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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别以蚕豆(ViciafabaLinn.)和配合饲料饲喂平均体质量为250g的斑点叉尾鮰 (Ictaluruspunc-
tatus)100d,考察蚕豆对斑点叉尾鮰生长和肌肉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蚕豆组和配合饲料组增重率分别为

104.85%和276.97%,饵料系数分别为4.32和2.11,蛋白质效率分别为80.52%和145.16%,肥满度分别为

14.72和23.83;在肌肉成分方面,二者除粗灰分无显著差异(P>0.1)外,蚕豆组斑点叉尾鮰肌肉粗蛋白、粗脂肪

和总糖含量较配合饲料组极显著降低(P<0.01),水分含量明显提高(P<0.01),必需氨基酸、鲜味氨基酸和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低于配合饲料组;在肌肉质构特性方面,新鲜和蒸煮的蚕豆组斑点叉尾鮰肌肉的硬度和咀嚼

性均比配合饲料组有极显著提高(P<0.01),饲喂蚕豆可改善斑点叉尾鮰肌肉的质构特性,但其生长性能和营

养价值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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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点叉尾鮰(Ictaluruspunctatus)原产于北美

洲,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于1984年首次由美国引

进[1]。我国斑点叉尾鮰产业受美国市场需求的拉动

而得到快速发展,产量由2003年的4.6万t迅速增

加到2009年的22万t[2]。近几年,受美国贸易壁垒

制约和国内火锅市场的强力拉动,我国斑点叉尾鮰

产业逐渐由出口依赖型转向国内消费型[3]。但由于

斑点叉尾鮰肉质细腻、无肌间刺,切成薄片后在火锅

中烹煮时易碎烂而影响了其可接受性。
通过调整饲料成分和饲养方式可改变养殖鱼类

肌肉的肉质和风味[4-5]。国内有研究报道,草鱼通过

饲喂蚕豆可使其肌肉变得紧密脆爽、烹调时不易煮

烂,深受消费者欢迎[6-7],罗非鱼[8-9]和异育银鲫[10]

饲喂蚕豆后也取得类似的效果。本试验以配合饲料

为对照,研究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生长性能和肌

肉品质的影响,旨在为开发火锅专用的脆爽斑点叉

尾鮰鱼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用斑点叉尾鮰平均体质量 (250±4.5)g

左右,购于武汉市白沙洲水产批发市场。本试验共

设2个处理组,即饲喂配合饲料组和饲喂蚕豆(Vi-
ciafabaLinn.)组,每个处理组3个平行试验。试

验用鱼运回消毒处理后,饲养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

养殖基地网箱内,网箱规格4m×5m×2m,每个

网箱放养60尾,共360尾。在正式试验开始前,对
试验鱼进行驯食。1组驯食配合饲料,另1组驯食

蚕豆,视驯食情况逐渐加大投饲量。
蚕豆投喂方法为投喂前将蚕豆置于1% NaCl

水溶液中浸泡24h,再破碎至饲料颗粒同等大小

(粒径3.5mm),直接投喂。驯食成功后开始正式

试验,按照鱼体质量3%左右分别饲喂蚕豆和配合

饲料,每天09:00、16:00分2次投喂,每天记录水温

和投饲量,并观察水质及鱼活动状况。饲养试验期

间水温23~29℃,饲养时间为2010年7月1日 至

2010年10月10日,共100d。
1.2 试验饲料

配合饲料(海大斑点叉尾鮰成鱼饲料806)和蚕

豆(苏州二号小青皮蚕豆)的基本营养成分及必需氨

基酸含量分别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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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蚕豆与配合饲料的营养成分(湿质量比)1)

Table1 Nutritionalcompositionofformulafeedandbroadbeanintermsofwetmasspercentage %

营养成分

Nutritionalcomposition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水分

Moisture
粗脂肪

Crudefat
粗灰分

Crudeash
蛋白质

Crudeprotein

配合饲料Formulafeed 41.12±0.64A 9.63±0.082A 5.24±0.27A 11.36±0.013A 32.65±0.19a

蚕豆Broadbean 51.15±0.35B 13.56±0.21B 1.85±0.26B 4.69±0.024B 28.75±0.26b

 1)同列数据标小写字母不同者差异显著 (P<0.05),大写字母不同者差异极显著 (P<0.01),下同 。Valuesinthesamecolumn

withdifferentsmalllettersuperscriptsmean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valueswithdifferentcapitallettersuperscriptsmean

significantdifference(P<0.01),thesameasbelow.

表2 蚕豆与配合饲料的必需氨基酸

含量占饲料蛋白百分比

Table2 Theessentialaminoacidcompositionofformula

feedandbroadbeanintermsofpercentage %

必需氨基酸

Essentialamino
acids

配合饲料

Formula
feed

蚕豆

Broad
bean

需求量[11]

Needof
channelcatfish

精氨酸 Arg 5.97 7.13 4.3

异亮氨酸Ile 3.46 3.13 2.6

赖氨酸Lys 5.76 5.63 5.1

苯丙氨酸Phe 4.29 3.97 5.0

色氨酸 Trp 0.67 0.66 0.5

组氨酸 His 2.54 2.09 1.5

亮氨酸Leu 6.83 6.26 3.5

蛋氨酸 Met 0.80 0.42 2.3

苏氨酸 Thr 3.83 2.96 2.0

缬氨酸 Val 4.50 3.65 3.0

总量 Totalaminoacid 38.65 35.90 29.8

1.3 生长性能测定

试验用鱼饲养100d后,饥饿24h,在每个网箱

随机取鱼5尾,称质量,计算增重率、饵料系数、蛋白

质效率、肝体比、脏体比、肥满度等,各指标计算公式

如下:
增重率= (末质量-初质量)/初质量×100%;
饵料系数=总投饲量/(末质量-初质量);
蛋白质效率=(末质量-初质量)/[总投饲量×蛋白质

含量]×100%;
肝体比=肝脏质量/体质量×100%;
脏体比=内脏总质量/体质量×100%;
肥满度=去内脏质量/体长;
成活率=成活尾数/总尾数×100%。

1.4 肌肉组分测定

测定生长指标的斑点叉尾鮰,宰杀后取鱼体鳃

盖后缘至背鳍第一鳍条处的侧线以上部位的白肌

100g。去皮,-80℃冻藏备用。

1)基本营养成分。水分含量测定,105℃烘干

失水法;粗蛋白质测定,微量凯氏定氮法;粗脂肪测

定,索 氏 抽 提 法;粗 灰 分 测 定,马 福 炉 灼 烧 法

(550℃);总糖测定,硫酸-苯酚法。

2)氨基酸组成测定。氨基酸组成按国标 GB/

T5009.124-2003使用日立L-8800全自动氨基酸

分析仪测定。色氨酸在酸水解过程中被破坏,其测

定方法参照梁惠等[12]的方法。

3)脂肪酸组成测定。参考谭汝成等[13]的方法,
将样品脂肪甲酯化,再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1.5 必需氨基酸评价方法

根据FAO/WHO1973年建议的每克氮氨基酸

评分标准模式和鸡蛋蛋白模式进行比较,氨基酸评

分(aminoacidscores,AAS)、化学评分(chemical
scores,CS)和必需氨基酸指数(essentialaminoacid
index,EAAI)分别按以下公式求得:

AAS=
待评蛋白AA含量/(mg/g)

WHO/FAO评分模式AA含量/(mg/g)

CS=
待评蛋白AA含量/(mg/g)
鸡蛋蛋白AA含量/(mg/g)

EAAI=
n

赖氨酸t

赖氨酸s×100×…×
缬氨酸t

缬氨酸s×100

式中,mg/g表示每克氮中氨基酸的毫克数;

n为比 较 的 氨 基 酸 数;t 为 试 验 蛋 白 的 氨 基 酸,

mg/g;s为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mg/g。
1.6 肌肉质构的测定

将斑点叉尾鮰宰杀后,取2片,采背部肌肉,切
成1cm×1cm×1cm 大小的肉块,分别蒸、煮10
min(均从水沸腾后放入切好的肉块后开始计时)。
对新鲜、蒸熟和煮熟的肌肉用TA-XT2i型质构仪测

定质构参数,测定条件为:探头型号,P36/R;测前速

率,1.00mm/s;测试速率,0.50mm/s;测后速率,

1.00mm/s;压缩变形率,30%;2次测定间隔时间,

5.00s;触发类型,自动。
1.7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试验结果用

SAS8.1软件进行显著性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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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生长性能的影响

分别饲喂蚕豆和配合饲料养殖100d后,由表3
可知,饲 养 100d 后,蚕 豆 组 体 质 量 增 重 率 为

104.85%,而饲喂配合饲料的斑点叉尾鮰体质量由

248.36g增加到936.25g,增重率为276.97%,蚕
豆组的斑点叉尾鮰生长速度明显较配合饲料组慢。

表3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生长性能的影响1)

Table3 Effectsoffeedingbroadbeanongrowth

ofchannelcatfish

生长指标

Growthindex
配合饲料组

Formulafeedgroup
蚕豆组

Broadbeangroup

初质量/g
Initialbodyweight

248.36±4.37a 250.67±5.51a

末质量/g
Finalbodyweight

936.25±8.30A 513.50±5.13B

摄食量/gFeedintake 1451.45±20.52A 1135.43±14.19B

增重率/% Growthrate 276.97±5.23A 104.85±4.22B

饵料系数

Feedcoefficientsration
2.11±0.24A 4.32±0.38B

蛋白质效率/%
Proteinefficiencyration

145.16±10.37A 80.51±4.11B

肝体比

Viscousweight/Bodyweight
0.78±0.09a 0.63±0.12a

内脏比

Liverweight/Bodyweight
7.65±0.32A 4.33±0.33B

肥满度

ConditionfactorK
23.83±0.94A 14.72±0.32B

成活率/%Survivalrate 100.00 100.00

1)投饲量均折算成干物质计算 Thefeedintakeofbroadbean

groupwasconvertedtodrymaterial.

从表3可知,在饵料指标方面,蚕豆组饵料系数

为4.32,是配合饲料组饵料系数的2倍,配合饲料

组蛋白质效率为145.16%,明显高于蚕豆组;在形

体指标方面,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的肥满度和内脏比

均明显下降(P<0.01),而肝体比在数值上也有下

降趋势 (P>0.05);从外观形态上看,摄食蚕豆的斑

点叉尾鮰腹部较小,体形较为细长。
2.2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肌肉组分的影响

1)肌肉基本成分。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

尾鮰肌肉中的水分、蛋白质、脂肪、灰分和总糖的测

定结果见表4。从表4中可知,二者除粗灰分无显

著差异(P>0.1)外,与配合饲料组相比,蚕豆组斑

点叉尾鮰肌肉粗蛋白、粗脂肪和总糖含量极显著降

低(P<0.01),水分含量极显著提高(P<0.01)。

表4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肌肉成分的影响(湿质量比)

Table4 Effectsoffeedingbroadbeanonfleshcompositionof

channelcatfishintermsofwetmasspercentage %

肌肉成分

Flesh
composition

水分

Moisture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粗脂肪

Crude
fat

粗灰分

Crude
ash

总糖

Total
sugar

配合饲料组

Formulafeedgroup
78.17±
0.06A

18.13±
0.13A

1.83±
0.05A

1.23±
0.50a

0.64±
0.07A

蚕豆组

Broadbeangroup
82.08±
0.16B

15.23±
0.12B

1.06±
0.04B

1.20±
0.27a

0.43±
0.03B

表5 投饲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肌肉

氨基酸组成的影响(湿质量比)1)

Table5 Effectsoffeedingbroadbeanonaminoacidsin

fleshofchannelcatfishintermsofwetmasspercentage

mg/g

氨基酸

Aminoacids
配合饲料组

Formulafeedgroup
蚕豆组

Broadbeangroup

天冬氨酸 AspA 20.6 16.9

苏氨酸 ThrB 8.9 7.8

丝氨酸Ser 8.3 6.8

谷氨酸 GluA 32.5 26.5

甘氨酸 GlyA 9.6 7.4

丙氨酸 AlaA 11.6 9.6

胱氨酸Cys 4.1 4.3

缬氨酸 ValB 9.7 8.1

蛋氨酸 MetB 5.4 4.4

异亮氨酸IleB 8.6 7.0

亮氨酸LeuB 16.7 13.7

酪氨酸 Tyr 8.4 7.3

苯丙氨酸PheB 9.2 8.2

赖氨酸LysB 19.8 16.1

组氨酸 His 6.6 3.6

精氨酸 Arg 11.9 9.6

脯氨酸Pro 5.7 4.5

色氨酸 TrpB 1.9 1.7

A 80.2 67.0

B 74.3 60.4

TAA 199.5 163.5

A/TAA/% 402.0 409.8

B/TAA/% 372.4 369.4

 1)A: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Thefreeessentialaminoacid;B:鲜味

氨基酸 Theabbreviationoffreedeliciousaminoacid;TAA:

总氨基酸量 Totalaminoacid.

2)肌肉氨基酸含量。由表5可知,配合饲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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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肌肉中含量最高的氨基酸都是

谷氨酸,含量最低的是色氨酸,与国内报道[14]的淡

水鱼类基本一致。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

肌肉 中 的 18 种 氨 基 酸 总 量 分 别 为 19.95% 和

16.35%,蚕豆组斑点叉尾鮰明显低于配合饲料组。
合理 的 必 需 氨 基 酸 模 式 应 是 E/T 接 近40%左

右[15],由此可知,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

肌肉中的氨基酸均组成齐全、含量丰富,且构成比例

优良,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斑点叉尾鮰肌肉中8
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是决定其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重

要因素,而鱼肉味道的鲜美程度决定于4种鲜味氨

基酸的含量。
从表5可以看出,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

尾鮰肌肉的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酸种类齐全,但
是蚕豆组斑点叉尾鮰肌肉的必需氨基酸和鲜味氨基

酸含量均低于配合饲料组。
由表6可知,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

的限制性氨基酸各不相同。以 AAS为标准时,配
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的限制性氨基酸分别

为色氨酸(Trp)、缬氨酸(Val)。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是评价蛋白质营养价值的常用指标之一。
经计算配合饲料组和蚕豆组斑点叉尾鮰肌肉的

EAAI分别为95.97和97.40,均显著高于一般经济

鱼类的鲢(60.73)、草鱼(62.71)、鲫(68.96)[16]。蚕

豆组斑点叉尾鮰的肌肉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组成比例

较配合饲料组更趋近于鸡蛋蛋白质。

3)肌肉脂肪酸组成。由表7可知,蚕豆组和配

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的脂肪酸组成包括5种饱和脂

肪酸(SFA)和9种不饱和脂肪酸(UFA),斑点叉尾

鮰肌肉脂肪酸的不饱和脂肪酸均占大多数。不饱和

脂肪酸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的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68.81%,低于配合饲料组斑

点叉尾鮰(72.32%),这说明饲喂蚕豆的斑点叉尾鮰

脂肪营养价值低于配合饲料组。
亚油酸(C18∶02)和亚麻酸(C18∶03)是人体

必需脂肪酸,只能从食物中获得,配合饲料组斑点叉

尾鮰肌肉中C18∶02和C18∶03脂肪酸都远高于

蚕豆组,说明蚕豆不能提供足够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表6 斑点叉尾鮰肌肉的氨基酸评分和化学评分及必需氨基酸指数1)

Table6 Aminoacidscores,chemicalscoresandessentialaminoacidindexofchannelcatfishflesh

蛋白质来源

Proteinsource
评价指标

Evaluationindex
Thr Val Met+Cys Ile Leu Phe+Tyr Lys Trp

FAO/WHO
氨基酸含量/(mg/g)
Aminoacidcontent

250 310 220 250 440 380 340 63

鸡蛋蛋白

Eggproteins
氨基酸含量/(mg/g)
Aminoacidcontent

292 411 386 331 534 565 441 106

配合饲料组

Formulafeedgroup

氨基酸含量/(mg/g)
Aminoacidcontent

306.82 334.40 327.51 296.48 575.73 606.75 682.60 65.50

AAS 1.23 1.08 1.49 1.19 1.31 1.60 2.01 1.04

CS 1.05 0.81 0.85 0.90 1.08 1.07 1.55 0.62

EAAI 95.97

蚕豆组

Broadbeangroup

氨基酸含量/(mg/g)
Aminoacidcontent

319.03 331.31 355.85 286.31 560.36 633.98 658.52 69.53

AAS 1.28 1.07 1.62 1.15 1.27 1.67 1.94 1.10

CS 1.09 0.81 0.92 0.86 1.05 1.12 1.49 0.66

EAAI 97.40

 1)AAS:氨基酸评分 Aminoacidscores;CS:化学评分Chemicalscores;EAAI:必需氨基酸指数Essentialaminoacidindex.

2.3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肌肉质构特性的影响

从图1~4中可以看出,蚕豆组硬度、弹性、回复

性和咀嚼性均大于配合饲料组,其中蚕豆组斑点叉

尾鮰肌肉硬度和咀嚼性都极显著提高,说明饲喂蚕

豆可以明显改变斑点叉尾鮰肌肉的质构特性,尤其

是硬度和咀嚼性。通过不同处理方式所测得的配合

饲料组斑点叉尾鮰的硬度可以看出,蒸煮处理后鱼肉

硬度都有所下降。经过蒸煮处理,蚕豆组的弹性和回

复性均高于配合饲料组。2个试验组斑点叉尾鮰肌

肉经不同方式处理,蚕豆组咀嚼性明显大于饲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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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蚕豆组与配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脂肪酸含量(湿质量)1)

Table7 Fattyacidcontentsinfleshofchannel

catfishintermsofwetmass mg/kg

脂肪酸种类

Fattyacids

配合饲料组

Formula
feedgroup

蚕豆组

Broadbean
group

豆蔻酸C14∶00
Myristicacid

15.7 9.7

棕榈酸C16∶00
Palmiticacid

645.7 715.6

棕榈一烯酸C16∶01
Palmitoleicacid

52.0 34.4

十七碳烷酸C17∶00
Seventeencarbonacid

7.0 6.1

硬脂酸C18∶00
Stearicacid

238.1 265.0

油酸C18∶01
Oleicacid

1140.7 966.4

亚油酸C18∶02
Linoleicacid

582.8 516.5

亚麻酸C18∶03
Linolenicacid

51.6 28.4

花生酸C20∶00
Arachidicacid

5.3 3.9

花生一烯酸C20∶01
Eicosanoicacid

40.3 32.9

花生二烯酸C20∶02
Eicosadienoicacid

64.9 65.4

花生四烯酸C20∶04
Arachidonicacid

126.7 175.4

二十碳五烯酸C20∶05
Eicosapentaenoicacid

28.0 31.6

二十二碳六烯酸C22∶06
Docosahexaenoicacid

295.4 355.2

SFA 911.80 1000.25
UFA 2382.40 2206.20
TFA 3294.20 3206.45
SFA比例/%SFAcomposed 27.68 31.19
UFA比例/% UFAcomposed 72.32 68.81
 1)SFA:饱和脂肪酸Saturatedfattyacids;UFA:不饱和脂肪酸

Unsaturatedfattyacid;TFA:脂肪酸总量 Totalfattyacid.

图1 蚕豆组和配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肌肉硬度比较

Fig.1 Hardnessofchannelcatfishfleshfedwith
formulafeedandbroadbean

图2 蚕豆组和配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肌肉弹性比较

Fig.2 Springinessofchannelcatfishfleshfedwith
formulafeedandbroadbean

图3 蚕豆组和配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肌肉回复性比较

Fig.3 Resilienceofchannelcatfishfleshfedwith
formulafeedandbroadbean

图4 蚕豆组和配合饲料组斑点叉尾鮰肌肉咀嚼性比较

Fig.4 Chewinessofchannelcatfishfleshfedwith
formulafeedandbroadbean

3 讨 论

3.1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生长性能的影响

本试验研究表明,以蚕豆作为斑点叉尾鮰的单

一饵料源,其生长速度相对于饲喂配合饲料组显著

降低,饵料系数增高,蛋白质效率显著降低,这与蚕

豆的营养特性及斑点叉尾鮰食性有密切的关系。
从饲料蛋白质种类和含量来看,Page等[17]认

为体质量为114~500g的斑点叉尾鮰,饲料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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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水平就能满足最佳的生长需要。而从表1可

知,试验饲喂的蚕豆和配合饲料的蛋白质含量都能

满足斑点叉尾鮰生长所需。但斑点叉尾鮰是一种以

肉食性为主的杂食性鱼类,蚕豆作为单一饵料源只

能提供植物性蛋白,不能被斑点叉尾鮰很好地消化

吸收。
从饲料氨基酸组成和含量来看,氨基酸含量和

比例不平衡,可能是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生长过程中

的重要限制性因子。研究表明,斑点叉尾鮰的必需

氨基酸为赖氨酸、亮氨酸、精氨酸、组氨酸、异亮氨

酸、蛋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色氨酸和缬氨酸[18]。
蚕豆作为单一饵料投喂,蚕豆的必需氨基酸含量比

配合饲料低,可能是制约斑点叉尾鮰生长的因素之

一。另外,配合饲料和蚕豆的蛋氨酸含量都不能满

足斑点叉尾鮰的生长所需,蚕豆的蛋氨酸尤其缺乏。

Cai等[19]认为饲喂仅含植物蛋白饲料的斑点叉尾鮰

需要较高的蛋氨酸含量,本试验中蚕豆作为斑点叉

尾鮰单一的植物蛋白源,本身蛋氨酸含量就不能满

足斑点叉尾鮰的生长所需,致使蛋白质效率低下,饲
料蛋白不能充分地转化成机体蛋白。因此蚕豆中蛋

氨酸的严重缺乏也是制约斑点叉尾鮰生长的重要限

制性因子。
从蚕豆的特殊成分来看,由于直接饲喂蚕豆,其

蚕豆表皮所含有的抗营养因子,如缩合单宁、植酸、
蛋白酶抑制剂和葡糖嘧啶甙等[20]不能完全通过浸

泡而消除,这些抗营养因子降低了肠道对营养物质

的吸收以及机体的利用,从而降低斑点叉尾鮰对蚕

豆的利用率。因此,以蚕豆为单一饵料源的斑点叉

尾鮰,其生长较慢,饲料利用率低。
3.2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肌肉成分的影响

试验发现,斑点叉尾鮰肌肉中的主要成分除灰

分无显著差异(P>0.1)外,蚕豆组的粗蛋白、粗脂

肪和总糖含量都显著降低,而水分含量显著升高,这
与肖调义等[6]报道的脆肉草鱼的数据不太一致,这
可能与斑点叉尾鮰的食性有关系。在肌肉脂肪含量

方面,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的脂肪含量明显低于配合

饲料组,可能由于蚕豆所提供的脂肪含量不能满足

斑点叉尾鮰的营养需求,金明昌[21]指出一般饲料的

脂肪水平在5%~6%可满足斑点叉尾鮰的生长,而
蚕豆中脂肪含量只有1.85%。此外,蚕豆组斑点叉尾

鮰肌肉的氨基酸总量和必需氨基酸含量、脂肪酸总

量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低于配合饲料组,说明斑

点叉尾鮰饲喂蚕豆后,其肌肉的营养价值降低。单

纯饲喂蚕豆并不利于提高斑点叉尾鮰肌肉的营养价

值。但是,蚕豆组斑点叉尾鮰的氨基酸指数略高于

配合饲料组,说明饲喂蚕豆后斑点叉尾鮰的肌肉蛋

白质必需氨基酸组成比例更趋合理。
3.3 饲喂蚕豆对斑点叉尾鮰肉质的影响

饲喂蚕豆后,斑点叉尾鮰肌肉的硬度、弹性、回
复性和咀嚼性均大于配合饲料组,其中蚕豆组斑点

叉尾鮰肌肉硬度和咀嚼性都极显著提高,说明饲喂

蚕豆组可以明显改变斑点叉尾鮰肌肉的质构特性。
但是斑点叉尾鮰肌肉经过蒸煮以后硬度和咀嚼性都

有所下降,这与甘承露[22]报道的脆肉鲩的结果相

反,可能是因为斑点叉尾鮰肉质比草鱼细腻导致的。
综上所述,斑点叉尾鮰饲喂蚕豆后其肌肉的质

构特性发生明显改变,硬度和咀嚼性都明显提高,能
够起到改善斑点叉尾鮰肉质的效果。但是,由于蚕

豆作为单一的饲料源,不能很好地满足斑点叉尾鮰

的营养需求,抑制了斑点叉尾鮰的生长,其肌肉营养

价值也有所降低。因此,可以在配合饲料中添加一

定量的蚕豆,并补充一定量的蛋氨酸来克服单宁物

质缩合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蚕豆蛋白质的生物

利用率,这样既可以保证斑点叉尾鮰的正常生长,又
可改善斑点叉尾鮰的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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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feedingbroadbeanongrowthandfleshqualityofchannelcatfish

ZHUYao-qiang LIDao-you ZHAOSi-ming XIONGShan-bai

CollegeofFoodScienceandTechnology,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NationalR& DBranchCenterforConventionalFreshwaterFishProcessing,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 Astudywasconductedtoinvestigatetheeffectoffeedingbroadbeanongrowthperform-
anceandfleshqualityofchannelcatfish (Ictaluruspunctatus).Channelcatfishwithaveragebody
weightof250gwerefedwithformulafeedandbroadbeanfor100days,respectively.Thefeedingexperi-
mentshowedthatthegrowthrateofchannelcatfishfedwithformulafeedandbroadbeanwere
104.85%and276.97%,feedcoefficientwere4.32and2.11,proteinefficiencyratiowere145.16%and
80.52%,conditionfactorwere14.72and23.83.Forfleshingredient,comparedwithchannelcatfishfed
withformulatefeed,crudeashwas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P>0.1).Channelcatfishfedwithbroad
beanhadlowercrudeprotein,crudefat,andtotalsugar(P<0.01),buthighermoisture(P<0.01).The
essentialaminoacids,flavoraminoacidsandunsaturatedfattyacidcontentsdecreasedwithfeedingbroad
bean.Thehardnessandchewinessofchannelcatfishfedwithfreshorsteamcookedbroadbeanwerealso
increased(P<0.01)comparedwithformulafeedgroup.Resultsshowedthechannelcatfishfedwith
broadbeancouldhavecrispquality,butthegrowthperformanceandnutritionalvalueoffleshwasre-
duced.

Keywords broadbean;channelcatfish;growth;fleshquality;nutritiv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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