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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蛋白AP950™对幼鳖抗病力及生长的影晌

The etTect of plasma protein AP950™ on disease resistance 
and growth of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 Trionyx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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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1l阳π严sinensis) 是我国淡;):名优养殖的主要品种之→。 近年来由于养殖面积不断扩大，养
殖强度逐渐增加 ，养殖集约化程度日渐加强，中华鳖的病害也越来越多，有的已十分严重，给生产带来r
较大的损失[，]。 有的鳖农为r提高药物防治的效果，盲目加 大用药量，不仅未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反
而给养殖环境和鳖的品质带来了潜在的危害。 因此，寻找新的防病措施已是当务之急。 A凹50'"是一种
血辈蛋白，官吉有多种功能性的蛋白质，如白置白、球蛋白、营养素结合蛋白和某些促生长因 于等。 对家
富家常的研究表明，它能增强猪的抗病力和促进乳猪的生 长，此外，它也能提高鱼 种的成活率。 AP9 50™
对中华鳖的抗病力与促生长作用如何，目前还恤王研究。 本文报道了这 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鳖，40-1∞ g，平均70g左右，由上海前卫特种水产养殖公司提供，试验前暂养半个月以上;血

辈蛋白，A阳5dlM，圭国蛋白质公司产品，菌株，嗜水气单胞菌飞株[2.3由长江水产研究所提供，试验试剂
(如肝章纳、吉姆萨染色液、磷酸缓冲液等)均按常规方法配制，鳖饲料为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1.2 方法
试验期间(1阳9年1月10日至6月10日)鳖分别养殖于 8个 面积5M'、水深20- 30cm的温室水泥

池中，每池100只，弄殖水温(30主1)吃。 放养前逐只称重。 其中2辑、沪为对照，4#.3â9#为试验，试验组
在鳖饲料中添加10%的A回到四，对照组添加10%的优质鱼粉 ，日 投饲2次，投眼量根据各池鳖的摄官
能力逐日调整。 分别在试验开始后的第0.5、L2、3、4及5个月对2至6 组每次各随机抽取鳖4只，其中

2只果取断头方式取全血，将其血辈混合后，检测白细胞的吞噬活性，另2只检测其对嗜水气单胞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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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的抗攻击感染力，并以每组的平均存活率进行统计分析。 试验结束时对全部试验组的鳖计数、称重、
井计算成活率[成活率=成活数/(放养总数 各次抽样鳖的总数)]、平均增重率[平均增重率= (出池时
辈的平均重量-试验开始时鳖的平均重量)/试验开始时鳖的平均重量]与饲料系数|饲料革数= [施用
饲料且量(包括未吃完的剩余饲料，kg)-1. 5kg(仅限抽样各组)]/总增重率(kg) I 0 

白细胞的吞噬活性检测妻照立献[4]的方法进行;抗病力检测的方法是 用 3 x lOScuf/mL浓度的飞
菌菌液攻击，连续观察192hrs，记录各组鳖每 一只的死亡时间，计算死亡速度(即半数死亡率，回到)和
48""的抗攻击保护率。

2 结果

2.1 中华鳖白细胞的吞噬活性
投喂AP9 50田半个月后，试验组白细胞的吞噬率就由开始时的[53.6�1.6(3)]%上升到[63.9土

2.0(3)] %，匾著地高于对照组(1检验，p<0.05)和试验开始时的状态(p<0.05)，这 状况 直持续至
试验结束，而对照组除第3个月与开始状态有显著的差异外，其余月数差异均不显著。 试验期试验组的
吞噬活性平均比对照高出[8.4士1.4(6)]%(表1)。

表1 Al'\刷田对中华鳖白细胞吞噬活性的影响

丁rab.l币�咀'ect of AP-刷刷圆"温g町耻缸tlvityof Ieuf:泪""of �胁.......tu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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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 有显著的差别

X士S.D 53.6止1.6

2篝 52.6

X士5.D 53.4土1.1

试验组比对照组商

t检验(试验与对照)

。但

巳止2
注: (1)表中X金5.D为平均数企标准差，

2.2 中华鳖的抗病力
投喂AP950™1个月后，试验组(4' ，5稀、俨)对T3菌的抗感染力明显增强，48""内的死亡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2' ，3勺，保护率为55.6%，死亡速率是 62lu毡，约为对照组的112;随着投喂时间加长，第3个
月时保护率达1田%，试验组死亡速率大于1回�hrs，而对照组仍为 48"";到第5个月试验组保护率仍为
l∞%，死亡速率为 86.0""(表2)。

襄2 AP9曲�对中华噩抗病力的影晌

Tab.2哑te efl'ed of AP-施。m跚 .... 揭�，回......of�爵0.. Il0l ""曲

项 目
试 验 开 始 后 " 数

2 3 4 5 

试验细 33.3主28.8(3) 33.3士28.8(3) 。虫。(3) 16.6立28.8 。盒。(3)
48'"的死亡率(%)

对照组 75.0土35.4(2) 1∞土。(2) 1∞主0(2) 7丑。左35.4(2) 1田士。(2)

48...的保护事(%) 55.6 666 1∞o 77 .8 '革
100.0 

死亡速事(irr冒)
试验组 62 76.9 > 192 113.5 86.0 

对照组 32 31 48 36.7 34.0 

注 表中的试验组与对照规(48'"死亡率〉的数据指平均数去标准差〈试验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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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存活率、增重率及饲料系数
饲养5个月后鳖出池时，清点鳖的只数，并逐只称重，计算成活率、增重率与饲科系数。 结果表明，

投喂A回到田的试验组成活率比不技喂A阳t50™的对照组高出5%(表3)，试验组的增重率比对照组高
31.29岛，而饲料系数却降低O.07(表的c

项 目

成活率
X拿5."

褒3 A凹50田对中华董存活翠的影响

Z'00.3 1be efl'ed of �四川曲survival rate r:I. soft..sI回"" ""'" 

试 验 组

" " 6樨 7' " " 

77 82 78 87 88 9日
84.2:1:6.2 

注(1)表中成活率指放养总数中减去各次抽样用去的鳖的总数，
(2)4"初"因3月10日子池检测时，人为操作不当而使部分鳖受伤，影响了成活率

表4 A回回m对中华量增置率E饲料系戴的影晌

对 照 组

2' 3' 

7 7  81 
79.2士2.8

T曲4 哑抱回眩目ofAI"剧，1M on weight-恤酣睡阻.Ie æ世-出ty """'理t of. soft-盛时""钮""

试 验 细 对 照 纽
项 目

4得 " 6' 7' 8得 " 2得 3得

人池时平均重量<，) ω5 ω9 59.1 58.6 57.9 54.9 64-.3 62.5 
干池时平均重量(，) 217 .3 211.7 193.。 2妇3.4 194.0 却8.0 2ü6.7 192.2 

甲均增量(，l 156.8 150.8 133.9 144.8 136.1 153.1 142.4 133.7 
总耗恫数<k，l 20.30 18矗55 18.51 22.06 21.3与 23.81 20.85 19.42 

增重率(%l
259.1 2玲7.6 m6 247.1 235:1 278.9 221.9 213.9 

249.1士18.4 217 .9土4.'

饲抖系数
1矗21 1σ7 1.23 1.25 1.25 1.23 1矗31 1.24 

1.21:1:0.07 1.28士。晶。5

注 关于饲料系数，抽样组均从耗饲总量中减去1.5kg(抽样'庭所耗用的饲料最)作为实际施饲景计算饲料系数

2.4 个体差异的变化
养 殖开始时试验组与对照组个体差异不大，无论最大个体与最小个体的比，还是个体间大小的变异

系数均较接近，2个月后，对照组的个体差异逐渐 增大， 到第5 个月时照组的最大个体与最小个体的比
值要比试验组高出2.75 倍，变异系数比试验组高出O.16(表5)0

3 

项 目

最大/最小
(个体体重比值)

体 重
变异系数

褒5 AI"漏O�时申华量个体大小差异的影晌

T曲.5 τbe efI'eCt of AP费跚1M on indivi曲ml size dim田�of且由·由咀.. tur趾

试验开始 试 验 组 对 照 组
后月二数 4符 " 6' 7' 8' 9' X土5D 2徘 3' 且左5."

O 2.31 2.50 2辛4 2.41 2.3B 2.46 2.3日士。由 2.49 2.39 2.44:1:0.07 
2 4.38 3.87 4.22 4.16土。.26 5.25 3.89 4.57士0.96
5 5.25 4.0\ 5.01 7.57 ，.w 5.29 5.40:1:1.16 5.51 10.78 自15:1:3.72 
。 。矗21 0.24 0.21 0.23 0.21) 0.21 0.22士。但 0.26 0.24 0.25:1:0.01 
z 0.33 0.28 0.27 0.29土o.æ 0.59 。矗31 0.45士u】
6 0.33 0.33 0.32 0 34 。历 0.37 0.29土0.12 0.39 0.42 0.41士。但

注·丰表中抽样鳖均忽略

讨论

中华鳖的抗病力除了与体内特异性抗体效价密切相关外[剖，白细胞的吞噬洁性也应是~ 个直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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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关于这点鱼类已有较多的报道�6-8: 而对中华鳖则较鲜有。 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中华鳖的白
细胞具有较强的吞噬作用，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如试验开始时)，它的吞噬率与鱼类(如草鱼 ，10'1.:条件下
为58.9%[9J)基本相 当。 一般认为，营养是件和温度、季节、环境因子等其它因素 样是影响在噬活性
的 个 重要因素。 饲料中的维生素C、E&不饱和脂肪酸对虹蹲、倒鱼、大菱挥(Sco"，"halmw n阳m皿 )等
的在噬活性有较大的影响[10-12]。 本 研究表明，随着置白质摄入的增加 ，中华鳖的吞噬活性也有所增
加，封 方面，血辈蛋白AP950四比鱼肉蛋白(鱼粉)对中华鳖吞噬活性的影响更大，投暇AP9 50Thl15天后
的吞噬活性就与开始状态有显著的差异(1检验，p<O.02)，过说明饲料中置白质的质量对中华鳖白细胞
吞噬活性的影响比其数量更为重要。

测定抗攻击保护率是检测中华鳖抗病力的 个 重要指标。 为了缩短感染后观察时间，本研究果用
了较大剂量的飞菌液浓度攻击，观察481us的保护率与死亡速度，以此说明血辈置臼AP950'fM在抗病上

的作用c 结果表明， 饲料中添加 AP9SO™后对中华鳖抗嗜水气单胞菌感挚的作用增强，死亡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在48hrs内井可获得较高的保护率。此外本研究也表明，AP950田的投喂时间越长，中华鳖的
抗病作用也就越强。 这说明A月150™功能性蛋白有累积效应。

M习9 50回作为 种高蛋白添加剂，与鱼粉相比，它不仅对中华鳖有明显的增重效果，而且能减少个体
间大小的差异，有利于同池鳖的均衡生长。 AP9SO四具有这 优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血浆置自AP9SO田
的饲料系数较高或诱食力较强，使得饲养鳖可有效地摄取和利用饲料。

由此可见，血辈蛋白AP9 50™在增强中华鳖的抗病力与促进中华鳖的生任等方面的效果是十分显
著的c 关 于AP9 50πI的最佳添加量，最适投喂期以及AP950™抗病与促生长机制等还有待于进 一步地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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