现黑鲷鱼种和鲈鱼的适宜投
喂频率均为2次／ｄ。在本次试验中�当投喂频率
为2次／ｄ（周日不投 ）时�其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
均显著高于1次／ｄ组�但当继续增加投喂频率到
2次／ｄ和3次／ｄ时�其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并没
有显著提高�饲料转化率和蛋白质效率略有降
低�但差异不显著。另外从节省劳动力和饲料成
本等方面考虑�可以得出�在本试验条件下�星斑
川鲽幼鱼的适宜投喂频率为2次／ｄ（周日不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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