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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夏
、

冬两季真胡仔
、

稚
、

幼鱼蛋 白酶
、

淀粉晦和脂肪醉活性的变化研

究表明
,

夏
、

冬两季3种消化酶变化趋势基本相似
.

蛋 白酶的活性冬季比夏季低 1个

数量级
;
淀粉醉的活性冬季比夏季低1倍左右 ; 脂肪醉的活性冬季高于夏季

,

且一直

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

结果表明
,

3种酶活性受温度影响外
,

冬季脂肪醉的高活性

对鱼苗 的生长
、

成活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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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真绸 (尸a g ro s

om
“ : m 刃Or )是重要海产经济鱼类

,

1年繁殖 2次
,

分别在春末夏初和秋末冬

初
.

在人工育苗中
,

由于季节不同
,

真绸仔
、

稚
、

幼鱼的生长
、

发育
、

成活率都有差异
.

我们从真

绸仔
、

稚
、

幼鱼消化酶活性入手
,

以期找出其季节变化规律
,

为真绸育苗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2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取自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养殖场培育的真绷仔
、

稚
、

幼鱼
,

夏季材料为1 9 9 6年 5一

7月
,

冬季材料为1 9 9 6年 n 月至 1 9 9 7年 1月的不同 日龄鱼苗
.

分别测定蛋白酶
、 a 一

淀粉酶和脂肪

酶比活力
.

材料处理
、

粗酶液制备和 3种酶的测定方法及酶比活力定义见笔者早期报道 [1. 幻
.

每

组实验用鱼为50 尾
,

重复两次
,

取平均值
.

3 结果

3
.

1 蛋白酶比活力的比较

由图1可见
,

夏季蛋白酶比活力较高
.

夏
、

冬两季培育的鱼苗在仔
、

稚鱼阶段蛋白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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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下降
,

但夏季幼鱼蛋白酶活性明显上升
.

夏季鱼

苗且比冬季培育的鱼苗蛋白酶活性高 1个数量级
.

这一结果还说明蛋白酶比活力较低的时间冬季 比

夏季长
.

3
.

2 。一

淀粉酶比活力比较

由图2可见
,

夏季和冬季真绸仔
、

稚
、

幼鱼
a 一

淀

粉酶比活力随着生长发育而下降
,

其中44 日龄达最

低点
.

在初孵仔鱼至20 日龄稚鱼阶段淀粉酶比活力

夏季比冬季高1个数量级
.

总的说来
, a 一

淀粉酶比活

力的变化夏季比较显著
;
冬季变化小

,

且 21 日龄以

后基本维持在较为恒定的水平上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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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脂肪醉比活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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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真绸仔
、

稚
、

幼鱼蛋白酶活性

由图3看出夏季鱼苗脂肪酶比活力变化大
.

从初孵到开口期仔鱼脂肪酶活性略有提高
,

之

后活性缓慢下降
,

40 日龄达最低点
,

为0
.

0 5 5
,

进入幼鱼阶段脂肪酶活性明显升高
.

冬季脂肪

醉活性高于夏季
,

从初孵到开口期仔鱼脂肪酶活性稍为升高
,

此后仔
、

稚鱼阶段脂肪酶活力

下降
,

但降幅比夏季要小
,

直到44 日龄幼鱼脂肪酶活性没有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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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真绷仔
、

稚
、

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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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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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真绸仔
、

稚
、

幼鱼脂肪酶活性

4 讨论

Ba bki n
曾发现

,

鱼类的几种消化酶浓度经常保持平行的关系
,

当其中1种酶的活性提高

时
,

其他几种酶的活性也同时提高
; 而 1种酶的活性减弱时

,

其他酶的活性也随之下降阁
.

在

我们测定的真绷仔
、

稚
、

幼鱼不同发育阶段的蛋白酶
、

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
,

也发现这 3种酶

活力变化有平行关系
,

而且无论夏季还是冬季培育的鱼苗上述 3种消化酶活性变化的趋势基本

是一致的
,

都是在仔
、

稚鱼阶段消化酶活力由高降至最低点
.

消化酶的这一变化趋势可能是

育苗过程中该阶段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在真绸仔
、

稚鱼生长发育过程中投给营养丰

富
、

易消化的食物
,

是育苗成败的关键
.

蛋白酶和
a 一

淀粉酶的比活力
,

冬季明显低于夏季
,

其主要原因是不同季节的温度影响
,

尤

其是蛋白酶的活性受温度因素影响更大
.

因此
,

冬季育苗宜采取升温措施
,

并保持恒温
.

我

们冬季所测数据
,

因为运输途中温度下降
,

酶活力要 比实际数据略低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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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鱼苗蛋白酶活性在44 日龄时 已明显提高
; a 一

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在44 日龄以后也有

所上升
.

但冬季3种酶的活性在44 日龄前后仍未有明显提高的迹象
.

说明冬季真绸仔
、

稚
、

幼

鱼蛋白酶和淀粉酶活性保持在较低水平
,

且延续时间比夏季长
,

变化幅度也较小
·

脂肪酶活性冬季明显高于夏季
,

且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

未呈现大起大落的变化
.

究其

原因
,

可能是由于鱼卵含脂量较高
,

在其后仔
、

稚
、

幼鱼发育过程中由脂肪提供的能量所占

比例较高
.

冬季含脂量高还与鱼类抗冻力有一定关系
.

脂肪的消化产物是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H U FA ), 它对鱼类的生长和成活有重要意义
·

在饲料中添加 H U FA 可以明显地改善真绷的
生长和饲料效率[’]

.

用添加 5 %大豆卵磷脂的精制饲料培养的真绸仔
、

稚鱼
,

在体重
、

体长和

成活率方面均优于对照组的真绸仔
、

稚鱼 [s]
.

当投喂的轮虫体内的
n 一 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分别达到 5. 1和 5. 0 m g / g 时
,

金绸 (SP
a、 :

au ra ta) 仔鱼和真绷仔鱼达到最佳生长水平[s.
‘〕

.

因

此
,

冬季鱼苗脂肪酶较高的活力可以弥补蛋白酶和
Q 一

淀粉酶活力的不足
.

这对于冬季育苗有

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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