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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水N29：1：1c，光照强度5001x的条件下，研究了不同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的最大日摄食量、最大 日 

摄食率 特定生长率 、同化效率、捎化时间和生长教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的上述各指标 

均无显著影响。随体重的增加，中华鳖稚鳖的最大日摄食量莲渐增大 。而最大日摄食率 逐iIl}减少 在人工养 

殖中华鳖稚鳖过程中 ，光照周期的选择是提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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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HOTOPERIOD ON FOOD CONSUM PT10N ， 

GROW TH AND ENERGY CONVERSION OF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Trionyx sinensis 

ZHOU Xian——Qing NIU Cui-Juan LI Qing——Fen 

(Department ofBiology，BeOingNormalUniver~'ty，i~eijing，1008750，ChinⅡ) 

Abstract The maximum food consumption，maximum daily ration level，specific growth 

rate，assimilation efficiency，passage time and growth efficiency of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Trionyx siner~is)were measured in different photoperiod．The experimental light 

intensity was 5001x and water temperature was 29士1℃ ．Results showed that photoperiod 

did not affect on the indices mentioned above significantly．With increasing of body weight， 

the maximum food consump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maximum daily ration level 

decreased．It is supposed that the photoperiod is no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to soft— 

shelled turtles in the artificial growth environment． 

Key words Trionyx sinens~，photoperiod，food consumption，gro wth，energy conversion 

中华鳘具有极高 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目前 ，利 用中华鳘开发制作 的保健食品和药荆都十分受欢 

迎 。因为野生鳘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 ，如何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加快 中华鳖生长 ，已成 为人们关注的 

问题 。关于温度对中华鳖摄食 、生长和能量转换的影响 已有报道 ，而光照对中华鳖在这方面影 响的研究 

报道较少 。本课题组报道过弱光较适于 中华鳘 的摄食和生 长，而强光对其有抑制作用咖。本项研究主要探 

讨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鳘摄食 ，生长和能量转换的影响 找 出适宜中华鳘摄食、生长的光周期 ，可为中华鳖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幔求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 实验室贷助 

收稿目期；1997·12—16，修改稿收到 日期：1998—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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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人工养殖过程中光周期的选择和控制提供理论 依据，并为全面研究其能量收支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 ’ 

实验用中华鳖(Trionyx sinenMs)稚鳖购 自河北 省故城县 甲鱼养殖场 ，在实验室内饲养一段时 间后用于 

实验 。用 人工配合稚鳖饲料喂养。饲料的营养成分和能值 见周显青等 ’文中所列 ．由于稚鳖外观上难 区 

分雌雄 ，因此本研究不分性别 = 

1．2 实验方法 

选用健康正常的中华鳖稚鳖4oR，体重范围在12～71．2g(平均体重为弛．0土17．Og)。平均分成4组 ，每 

组 1O只。各组体 重基本一致 。每 只稚鳖单 养于20cm×12cm×15cm 的玻璃槽 中，每组 10只一并置于 一十 

7Ocm×45cm×40cm 的大 玻璃水浴缸 内。水浴加热 控温在 29土1 C；光周期分 别控 制在4L：20I)、8I ：16D、 

1 6L：肛)和20L：4D，每天光照从6：00开始。根据作者已得到的实验结果。” ，4组光照强度全部选 为500Ix；中 

华鳖在各组的实验条件下驯化两周后，开始进入实验。实验持续30d； 

中华鳖在实验始末禁食48h后称重 (精确度 为0．1g)=实验期 间，将 Cr 0a 约0．5 的比例拌人饲料， 

每天上午投食1次 ，使动物达到饱足 。投饵1h后 ，收集残饵和粪便 ，将二者在65c恒温干燥箱内烘干后称重。 

在每天投喂饵料中称出少许 测定其能值和 Cr 0s的含量 。用比色法测定饵料和 中华鳖粪便中 Cr,O~ 含 

量 =为了校正残饵量 ，在一盛水的大烧杯(水温也控制在29~1 C)中投入饵料作空 白对照 ，以测定残饵损失 

率 。测定食物 消化时间是将剪碎的红色小塑料片拌入投 喂饵料 中，定时观测，记录塑 料片从被投入到排 出 

的时间，换算成食物消化时间 (h)。在实验期 间共测定两次 实验前后均取部分中华鳖称重后 处死 ，于65 C 

恒温干燥箱内烘干，测其干物质含量和能值。甩Phillpson微型氧弹式热量计测定饵料和鳖体能值。 

实验结束时，得到38只中华鳖的实验数据，对所得数据用 SPSS／PC+统计学软件中协方差分析进行处 

理(以光周期为分组变量 ， 体重 为协变量) 

2 结果 

2．1 光周期对 中华鳖稚鳖摄食的影响 

表 1列出了不同光周期下 中华鳖稚鳖的最大 日摄食量和最大 日摄食率 。协方差分析表明，光周期 对中 

华鳖的最大日摄食量和最大 日摄食率无显著影响(P>o．05)，其平均值分别为6697．3J／d和211．8J／g’d。 

2．2 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特定生长率的影响 

协方差分析表明，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的特定生长率无显著影响(P>o．05，表1)，其平均值为o·53％。 

表1 不同光周期下中华鳖雅鳖的最大日摄食量、最大日摄食宰和特定生长宰(均值士标准差) 

Table 1 The maximum daily food consumption(C一 )，ulaxlmllLlll daily ration level ( 一1)and specific 

growth rate in the jn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under different pbotoperiod(M．± ．D．) 

2．3 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能量转换 的影响 

协方差分析表 明，光周期对中华鳖的同化效率、消化时间和生长效率均无显著影响 (P>0．05)见表2 

其平均值分别为80．1 、32．8h和1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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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光周期下中华鳖稚鳖的同化效率．消化时间和生长效率(均值±标准差) 

Table 2 Assimilation efficiency，passage time and growth efficiency in j~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under 

different photoperind ( = 5．D．) 

图1 中华鳖稚鳖的最大 日摄食量与体重的关 系 图2 中华鳖稚鳖的最大日搔食率与体重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 n the maximum food con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ximum daily ration 

sumption and body wei曲 t in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level and body weight in juvenile soh she[1ed tuft[e 

3．4 体重对 中华鳖稚鳖摄食、生长和能量转换的影响 

由于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的摄食 生长和能量转换都没有影响 ，因此将4组中华鳖合起来，以体重为分 

组变量分析体重对上述指标的影响 。方差分析表明，体重显著地影响了中华鳖稚鳖的最大 日摄食量和最大 

日摄食率，但对它的特定生长率、同化效率、捎化 时间及生长效率均无显著影响(尸>O．05)。 

图1和图2分别表明中华鳖稚鳖的鼎大日摄食量和最大日摄食率明显地受体重的影响 其回归方程为： 

L。gC一 一 2．93]33-0．57465LogtV ( ； 0．564，Ⅳ 一 38，P< 0．01) 

LogR 一2．9313—0．42535LogW ( 一 0．415，Ⅳ 一 38。P< 0．05) 

由图可 以看 出，中华鳖稚鳖的最大 日摄食量随体重的增加呈双对数线性正相关 ，而最大 日摄食率却呈 

双对数线性负相关 (图2)。 

3 讨论 

3．1 光周期对 中华鳖稚鳖摄食的影响 

光周期对水生动物摄食的影响存在种属特异性 。幼白鲑鱼(Coregonus lavaretus)随着光周期的缩短，摄 

食量降低 而大西洋鳟(Satrno satar)在偏离其自然光周期的条件下，其摄食量都将减步嘲 本文的结果表 

明，光周期对中华鳖的摄食量无显著影响。动物摄食不仅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而且具有自身的昼夜节 

律 叶唇鱼(Ptychocheitus oregonensis)在黄昏和黑暗时摄食量最多： ；而金鱼(Carassius aura~us)最高的 

日消耗量是在11t00和l 7：o0，在23：00--4：00点停止摄食_6_。动物摄食的昼夜节律性是为了有效地利用 自然 

界食物资源而进化发展的一种生理节律口]，因此。动物的摄食量会随喂食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在实验中，4 

组中华鳖都是在亮期同一时间投食，在亮度为5001x的不同光周期下，中华鳖的摄食量无显著差异。这与投 

食时间有关 。还是个体大小差异较大所致 ，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2 光周期对中华鳖稚鳖特定生长率的影响 

，f)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 态 学 报 l9卷 

动物的生长速度与食物的摄取和代谢消耗有关。在摄食不受限制时 ，生长率 的差异主要是由代谢和摄 

食量的不同造成。在摄食量相对恒定的情况下 ，动物代谢 消耗 多，用于生长的部分就 少，生长速度就慢 {反 

之则快 。由于中华鳖的摄 食量在不 同光周期下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其代谢消耗也无 显著不同，因而使 中华 

鳖在不同的光周期下的特定生长率没有显著差异。 

3．3 光 周期对中华鳖稚鳖能量转换 的影响 

同化效率的大小决定于摄食量和捧出物的量 及其含能量 ，排出物总能值 的提高结果 ，将导致同化效率 

的降低 ，反之则使 同化效率提 高 。排出物 能值的大小与食物在消化道 中的消化时间有关 食物在消化道 

中滞 留的 时间长，与消化液、消化酶接触 的时间长 ，消化的彻底 。排 出物的能值就低，反之则高 。本结果表 

明，中华鳖在不同光周期下摄食量相似 ，消化时间也无显著差 异，致使 中华鳖的同化效率在不同光周期下 

无明显差别 。消化时间在不同光周期下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 由于不同的光周期并没有 引起中华鳖 胃肠蠕 

动速度的明显不同 ： 

从能量的观点来看，摄入能和同化能分配到代谢中的比例不同是个体生长不同的主要原因 。在摄入 

能一定的情况下 ，代谢消耗越多，同化入体 内的能量分配给生长的 比例越 步，二者之间呈负相关 本研究表 

明 ，光周期对中华鳖的生长效率无显著影响，可能是 由于 中华鳖在不同光周期下 的摄 食能和同化效率都没 

有显著差异，其代谢消耗也没有显著不同所致 = 

3．4 体重对中华鳖稚鳖摄食 、生长和能量转换的影响 

最大 日摄食量和最大 日摄食率与体重 一般为幂函数关 系，即 ( ． 一aW 或 R⋯ 一aW ，b为体重指 

数 。硬骨鱼 b值 的变化范围为0．4～1、52 。在鱼类的研 究中发现 ，不同种类的晟大耗饵量体重指数不同， 

而且其值受到许多因子如食物 、温度、摄食制度以及实验鱼体重范围和光照强度等影响【 。Ursin“。’认为动 

物的耗饵量由消化道 的吸收表面积所决 定，但 目前许多学者认 为用此来解释能量代谢现象过于简单化。 

Cui等：Ⅲ认为 ，对于最大 日摄食量来说，内源性控制比消化道表面积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谢 小军等 提 

出，南方鲇(Sil“ 5卅 riditmalis Chen)的最大 日耗饵量的体重指数在静 止代谢率的体重指数之间，认为最 

大 日耗饵量与静止代谢率 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采用幂函数拟合 中华鳖最大 日摄食量与体重 的关系，相关极 为显著 (尸<O．O1)，由方程中得到 中华鳖 

的最大 日摄食量的体重指数 为0．564。中华鳖的体重指数小于1，表明随着体重的增加，中华鳖的最大 日摄 

食量相对减少 ，即最大 日摄食率随体重上 升而下降。较 小个体代谢率高 ，其能量消耗 的强度相对高 于较大 

的个体。动物为了达到自身的能量收支平衡，其能量 消耗的强度必然反馈于动物的食欲调控机制，因此较 

小的个体食欲相对旺盛 ，出现 随着体重的增加其最大 日摄食率下降的现象。在本实验 范围内，体 重对 中华 

鳖的生长投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使用的中华鳖体重范围太窄的缘故。 

本结果表 明．体重对 中华鳖的同化效率、消化时闻和生长效率无显著影响。是种属差异还是所用实验 

动物体重不够大?有待进 一步研究。 

4 结语 

有关光周期对 中华鳖 甚至整个爬行动物摄食 、生长和能量转换影响 尚未见报道 ，本文仅设置了44"光 

周期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在实验范围内，光周期对中华鳖的摄食、生长和能 量转换均无显著影响，而体重 对 

其摄食的影响显著。根据结果，在人工养殖中华鳖稚鳖的过程 中，选择和控制光照环境时，可以不考虑光周 

期，只要选定或提供适宜的光照强度0 ，就能利于中华鳖的摄食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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