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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蝦用高蛋自濕粒飼料安定性及實際飼育試驗

王文政﹒葉蕙玲

Studies on the Feeding Trial and Stability of Moist

Pellet Diet wi th High Protein Content f叮:..Gra88 Prawn

Wen-Cheng Wang and Hewi 也 ing Yeh

High protein content moist diets for grass prawn were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binders.

The diet formulas for the feeding trial were selected by comparing the stability of some

conditions such as the kind and content of binder, particle size of powder,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etc.

In this trial, gluten, α - starch and sodium alginate were used a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binders of the moist diet.

1. The optimum content of gluten in the formula was 3 %, and α-starch and sodium alginate, 6% .

2. The p 甜ide size of powder in the range 60-80 mesh achived the best binding efficiency.

3. The dissolution of moist diet stored under -20 �C was decreased, so freezing was consider as

the more useful storage method.

4. The dissolution of diet decreased with increased salinity of water, but increased with neu 甘at

acidity.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actual feeding trial, the feed efficiency rate and protein

" α -
starch bound diet were 4.13 and 0.33 and those of the gluten bound diet were 5.49 and 0.34,

respectively. The diet bound with sodium alginate was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diet bound

with α-Starch' and then the diet bound with gluten.

育穹 雷

濕鞋飼料早在 1960 年 �p 己存在 ,
當時因魚類之營養知識普遍缺乏而未有很大的進展 ,

及至 1970

年後才有進一步的研究。

1979 年因日本養殖漁場環境惡化 J 為開發自身污提防治技衛 ,
以該國全國漏連為中心 , 並聯合

各試驗場研究 , 結果顯示此種濕粒飼料有 8 項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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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製成飼粒形態較易投飼。

三含有適量水分 , 不喜乾餌之海水魚亦甚喜好。
3. 可利用黏著劑以防止餌料逸散 , 提高餌料敷單位 , 防止水質污濁。
4. 利用進生素、礦物質及乾飼料韌末 ,

可改善飼料之營養價值。

5. 添加之治療劑武添加劑流失少 , 教果顯著。
6. 較生餌水分少 , 給餌作業較容易。
7. 餌料保存性高 , 餘餌可以為藏讀凍結後再使用。
8. 凍魚之解凍流出汁可藉乾燥飼料單元吸收 , 而不致流失。
本所亦會利用此種形態飼料飼育黑綱、草帽、石斑魚 , 結果顯示其與乾粒飼料之餌料係數極為接

近 , 根讓觀察其馴餌階控對濕肘之接受性仍優於乾粒 , 而配方合理與否及在水中.之安全性, 才是影響
濕粒飼養成教良否之關鍵。

本試驗以草蝦為對象 , 提高飼料配方之蛋自含量 , 比較不同黏著劑及其含量 , 掛體之位度 ,
濕濫

成品之低溫時存等各條件下之安定性 , 并就成果中較佳之飼料配方 , 會際飼育 , 以了解對草蝦成長之

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
抖飼料用單元材料 :

魚輯、烏賊粉、酵母甜、蝦殼粉、制輯、混合維生索、混合礦物質、膽固醇等 , 係購自市面
之飼料廠用原料 , 屬飼料用等級。大豆油為市售之沙拉油 , 就內臟中和油則由實驗室自行調製備
用。

(二}黏著劑 :
IJ\ 麥筋朗 ( g'luten 品、皺甲基級維素 ( 包 rboxyrnethyl cellulose, α�C ) 、動化轍樹 (

α - starch) 、海藻酸訥 ( sodium alginate) 四種。

拉j 凍魚肉 :
購自加工冷凍廠之海鰻魚漿 , 用小包分裝凍藏備用。

(四)造粒設備 :
混合攝、蔽肉蟻 , 篩叡孔目為 4mm 及 2mm 兩種。

但)動態溶失設備 . .

使用符合 U.S.P. (

dissolution tester)

二軾驗方注 :
H 調查並分析市售草蝦飼料之營養成分 , 以作為調配飼料乾掛之參考 , 並摸摸設計一萬蛋白質含量
之飼料配方

, 以進行下列試驗 :
1. 檢討不同的水分台量對濕粒成型之影響。

2. 比較動態 ( dynamic) 及靜態 (static) 對濕粒飼料樁失之影響。

3. 比較不同黏著劑此倒對濕粒飼料溶失之影響。

4. 比較不同粒度之韌體對溶失之影響。
5. 比較海水之鹽度之酸鹼度對措失之影響。

6. 凍藏於零下 20'C' 比較時存時間對摺失之影響。

口實聽飼育試驗 :

以前述最佳之蝶件試製飼料 ,
利用車蝦作為飼育對象 , 以比較不同之黏著劑對草蝦之成長 ,

Uni ted States Pharmacy) 規格之六槽措解度測定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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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所差異 , 試驗時進行三個重擾 , 每缸 5 尾草蝦
, 并以塑膠網作為保護 , 避免飼育中草蝦脫

殼時 , 極其他之草蝦殘食而影響結果之單確性。
試驗時每週測定草蝦之體長、體重費化

, 再根接投餌量計算其每週之攝食總量及蛋白攝取量
, 計算其每遇增量、成畏率、餌料係數、蛋白質教率 , 其計算方法依一眼之計算方式。

(三)測定方法 :
1. 動態溶失率之祖� 定方法 :
利用措解瀾定器 , 將 5 公克飼料置於不錯鋼網製小籃中

( 25 mesh) , 於致璃槽中加入 500

c.c. 之水 " 以 60 rpm 轉速攪拌
, 於定時間後取出烘乾 , 計算溶失傘 , 破璃槽內之殘讀貝。過濾

於預先烘乾並耨靈之油紙內
, 再經烘乾後 , 計算崩撞車 , 每組均重讀三個試驗。

權鯉度測定器之裝費用攪拌棒 , 規格如圖 1 所示。 -

閥1£5-
川 S岫 ft.""-".,"'.."

JOJ 帥 �.�.�.T½ ,/
.,.inl... .,. “

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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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T,叫阱, 何.. rvd /,0 nul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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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個 /0,' nun -,"'
bof",. C呵,崎

圖 1 梅解度測定器之攪拌棒

Fig. 1 Stirring paddle of dissolution

tester

2. 靜態溶失率之測定法 :
與動態樁失薄之測定相似 , 但置於燒杯中之小籃並無攪拌步驟。

但)計算 :
1. 溶失率 ( Dissolution rate) :

Ds =
Wo - Ws

Wo
� 100 %

Wo : 飼料乾重。
Ws : 定時間內溶失之癌餘飼料乾重。

Z 崩壤率 ( Disintegratiop rate) :

Di=
Wo 一 (Wi� 伸 -Wp 〉

Wo
x 100 %



WHp.: 過福之殘渣乾重。

Wp : 烘乾之滴紙靈。
3. 將各組試驗數疇 , 輸入電腦之 SAS (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系統分析處理 , 以評
估各項試驗之結果。

7.2

結果與討論

-參考市電賽車蝦飼料之營養成分 ,
及草蝦之營養需求 , 模擬設計一草蝦飼料配方如妻 1 :
表 1 草蝦人工飼料配方

FOrmula of artificial <iJet for grass prawnTable 1

RemarkContent (%)Item

平。Fish rreal

Squi d mea I

5.0

5.0

Yeas t powder

Shrimp seal e powder

Binder

∞ nt. 3.% Vito E

cont. 3 % Vi 1. E

x

18.0-x

3.0

2.0

Dextrin

Soy 扭曲 oil

..A叫
吋

証

,u

m

叫
“

叫
mnh

d

π�.�.�.ˆ10�

zutqisv 1.0

2.0

0.0

Mineral m1xturs

Cholesterol

三毛不同的 � 份含量對濕位成型之影響 :

以上述之乾掛科 , 依不同比例混合魚肉漿 , 製成濕粒飼料 , 並捌定水份含量及比較外觀型狀及
成型軍好撞 p 結果如表 2 所示。再進一步以 5% 為水分之差距 , 再次比較 � 分含量對撫粒成型之影

�

響 , 其結果如衰 3. 。

表 2 � 分含量對濕粒飼料成型之影響 ( 1 )
Effect of moisture on the forming abi Ii ty of moi st pellet (1).Table 2

s
v

Holding capaci tyAppearance卸fois tureFonmla ratio

Good NorIm 1 PoorGood NOTImI P ∞ r(%)

+

+
++

+
++

+
+
+

+
+

+
++

FOqLFHUAUFhu

τ
A553322

- Powder :Fi sh mea t

2.0

1.5

1.0

1.0
1.0
1.0

1.0
1.0
1.5
2. 。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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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水分含量對濕粒飼料成型之影響 ( 2 )
Effect of moisture ∞ the forming ability of moist pellet (2).

Formula ra tio 卸loisture Appearance Holdirig capaci ty

Powder:Fish meat (%) Good Norrml Poor Good Normal Poor

1.0
1.25
1.5
2.0

1.0
1.0
1.0
1.0 EUAURMAM

A-Aa
官
司

dqd

++
++

++

++

++++

自結果顯示 , 以草蝦模模乾掛飼料與魚肉漿混合製糙 , 其成型之最佳水分含量在 35 45 % '
即配方比乾粉 : 魚肉為 1.0 : 1.2 1.25 : 1.0 為最佳 , 為提高蛋白質含量 , 在往後之黏著劑試
驗均以乾粉 : 魚肉為 1.25 : 1.0 之比制造鞋。

三三比較動態及靜態對濕粒飼料溶失之影響 :

利用傳統之靜態擠失制定法 , 與動態溶失潮定器來測定其溶失率及崩擅傘 , 結果如表 4 、表 5

所示 , 由圖 2 及圖 3 可看出 , 動態與靜聽之溶失測定 , 其滄失率均因時間之增加而里有規則之變化
, 故可以溶失率作為安定性之指標。而崗擅率則呈現非總性之不巍則變化 , 故不適合作為安定性指
標。

動態測定經過 20 分鐘之溶失約為靜態測定 1 小時之溶失量 , 故由此結果 , 當以動態瀏定 , 經

過 20 分鐘後之權失 $ 作為濕粒飼料之安定性指標 , 而進行各種黏著劑之安定性試驗 , 亦以動態瀏
定 20 分鐘 , 以節省協定之時間。

Table 4

衰 4 濕粒飼料動態及靜態樁失率比較

C αI 耳Jarison of the dynamic and static dissolution of

moist. pellet.

Time- Dissolut ion rate ( %)

(min. ) Dynami c Static

甜
甜
的
朋
∞'且
qd

7.28 :t 0.23
10. 58 :t O. 93
14.66 土 0.80 7.28 土 0.09

12.52 土 0.99

14.74:t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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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 5 濕粒飼科動態及靜態崩擅率比較

Comparison of the dynamic and static disintegration

of moist pellet.

T irne Dis integra t ion rate (% )

(min.) Dynami c Static

20

40

60

180

300

1. 36 ::I: O. 30

2.38::1:0.56

4.47::1:1.28 0.98::1: 0.33

1.17 ::1:0.24

1. 97 ::I: 0.25

20

h
訣

)dSHZ

。
閻
明
叫
臼

Dynami c S ta tic
15 ↓

101

20 40 60: 120 180

Time (min. )

240 300

Fig. 2

圖 2 濕粒飼料動態及靜聽之權失率比較

Relation between dynamic 前ld static dissolution test

of di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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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ytiamic

Static

6

4

2

(

按
〉

gZE

切

ZEZQ

3002401801206020 40

濕粒飼料動顧及靜態之崩壤率比較

Re la t i∞ betwP-f".n dynamic and static disintegration test
of diets.

間不同點著劑之含量對草蝦撫粒飼料溶失單影響 :

將四種不同之黏著劑 : 小麥筋輯、辦甲基纖維素、黏化報掛及海藻酸鍋 , 分別依 3 % �. 6 % 、

Time (min.)

圖 3

Fig. 3

9% 、 12 %四種比例加至飼料乾輯中 , 配製成四組 16 種濕粒飼料 ,
再用動態樁失寶l定其樁失傘 ,

每種飼料皆進行三個重簣
, 其結果如衰 6 所示。

表 6 不同黏著劑含量濕鞋飼料之權失率

Dissolut ion rate (%) of the different contents of

binders of moist pellet diets.

Table 6

BinderContent in diet

sodium alginate

16.06 土 0.93

13.68 :!: 1. 05

14.63 :!: 0.98

15.69 + 0.63

gluten

10.55 :t 0.63

11.56 + 0.38

11.11 土 0.72

11.46 土 0.67

α- starch

14.24 土 4.98

12.69 :t 0.36

16.43:t 4.11

11.09:t 0.71

。vlC

16.83 土 2.51

22.96:t 1. 09

55.64:!:: 3.39

82.65:!:: 4.50

(% )

3

6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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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 到圖 7 之結果可君出
, CMC 對濕性飼料有不良之影響 ,

不宜使用
, 而小麥筋粉在 3%

有最少之溶失傘 , 海藻酸銷則以 6% 含量最遍 , 至於黏性轍粉則有兩種最適添加量 , 一篇 6%, 另
一篇 12 %

' 且經靈寶多次試驗結果均同
, 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原因。

主羽毛同粒度之韌體單元對濕粒飼料溶失率影響 :

以球磨機將各船體單元磨細 , 並用練車箭 40 、 60 、 80 三種節目分別過篩
'
並以 3% 小麥筋

紛、 6% 黏性轍粉及 6% 海藻酸鍋之最適黏著劑添加量 , 配製三組 9 種不同窗目之濕鞋飼料 , 進行
安定性試驗。

由表 7 及圖 8 、 9 、 10 之結果顯示 ,
海藻酸銷對掛粒度無明顯之差異 ,

黏化澱粉及小麥筋粉

則以過 60 篩目之試驗組為最低
,

。

六凍結時存時間對濕粒飼料溶失率之影響 :

利用不同之黏著劑 , 分別為 3%/j' 接筋粉、 6% 騙性澱甜、 6% 海藻酸鍋 , 製成濕粒借故於一 20

℃之凍結櫃脖存 3 週 ,
測定各組之溶失盡管結果如圖 11 -..13 所示 , 濕實主隨脖放時問延長 , 其溶失率

星瀰少之趨勢 ,
由此結果顯示濕粒在實際造粒時 , 若未採隨製隨飼之方式 ,

亦可集中產製
,
依凍結

方式時存 , 并不會影響其樁失性。
有水質之溫度、酸鹼度對濕粒飼料溶失率之影響 :

濕粒飼科和不同盟度之下 , 其溶失量表隨鹽度之增大而降低 , 預料刺用濕粒作為海水魚蝦之飼料
,
就飼料酒失乙項而言非常有利 ,

不同盟度下之飼蚯樁失結果如圖 14 。至於 pH 值對飼粒之影響
, 試驗結果如圖 15 , 不同 pH 對濕粒溶失率影響不大 , .但在中性時之溶失有偏高之傾向 , 唯如繼
續降至酸性 , pH 為 4-..6 時溶失亦再降低 ,

通常海水長期飼育水產之魚蝦 , pH 會略為降低 ,
其

對飼粒之溶失會略為增大。

入實際飼育試驗 :
為實際比較不同黏著劑對草蝦成長之影響 , 利用最適濃度之各種黏著劑試製 6% 海藻酸齣 ( 飼

料A 組 ) , 3 % 小麥筋紛〈飼料 B 組 ) , 6 % 動性澱粉 ( 飼料 C 組 ) 分別謂製飼料來飼育草蝦 , 其中
A組再以不同之形態 , 將學股桂狀作或雙股之式樣 , 比較其飼料形態大小〈飼料A' 組 )

" 對草蝦成長
是否有影響 , 其各組之飼料配方倒如表 8 所示。各組除黏著劑外 , 配方均相同 ,

黏著劑差別部份以

無氮之糊精補充。其一般成分測定結果如表 9 , 蛋白質含量在 34.67 -.. 35.81 之間
,
粗脂肪在8.43

-.. 8 :59 之間。飼料經成型後放於一 20-'C 之凍結庫 , 以塑膠袋密封保存 , 保存期間協定其水分 , 以
了解其成分是否有變化

, 結果如衰 10 ,. 顯示保存中各成分并未有顯著之差異。

本試驗進行 6 週之飼育 , 其體長其體重各週之變化如衰 11 、 12 , 各試驗組內之平均差異均不

大
, 顯示牢蝦之品種相當良好。每週草蝦增重經測量結果如衰 13 , 六週之平均值依海藻酸單股、

海藻酸雙股、小麥筋輯、黏性轍粉各組分別為 5.43 、 ,5.08 、 3.98 、 3.01 , 顯示週平鉤增重以海藻酸

戴姐為最大 , 其次分別篇小麥筋輯、黏性澱掛組。學股及雙股之飼料形態在增重方面變化不大。六週後
之成長率 , 被序為 75.00 、 58.24 、 44.99 、 36.12 %' 各週之成長率詳如表 14 。根接各遇之投

餌總計其攝餌之總量如表 15
, 此結果再與祖j定各組蛋自質含量相乘即可求得各組所攝食之蛋白質

量 , 詳如表 16 。

由前述結果即可 � 得各組企飼料敷墨學及蛋自敷率比 , 結果群如表 17 、 18 。由飼料敷率之平均

值依序寫 3.53 、 4.18 、 5,49 、 4.13
' 可見海藻酸錦組最佳

, 其次為黏性澱粉組及小麥筋韌組。由
蛋自敷率比亦可明顯表示海藻酸訥組之 0.53 為最佳 , 至於小麥筋粉及黏性觀紛各組分別為 0.34 、

0.30 差異不大 , 飼料形態單、雙股各組分別為 0.53 、 0.44 , 顯示飼料形態大小對其成長亦有相
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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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77

表 7 不同掛粒度對最適合量黏著劑之飼料洽失率

Dissolution rate (% ) of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and binder"
。 f moist pellet diets.

Particle size

(mesh)

>40

>60

> 80

(

法

)gzzg

閻
明
白

Binder

6% α -starch 3% 6%gluten sodium alginate

13.79 :!: 0.27 11.93 :!: 0.24 13.55 士 1.26

12.69 :!: 0.32 10.55 :!: 0.63 13.48 + 1.05

13.37 士 0.32 11. 75 土 0.22 13.21 土 0.42

12

11

10

40 ;60 80

Particle size ( mesh)

不同車哥拉度對合 3% 小麥簡輯對飼料溶失之影審

Effect of particle size on the dissolution of diets

b αmd with 3 %

圖 8

Fig. 8

gl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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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表 8 掌蝦飼育用之試驗飼料配方

Fonmula of experimental diets for grass pra 明1.

Content (%)

Ingredient

A&A' B C

Fish meal 55.0 55.055.0

reAUW"-elaac

戶

wgu-

-
們
呻

恥
、
KQUQU

8.0 8.0 8.0

5.0 5.0 5.0

Dextrin 12.0 15.0 12.0

α-starch 6.0

Gluten 3.0

Sodium alginate 6.0

Soy�an oi I 2.0, 2.0 2.0

Squid viscera oil 3.0 3.03.0

Vi tarniO' mix. 1.0 1.0 、 1.0

Mineral mix.

Cholesterol

2.5 2.5 2.5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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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表 9 各試驗飼料之一般成分

Ch 凹tical composi 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s.

Component (% ) A&A'

Crude protein 35.39

Crude fa t 8.59

Moisture 37.12

Ash 7.71

B C

34.67 35.81

8.43 8.49

3& 地 42 36.95

6.57 7.05

Table 10

各試驗飼料凍臟六週之水分含量變化

Changes in moisture content of diets during

6 weeks frozen storage at -20 'C.

表 10

Moisture ( % )

Week
A&A' B

1 37.12 38.42

2 37.52 38.74

3 36.38 38.03

4 36.91 38.29

5 37.43 38.54

6 36.86 38.60

表 11

C

36.95

37.29

36.77

37;56

38.34

37.85

Tabl e 11

試驗期間各組草蝦之體長變化
Changes in body Ie 曙 th of grass prawn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 曙 feeding periods.

Week

Body legth ( cm )

A A'

Ini tial 8.1.:t 0.7 8.2:tO.7

1 8.5:t 0.9 8. 5 :to. 8

2 8.9 土 1.1 8.8:t0.7

3 g.I:t1.0 9.0:t0.9

4 9.4:t 1.4 9.3 土 0.8

9.5 士 1.05 9.6:t1.2

6 9.9 士 1.4 9.7 士 1.0

B C

8.1:t0.9 8.3:t 0.7

8.5:t0.9 8.6:t0.7

8.8:t 1.0 8.7 +0.7

9.0 士 1.0 8.9 + 0.7

9.3 士 1.1 8.9 土 0.6

9.4 士 1.2 9.2 + 0.8

9.5:tl.2 9.0+1.0



Table 12

Week

lni tial

1

2

3

4

5

6

Table 13

Week

1

2

3

4

5

6

Mean

K.t

表 12 試驗期間各組萃蝦之體重變化

Changes in body weight 'of- grass prawn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 曙 feeding periods.

A

3.34 主 0.90

3.77 + 1.13

4.24:t 1.58

4.56 士 1.58

4.87 土 1.98

5.34 :t 2.00

5.84 士 2.25

A'

Body weight, ( g)

3.48 土 0.91

3.74 士 1.10

4.04 士 1.11

4.31 士 1.25

4.67 土 1,42

5.16 士 1.89

5.50 士 1 ι �93

B

3.55 :t 0.99

3.79 士 0.99

4. 19 :t 1. 18

4.47 士 1.28

4.70 士 1.51

4.93 :t 1.83

5.14 士 1.86

C

3. 56:t 0.87

3.75 :to.93

3.96 + 0.97

4.08 :t 1.07

4.26 士 1.18

4.53 士 1.37

4.86 :t 1. 58

表 13 試驗期問各組草蝦之體重變化

Char 還 es in body weight gain ,of gra,!>s prawn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 咽 s.

A

5.64

6.07

4.15

3.99

6.13

6.57

5.43

Weight gain ( g )

A'

3.91

4.51

4.06

5.42

6.84

5.75

5.08

B

3.64

5.93

4.33

3.44

3.42

3.18

3.99

C

2.65

2.93

1.61

2.54

3.84

是 .4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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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Week

1

2

3

4

5

6

表 14 試驗期間各組草蝦之成長率

Changes in growth rate of grass pra 珊1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ods.

A

12.99

26.98

36.54

45.74

59.86

75. ∞

Growth rate ( % )

A'

7.50

16.15

23.93

34.32

47.50

58.24

B

fi.84

17.98

26.12

32.29

39.02

44.99

C

5.31

11.18

14.41

19.50

27.19

36.12

表 15 試驗期間各組草蝦之攝餌量
Table 15 αlanges in feed intake ot wass prawn f�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ods.

Week

Table 16

Week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A

15.62

17.65

19.83

17.77

18.97

20.81

A'

18.77

20.18

21.80

19.38

21. 01

�.06

Feed intake ( g )

B

19.15

20.46

22.60

20.13

21.16

22.19

C

17.96

18.92

19.97

17.13

17.89

19.04

表 16 試驗期間各組草蝦之蛋自質攝取量

。langes in protein intake of grass prawn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ods.

A

8.79

9.83

11. 39

10.06

10.59

11. 79

A'

Protein. intake ( g )

B

10.56

11. 23

12.52

10.97

11.73

12.29

10.78

11. 42

12.85

11. 37

11. 88

12.43

C

10.20

10.65

11.40

9.57

9.79

10.55



Table 17

Week

1

2

3

4

5

6

l\&an

Table 18

Week

1

2

3

4

5

6

抽血

n

試驗期間各組萃蝦之餌料敷率

Comparision of the feed efficiency rates of grass

pra 明1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ods.

表 17

A

2.77

2.91

4.78

4.45

3.09

3.17

3.52

Feed efficiency rate

A! B C

4.80 5.26 6.78

4.47 6.463.45

5.37 12.405.22

3.58 6.745.85

3.07 6.18 4.65

3.17 6.98 4.24

4.18 5.49 6.87

表 18 試驗期間 z各組草蝦之蛋白質利用車

Cornparisi ∞ of protein efficiency ratios of grass

p.rawn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during feeding periods.

A

0.64

0.62

0.36

0.40

0.58

0.56

0.53

Protein efficiency ratio ( PER)

A' B C

0.37 0.31 0.26

0.40 0.52 0.28

0.32 0.34 0.14

0.49 0.30 0.27

0.58 0.28 0.39

0.47 0.26 0.43

0.44 0.3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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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弋濕粒飼料以魚肉驛混合乾草草飼料 , 其最佳成型之比例為 1. 0 : 1. 0 -- 1. 0 : 1. 25 . 2f( 份含量在路

--- 45 % 之間。
再動態溶失割定較靜態詛 ,Ij 定快速 ,

且其有相當規律之變化 ,
足以作為晶質之標示

, 是一方便而有敷之
測定方法。

三三濕拉飼科若以不同之動著劑來降低其禧失性,
以小麥筋掛 ( gluten) 、黏性澱粉 ( α﹒ starch)

及海藻酸齣 ( sodium alginate) 為佳 , 被甲丟在難維索 (CMC ) 則無改善溶失率之能力。

同作為濕粒飼料之畫畫著劑, 最適之添加量 , 小麥筋粉為 3% 、黏性澱韌及海藻酸動則均為 6% 。

豆豆濕粒飼料研使用之乾韌料 ,
其粒度以 60 篩目 (mesh) .在不同之黏著劑均呈現良好之敷栗。

六時藏於一 20'C 之凍結庫 ,
飼粒禧失反而降低 , 可知凍藏方式適用於濕備之保存。

有飼育用 2f( 之鹽度越高溶失越低 . pH 值則以中性時樁失較高 , 顯示濕拉適用於海水魚之養殖。
/、實際飼育

,
棍釀成長、飼料係數及蛋自敷率此 , 黏結劑以海藻酸納為最佳。飼料之形態會影響飼育

成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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