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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丙及氯化膽鹼添加在人工配合飼料中
對於紅尾蝦成長之影響

丁雲源劉熾揚﹒

Study on Ascorbic Acid and Choline Chloride
Supplement to Artificial Diet to the Growth

of penaeus penic 幼'a/us

Chih- Yang Liu and Yun- Yuan Tin

Ascorbic acid can not be synthesized by prawns. It was obtained from

nature or artificial feed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ascorbic acid supple-

ment to artificial diets for Penaeus penicillat 凶 ,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from Apr. 13 1990 to Jut. 12, 1990 Ascrobic acid in different amount range

from 0.1 % to 1.0%. Soybean oil (5%) added to diets before feed. Stocking

density is 25 pcs/m1. After 90 days, the prawns which initial average body

weight in 0.02gm grows difference ranged from 4.71 gm to 7.40 gm. Ascorbic

acid can improve prawn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In this experiment, 0.1 %

ascorbic acid supplemented to the experiment artificial diets had better result.

Meanwhile, Choline chloride ranged from 0.06 點 1.0% which added to experi-

mental diets. The growth of prawn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choline

chloride, but the survival rate is reversal. From this experiment, choline chloride

0.06% added to diet, the pwawn had better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關鍵字 : 維生素丙、氯化膽鹼、紅尾蝦。
Key word: Ascorbic acid. Choline chloride, Pemeus penicil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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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從體外攝取食物 , 以獲得營養 , 在各類營養素中包括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無機質、
水份等 , 若缺乏維生素 , 短期內雖可生存 , 但長時間後 , 即發生營養障碟 , 成長停庄 , 發生疾病 ,

形

成維生素缺乏症或維生素不足症。由於維生素不能在動物體內合戚
, 必讀由外界食物成飼料中供給 ,

雖然需要量並非佔甚多的比例 , 但它在生理作用之調節上不可缺乏 ,
就所知

,
維他命的種類約有數十

種 ,
其中在蝦人工配合飼料中組成上 , 以 16. 種較為重要 , 由於研究文獻上使用各種配方不盡相同 ,

其

中使用量是否浪費或不足 , 有待研究 , 有關紅尾蝦之維他命領求量上 , 本吹試驗僅先就其中的維生素

丙及膽鹼二種維他命在不同含量探討對紅尾蝦成長之影響 , 求添加在人工配合餌科中之適當量。因為

維生素丙在蝦體中無話自行合成 , 且極易氧化 , 讀由外界補充 , Des 】limaru ( 1976 ) (1)
指出覽節蝦

人工飼料中應添加 0.3% 維生素丙為適當添加量。 Kanaqawa et al ( 1977 ) (2)
亦指出在班節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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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飼料中以添加 2% 較好
, Dr. D.V. Lightner ( 1979 ) (3)

在文中指出缺乏維他命丙 , 在對峙屬容

易死亡 , 而得黑死病 ( Black death) , 而以 0.1 %為適當需求量 , 以上維生素丙量因飼育儼件、峙

種類等而不同
,
因此

, 筆者等 I3P 先以紅尾蝦探討維生素丙之適當量
,
另外

, 氯化膽鹼為屬於維生素 B

群 , 它對於肝臟的脂肪變性抑制有殼 , 尤其在脂肪、蛋自質不同量下的飼料中 , 必讀考慮氧化臆鹼的
添加量 , Deshimaru ( 1979 ) (4)

指出氯化膽鹼對於蝦有預防脂肪肝之致 , 但似乎沒顯著之作用 ,
本

次試驗仍在探討紅尾蝦人工配合飼料中
, 了解氯化膽鹼之適當添加量及對其成長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利用省水產試驗所台南分所十口 , 每池放聲紅尾蝦宙 2∞尾
, 平均體重 0.02 公克 ,

放聲密度為 25.

尾/ 叫 , 於民國 79 年 4 月 13 日開始試驗至 7 月 12 日結束
, 期間共 90 天 , 所使用人工配合飼料成

份組成如表 1 。以魚粉、麵粉為主要蛋自源
, 經充分混合後 , 以擠壓撥出成 0.2 公分直徑大小間住條

狀乾燥而成 , 各地 ( 組〉之維他命組成百分比添加量在飼料中不同
, 見衰 2 NO.l-- No.5 抱負探討維

生棄丙添加對紅尾蝦成長之影響 , 因維生素丙性不安定 , 且在飼料製造過程中 , 經擠壓產生高熱而損

失大部份致減低其濃度 , 因此 , 在飼育前 , 維生素丙先以 5% 水溶解 , 經乾飼料肢收後 , 再加 5% 黃

豆沙拉油吸的在飼料上 , 以上每週作一吹飼料蠱 , 並儲於冷凍剖〈箱中以備用 .No.5 號為不添加維生素

丙 , 作為對照池 , 試驗各地 ( 組 ) 的維生素兩處理情形如衰 3 ' 其添加量範圍在 0.1 9 屆 --1% 之間
,

另外
, No.6 --No.8 兢組添加室里化膽鹼量分別為 0.3 % 、 0.6 % 及 1 % .混在維他命混合物中製成飼

表 1 缸尾蝦人工飼料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 for Penaeus penicillatus.

Ingredients %

Fish meal 28

Wheat flour 30

Soybean meal

Shrimp carapace meal

Gluten

Squid meal

Liver oil

10

5

3

3

2

Cholesterol 0.3

Vitamin mix

Mineral mix.

1.5

5.7

Dextrin Il.5

analysis

Crude protein

Crude fat

Ash

32.7 %

5.0%

4.7%

12.4 %

Moisture

Ascorbic acid 128.7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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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紅尾蝦飼料添加維生素悶的處理情形

Table 3 Ascorbic acid sUIJplemented to the test diet on Penaeus penicillatus.

、、、、
- Pond number

Treatments �
、、、、

K

Ascorbic acid
(mg / 100 g dry diet)

87654321

300

5

100100100

5

1000500

5

300

5

100

5Soybean oil (%) 5

料 , 了解對於紅尾蝦成長之影響 ,
而 No.9 號組泄為維生素添加量在 1 % ' NO.1 號他為 0.5 %

' 二者
約差二倍量 , 比較成長之差異 , 男 No.lO 號池為對照組 , 雷日在飼料中未添加任何維生素混合物 ,

由表
一 , 本次試驗使用之人工飼料組成成分分析 , 粗蛋自質含量為 32.7 % ' 維生素雨為 128.7 ppm , 氯化
膽鹼量為 0.025 % ' 此數值仍是對照組分析值。試驗期間

, 每隔十五天懦地一坎 , 測定他蝦重量 , 且
求活存率、平均體重等 , 每日上、下午各投飼一吹 , 並按時測定水溫 ,

投餌率在初期平均為 20 佑 ,

後期為 8%, 試驗期間水溫變化如圖 1 ' 其範圍在 22.2 -- 33.C 之間。本次試驗所使用之維生素丙及

氯化膽鹼均屬化學純級晶。

S55

結果與討論

一、維生素丙的添加敷果

由於維生素丙易溶於水 , 化性較不安定 ,
因此在本次試驗探用將乾燥飼料製造完成餒 , 維生素悶

在投飼前添加 ,
且以植物沙拉油包覆之方法 ,

試驗地 NO.I--No.5 號 , 維生素丙添加量分別依次為
0.1 % 、 0.3 % 、 0.5 % 、 1% 、對照他組 ,

五種不同濃度下 , 雖然在飼料組成上 ,
各組經分析均已

含有維生素丙 128.7 ppm , 由投彼此相同 ,
此量可以不予以考慮 ,

以外界添加維生素丙方式供給 , 對
紅尾蝦之成長可以看出 , 添加維生素丙的各祂 No. I 、 2 、 3 、 4 號地均較不添加維生素丙之 No.5

蹺祂敷果好 , 由表 4 ' 以拖蝦每尾平均體重而言
, 由放聲時在 0.02 公克 , 經 90 天飼育結果 , 各組抽

平均體重已達分別是 7.00 去克、 6.75 公克、 6.17 公克、 7.40 公克及 4.71 公克。添加維生素丙量 0.1

侈的 1 號他較未添加維生素丙的 5 號池里。對照組 ,
每尾地蝦平均體重相差達 2.29 公克 , 在其中 No.4

號他捌定結果成長亦佳 , 仍應在此試驗期間 , 抽水及環境條件較其他各地保持較好 , 透明度經常在 3 位
公分以上之故 , 然維生素丙量達 1.0 %' 與 NO.1 號抽比較他蝦平均體重僅差 0.4 舍克 , 二池以經濟
觀點來看 , 0.1 %的維生素丙添加較 1% 維生素丙好。 NO.10 號他組在飼料中並未加任何維生素混合

物 ,
結果成長也不遜其他各袍 , 經 90 天飼育後 ,

他蝦平均體重可達 6.85 公克 , 卸比僅缺少添加維生
素丙 ,

即使含有其他維生素的 No.5 號地成長好 , 二者平均體重相差 2.14 公克 , 其原因可能是試驗期
間 , No. 10 兢地在放養他蝦一個月後 , 他中即長出絲藻 ( Chaeetomor. μasp. & Enteromor ρha sp. )

,
抱蝦在聲地過程中情抽時聽說紅尾蝦糞便帶結色條狀 ,

可見仍食藻類之故 , 根據 Magarell P .C. et-
al ( 1978 ) (

的指出該藻類中含有 0.4 公克維生素丙於 1 公斤的濕藻童中 , 用此該地 , 即使飼料中
不添加維生素丙 ,

其成長可能 I3D 受到助益 ,
飼料內容物中如含有其他維生素 , 其中部份已足供其所需

, No.5 號地雖然亦為對照組池 ,
添加維生素混合物中獨少維生素丙 , 其成長最差 , 此可能是本改飼料

投飼前 , 另外添加 5% 沙拉樹脂 ,
而未添加維生素丙之故 , 根據報告 ,

在含油脂高 , 低蛋白質的飼料
中添加維生素丙對於成長更有殼 , 添加袖脂與維生素丙二者有闕 , No.5 歸他飼料中不加維生素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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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外界 ( 藻類 ) 之供給攝取
,
因此在成長上均較其他各地為慢 ,

可見維生素丙來源對於紅尾蝦成長上
之重要性及需要。 No.2 及 No.3 號祂添加維生素丙量在 0.3 % 及 0.5 佑 ,

由表 4 中可知 ,
紅尾蝦成長

上均較 No.1 號為低 , 平均體重差異在 o. 昂公克及 0.85 公克 , 飼育結束後猜他稱總池蝦童 . NO.1 、

2 、 3 、 4 、 5 號祂總版成量分別為 959 公克、 742 公克、 586 公克、 858 公克、 625 公克以及 10. 號

他 785 公克 ,
其數值互相比較之可見 ,

在 0.1 % 維生素丙添加量下飼育祂蝦最重 . NO.3 號拖即添加
0.5 %維生素丙者總重量上較少。就各抽存活率而言 , 如表 5 .在 45. 天以前可見在飼料中維生素丙量
添加濃度漸增 ,

紅尾蝦之活存率也隨而增加 ,
其數值可在 85 -- 90 %不等 , 在的天以後 ,

各抱蝦之括
存率有下降之趨勢 , 在 90 天試驗結束時 ,

比較各地組之括存率 , 而以 NO.1 號袍的活存率為 68.5 %
較其他各地為高 ,

其他各池組則為 47.5 � 屆 -- 58 %之間 . No.5 號他雖活存率高些 ,
但成長甚慢 . NQ

10 號地活存率在初期也很高 , 在 905 名 ,
但在後期可能是因藻類死亡而誠少 . 60 天 --75 天接活存率

即低下 , 90 天接活存率為 51.5 % .蝦體在稱重情抽時 ,
外觀上感覺活力較差 , 蝦體易死亡 ,

添加維
生素丙之各組蝦體顯得較健康、活力較強 ,

因此 ,
由本試驗可知

,
添加維生素丙可提高他蝦活存率與

增重之故果。Deshimaru ( 1976 ) (1)
以理節蝦作試驗 ,

說明維生素丙量之增加 ,
其增重及攝餌敷率

反而低下 ,
可見維生素丙之添加量並非愈多愈好。本次試驗中 . NO.1 、 2 、 3 、 4 、 5 、 10 各地之

池眠攝餌敷率分別為 43.5 % 、 39.7 % 、 35.8 % 、是 4.8 銘、 28.65 %以及 41.6 % .和維生素丙之添

加量有關。因此 ,
由上結果 , 飼料中添加 0.1 % 維生素丙 ' 並混加 5% 黃豆沙拉油 , 對於紅尾蝦之成

長上 ,
提高活存率上可為較適當之量。

二、氫化膽鹼添加敷果

氧化膽鹼 ( choline chloride)
添加在人工配合飼料中對紅尾蝦成長之影響結果如表 6 .由表中

, NO.1 、 6 、 7 、 8 號試驗地分別添加 0.06 % 、 0.3 % 、 0.6% 、 1.0% 氯化膽鹼先在維生素混合
物中再製成飼科 ,

飼育前另外再加維生素丙 0.1 % .及 5% 沙拉油後投飼 ,
經飼育結果 , 以祂蝦平均

體重而言 , No.6 、 7 、 8 號抽作比較 ,
其各抽蝦平均體重隨著氧化膽鹼之量而增加 , 在 75 天時 ,

其
間關係最為顯著出蹺 ,

平均體重分別為 3.64 公克、 3.84 公克、 4.95 公克 ,
然而其中括存率卸隨氯化

表 5 試驗期間紅尾蝦活存率

Table 5 The survival rate of Penaeus penicillatus during experiment period.

Pond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Trea tmen t

% ascorbic acid 0.1 0.3 0.5 1.0 0.1 0.1 0.1 0.3

% choline chloride 0.06 0.06 0.06 0.06 0.06 0.3 0.6 1.0 0.12
Number of prawn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Survival rate (% )

lni tial 100 100 100 100 lOO 100 100 100 100 100
15 days 90 92.5 98 98 98 98.5 98.5 99 97.5 99
30 days 90 92 94.5 97 97 95.5 95 99 97 98
45 days 85 86.5 88.5 90 92 89.5 87.5 \ 92.5 88 90
60 days 72 80.5 85 75 91 89 77 86 87.5 90
75 days 70 75 60 70 91 86.5 71.5 58.5 71 70
90 days 68.5 55 47.5 58 66.5 55.5 61 48 61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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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鹼增加而漸低下 ,
分別是 86.5 % 、 71.5 % 、 58.5 %

' 尤其 No.8 號祂也許是添加暈過多
, 經常發

現池中有很多脫殼
, 然脫殼過多與頻繁 ,

致死亡率增加
, 至 90 天試驗結束時

, No.6 、 7 、 8 號袖之

活存率則分別為 55.5 % 、 61 % 、 48 % ' 地蝦平均體重則依改為 5.74 公克、 6.51 公克、 7.09 公克
, 添加氯化膽鹼量 0.06 % 的 No.1 號池平均體重為 7.00 公克

, 活存率為 68.5 %' 換成祂蝦收成時總

量在 No.1 、 6 、 7 、 8 號地分別為 959 公克、 637 公克、 794 公克、 680 公克顯然以 1 號他最重 , 依
次是 No.1 > No.7> NO.8> NO.6 ' 也就是飼料中添加含量 0.06% 氯化膽鹼時

, 活存率及他蝦增重而
言較為適當。

由於維他命混合物添加在飼料中 , 其量甚為重要 , 當不平衡時 , 它會激烈的影響成長 , Kanaza-

wa ( 1977 ) 的在.使用維生素配方中維生素丙達2%' 氧化膽鹼量使用 0.3 % ; Aquacop

( 1988 ) (
的認為 Kanazawa 氏配方有不錯的敷果 , 以 P. mergensis 作試驗

, 飼料中合適量之維生

素丙、膽鹼、肌醇對其成長促進 ,
然在多量的維生素丙 '

反而並沒有影響其成長 , 可見適當的含量是

必額的。在文中使用 Vitamin Premix 中添加維生素丙僅 0.06 % ' 氧化臆鹼 0.15 % '
0.08 %肌醇量 ,

並稱添加維生素丙對地噸成長率其間差異小 , 但活存率有差別。由本次試驗顯見紅尾蝦成長在飼料中
添加維生素丙量在 0.1 % ' 氯化膽鹼量在 0.06 %時有較佳的敷果。

另外 , 在本次試驗飼料中之維生素混合物量 Vitaman premix 1.5 % 中除去 Cellulose 量
, 以 No.

1 號池含量為 0.5 % 及 No.9 號泄含量在 1.0 % ' 興 No.lO 號池作對照 ( 木加維生素者 ) 對紅尾蝦成長

之影響比較 , 在初期 45 天內 , 成長相同 , 見衰 7 ' 在 75 天時
, 其平均體重以在添加維生素 0.5 %較

好
, 至 90 天時 , 二抱成長並無明顯之差異 , 祂瞎平均體重 No.1 及 No.9 號祂分別是 7.00 公克及 7.23

公克 , 全他蝦總重二池卦別是 959 公克、 882 舍克
, 以及 10 號抽 685 公克 , 顯然 No.9 號地維他命量

Table 6

氯化膽鹼添加在飼料中對於紅尾蝦成長之測定

The effect various level of choline chloride added to the test diet on the gr-

表 6

owth of Penaeus penicillatus.

Pond number I 6 7 8

Choline chloride (mg I 100 g diet) 60 300 600 1,000

Number of prawn 200 200 200 200

Densi ty ( pieces 1m 2 ) 25 25 25 25

Initial average B.W. 0.02 0.02 0.02 0.02

After 15 days average B.W. 0.18 0.21 0.22 0.24

After 30 days average B.W. 0.97 0.97 0.94 0.85

After 45 days average B.W. 1.40 1.37 1.30 1.49

After 60 days average B.W. 3.21 2.52 2.40 2.79

After 75 days average B.W. 5.44 3.64 3.84 4.95

After 90 days average B.W. 7.00 5.74 6.51 7.09

Survival rate (% ) 68.5 55.5 61 48

Feed coefficiency 2.3 3.07 2.74 2.67

Total body weigh t ( gm ) 959 637 794 680

Pe rcen t gain % 34,900 28,600 32,450 3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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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不向量的維他命對於紅尾蝦成長之影響

The amount of vitamins added to diets to the growth of Penaeus penicillatus.

表 7

�m ⋯nu 0.5% 0.1 % COn trol

-

-
Pond number 1 9 10

Average body weight initial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15 days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30 days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45 days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60 days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75 days (gm)

Average body weight after 90 days (gm)

0.02 0.02 0.02

0.18 0.20 0.19

0.97 0.90 0.83

1.47 1.47 1.34

3.21 2.40 2.85

5.44 4.29 5.0

7.00 7.23 6.65

Feed coefficiency

Percen t gain %
2.3 2.36 2.40

Survival rate %
Total body weight (gm)

34,900

68.5

36,050

61

33,150

51.5

959 882 685

增多 , 並對他蝦未有明顯好的成長 , No.9 號地雖增重率為鉤 ,050 %較其他地高 ,
但括存率未見提高

, 因此維生素量適當的給與添加亦屬於非常重要的 , 過多反有害且不經濟。

摘 要
旬

,
也

由於維生素丙在蝦體內不能合戚
, 它必讀得自天然或人工飼料食物中 , 為了解維生素丙在紅尾蝦

人工飼料中適當添加量 ,
自 1990 年 4 月 13 日至 1990 年 7 月 12 日實施本項試驗 , 維生素丙在不同含

量下自 0 . 1 %-- 1. 0 % ' 且添加 59 屆沙拉油在飼料中吸收 , 放聲紅尾蝦苗的蝦平均體重為 0.02 公克 ,

放聲密度為 25 尾/ 耐 , 經飼育 90 天後 , 增自不同成長範圍在 4.17 gm--7.40 gm 之間 , 由本欲試

驗得知 ,
維生素丙添加量在 0.1 %時在人工飼料中飼育紅尾蝦可得較佳之成長及括存率。另外 , 添加

0.06 %--1.0 %京同含量之氯化膽鹼在飼料中試驗得知祂蝦之成長與氧化膽鹼之添加暈眩正比 , 但活
存率與其成反比 , 而逐漸降低 , 飼育結果 , 添加 0.06 %氯化膽鹼在飼料中 , 紅尾蝦亦得較好的成長及
活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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