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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沙塘鳢体重与生化组成和能值的关系

杨严鸥, 姚  峰, 余文斌, 彭志东

(长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5)

摘  要: 研究了体重增加时不同性别沙塘鳢鱼体生化组成和能值的变化。结果显示, 雌性沙塘鳢的干物质、脂

肪含量和能值随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蛋白质含量与体重没有显著相关性; 雄性沙塘鳢的脂肪含量和能值随

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 蛋白质含量显著下降, 干物质含量与体重没有显著相关性。随着体重增加, 雌性沙塘

鳢的脂肪、蛋白质含量和能值以及雄性沙塘鳢的蛋白质含量和能值都与各自鱼体的干物质含量呈显著的直线相

关, 雄性沙塘鳢的脂肪含量与干物质含量没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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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W eight and the Biochem icalComposition

and Energy Content of Female andM aleOdontobutis obscurus

YANG Yan-ou, YAO Feng, YU W en-bin, PENG Zh-i dong

( College of A nimal Science, Yang tz e University, J ingzhou, H ubei  434025)

Abstrac t: The b iochem ical composition and energy content in Odontobu tis obscurus o f different sex and body w e ight w ere

determ ined. For fem a leO. ob scurus, the contents of drym a tter, lipid and ene rgy sign ificantly increased w ith the increas-

ing body we ight(P < 01 05), but the re la tionsh ip between pro te in content and body w e ight w as no t s ignificant. Fo rm a le

O. obscurus, the contents o f lip id and energy increased and pro tein con te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 ith the increasing body

w e ight, but th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dry ma tter content and bodyw e ightw as no t sign ificant. The contents of lipid, pro te in

and energy in fem aleO. obscurus and the conten ts of pro tein and energy in ma leO. obscurus increased w ith the increas ing

content of drym atter, but the re lationsh ip be tw een lipid content and dry ma tter was no t obv ious in m aleO. obscurus.

K ey words: Odontobu tis obscurus; body we ight; sex; b io chem ica l com position; ene rgy content

  沙塘鳢 (Odontobu tis obscurus )主要分布于中国

和日本, 由于个体较小且天然产量不高, 过去一直

被作为小型凶猛鱼类加以清除
[ 1]
。近年来, 该种

鱼因肉质鲜美逐渐受到人们喜爱, 但目前仍然依靠

天然水域捕捞供应市场, 因此具有开展人工养殖的

潜力。目前对沙塘鳢的生长、摄食习性以及人工繁

殖等有一些初步的研究
[ 1, 2]

, 但有关鱼体生化组成

和能值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试验对该方面的内容

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为沙塘鳢的开发利用提供一

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试验鱼定点购于湖北荆州钟鼓楼市场, 为捕自

荆州长湖的野生鱼类, 健康无病。选择不同体重的

52尾 (雌、雄各 26尾 )鱼用作试验。

112 测定方法

用电子天平称量每尾鱼的体重, 精确到 0101 g。

将鱼处死,在灭菌压力锅中蒸 40m in, 70 bC干燥至恒

重,碾成细粉待用。测定鱼样的干物质、粗蛋白、脂肪

含量和能值,干物质通过干燥样品至恒重来测定,粗



蛋白使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脂肪采用索氏抽提法测

定,能值使用能量计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1 体重对雌、雄沙塘鳢鱼体生化组成和能值的

影响

由表 1可知, 雌、雄沙塘鳢鱼体的干物质、脂

肪、蛋白质含量和能值的测定值范围基本相同。

表 1 雌、雄沙塘鳢鱼体的干物质、脂肪、蛋白质含量和能值的测定值范围
Tab1 1 The conten ts of drym atter, lipid, prote in and energy in fem ale andm aleO. obscurus

性别 体重 ( g)
占体重的比例 (% )

干物质 脂肪 蛋白质
能值 ( kJ /g)

雌 8180~ 421 27 191 78~ 24116 31 82~ 7100 11150~ 141 40 4158~ 61 09
雄 8106~ 431 91 191 47~ 22190 31 70~ 6144 11148~ 141 67 4144~ 51 52

  由表 2和图 1可知, 雌性沙塘鳢的干物质含量

随体重增加呈对数增长 (P < 0105) , 雄性两者之间
则没有显著相关性 (P > 0105) ; 雌性和雄性沙塘鳢
的脂肪含量都随体重增加呈显著的对数关系增长

(P < 0105), 但雌性的增长速度更快; 雌性沙塘鳢

的蛋白质含量与体重没有显著相关性 (P > 0105 ),
雄性的蛋白质含量则随着体重增长呈直线关系显著

下降; 雌、雄沙塘鳢的能值都呈对数关系显著增

长, 但雌性的增长速度更快。

表 2 雌、雄沙塘鳢鱼体的干物质、脂肪、蛋白质含量和能值与鱼体体重回归关系式
Tab1 2 Regression equation re lat ing conten ts of drym atter, lipid, prote in

and energy to body w eight in fema le and m aleO. obscu rus

性别 Y 回归关系式 N a b R 2 P

雌

雄

干物质 Y= a + b lnW 26 161 59  1173  0133 < 0105
脂肪 Y= a + b lnW 26 - 01 76  1199  0185 < 0105

蛋白质 Y= a + bW 26 131 31  - 01 004  0100 01830

能量 Y= a + b lnW 26 21 79  0180  0155 < 0105
干物质 Y= a + bW 26 211 80  - 0101  0103 01410

脂肪 Y= a + b lnW 26 11 17  1128  0185 < 0105
蛋白质 Y= a + bW 26 141 59  - 0106  0163 < 0105

能量 Y= a + b lnW 26 41 37  0125  0128 < 0105

 W =体重 ( Body w e ight), N =样本数

图 1 雌、雄沙塘鳢鱼体与鱼体体重的关系

F ig11 Re la tionsh ip between body w eigh t and contents

of dry m atter in fem a le and m aleO. obscurus

w和虚线代表雌性, u 和实线代表雄性

212 不同体重的雌、雄沙塘鳢鱼体生化组成和能

值与干物质含量之间的关系

表 3 不同体重的雌、雄沙塘鳢鱼体脂肪、蛋白质含量
和能值与干物质含量回归关系式 ( Y= a + bDM )

Tab1 3 R egression form ula of the con tents

of lip id, prote in and energy to dry matter in fem ale

and ma le O. obscurus( Y= a + bDM )

性别 Y N a b R2 P

雌

雄

脂肪 26 - 41 76 0146 01 46 < 01 05

蛋白质 26  11 81 0152 01 83 < 01 05
能量 26 - 11 46 0131 01 82 < 01 05

脂肪 26  21 27 0113 01 03 01 430
蛋白质 26 - 21 21 0171 01 54 < 01 05

能量 26  01 37 0122 01 63 < 01 05

 DM =干物质含量 ( D ry m atter), N =样本数

  由表 3和图 2可知, 随着体重增长, 雌性沙塘

鳢的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和能值以及雄性沙塘鳢

蛋白质含量和能值与干物质含量呈显著的直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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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05), 雄性沙塘鳢的脂肪含量与干物质含量
没有显著相关性 (P > 0105)。

图 2 雌、雄沙塘鳢鱼体的脂肪含量

与干物质含量的关系

F ig12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s o f lipid

and contents o f dry m atter in fem a le

and m a leO. obscurus

w和虚线代表雌性, u 和实线代表雄性

3 讨论

本试验中, 随着体重增加, 不同性别沙塘鳢的

生化组成和能值的变化趋势有明显的不同, 其它鱼

类是否有类似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

崔奕波
[ 3 ]
指出, 一般而言, 鱼体的干物质、

脂肪含量和能值随体重的增加而增加。本试验中,

雌性沙塘鳢的干物质、雌性和雄性沙塘鳢的脂肪和

能值随体重的增长呈显著的对数增长, 结果与之基

本吻合。雌性沙塘鳢的蛋白质含量随体重增加没有

显著变化, 与陈少莲等
[ 4]
的研究结果相似; 雄性

的蛋白质含量随体重增加而显著减少, 与 N iim i

等
[ 5]
的研究结果一致; 另外 Degani等

[ 6 ]
的研究表

明, 蛋白质含量随体重增加而增加, 因此, 体重变

化时蛋白质含量的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在鱼类能量学的研究中, 经常需要测定鱼体的

生化组成和能值, 一些研究者发现, 鱼体的干物质

含量与鱼体的蛋白质、脂肪含量和能值呈显著的线

性关系, 因此建议用鱼体的干物质含量间接估计这

几项指标
[ 7, 8]

, 从而省略直接的测定。但刘家寿

等
[ 9]
对乌鳢 ( Channa argus Cantor)和鳜 ( S inip erca

chua tsi Basilew sky)的研究显示, 这种关系式可能只

代表一定条件下的结果 (如不同摄食水平或不同的

体重等 ) , 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本试验也显示,

由于雄性沙塘鳢脂肪含量与干物质含量之间没有显

著相关性, 因此雌性的方程式不能用于雄性, 再观

察蛋白质含量、能值与干物质含量的回归方程式,

雌、雄沙塘鳢的截距和斜率都相差较大, 不同性别

也不能互相替代, 因此, 在用鱼体的干物质含量间

接表示生化组成和能值时, 应该限定严格的前提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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