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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单一饲料的玉米、麦麸、米糠以及由它们配制成的粗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13. 5% 、 15. 1%和 16. 5%的 3

种配合饲料共 6种饲料搭配投喂模式 ,研究其对养殖中华真地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中华真地鳖分别摄食 3

种配合饲料后的生长速度均比 3种单一饲料的要快 ,其中以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 15. 1%组的生长速度最快 ;分

别投喂 3种单一饲料的中华真地鳖 ,除玉米组外的其余 2个组的饲料成本均明显低于 3种配合饲料各组 ,并且以

投喂麦麸组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最显著。

关键词:中华真地鳖　单一饲料　配合饲料　养殖　效果

中图法分类号: Q969. 254.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64( 2008) 04-0445-04

Abstract: 6 kind fo rages w ere used to feed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They were single co rn,

wheat bran, rice bran and thei r mix tures. Each mix ture contains 13. 5% , 15. 1% and 16. 5%

crude protein respectiv ely. The results show ed: ( 1)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fed with mixed

fo rage g row n faster than that fed wi th sing le forag e, the best result is the mixed forag e

containing 15. 1% crude pro tein. ( 2) Among above 3 single forages, wheat bran and rice bran

cost distinctly low er than the 3 kind mixed forag es, and wheat bran is the cheapest.

Key words: Eupolyphaga sinensis , sing le fo rage, mix ture forag e, breed, ef fects

　 　中华真地鳖 (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是

一种药用昆虫 ,又名土元、地鳖虫、土鳖虫等。分类

上 ,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Arth ropoda、昆虫纲 Insecta、

蜚 蠊 目 Blat taria、 鳖 蠊 科 Corydiidae、 地 鳖 属

Eupolyphaga。

中华真地鳖是我国传统的活血化瘀类中药 ,在

历代的本草书籍和现代的各版《中国药典》上都有记

载。它具有逐瘀、破积、通络、理伤等功效 ,临床上常

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骨折、经闭、肝炎、肿瘤及中风、

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按中华真地鳖干燥品计算 ,

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60%以上 ,属于典型的高蛋白昆

虫 [1 ] ,因而 ,也是饲养龟类、蛤蚧、野鸡等珍稀动物的

优质昆虫饲料
[2 ]

。

养殖中华真地鳖 ,具有在室内饲养占地面积小、

管理条件要求不高和养殖周期短等优点 ,加上目前

市场对中华真地鳖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从而促进了

其养殖业的发展。关于中华真地鳖的营养需要和配

方饲料的研究 ,室内小试已有报道 [ 3, 4 ] ,但都是以中

华真地鳖的增重速度和饲料转化率即耗料增重比为

考核指标 ,没有对其养殖成本进行分析 ,无法确定其

经济效益。为了提高中华真地鳖养殖经济效益 ,有必

要对其人工饲料和生产成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此 ,

本试验进行了采用单一饲料及其搭配制成的配合饲

料 ,研究其对养殖中华真地鳖效果的影响 ,以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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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真地鳖规模化养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点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场。

1. 2　试验若虫与分组

试验用的中华真地鳖若虫为南宁市五特药用动

物有限公司选育的中华真地鳖杂一代若虫。若虫出

壳后先用青菜喂养 7d,待其外表颜色由白色变为黑

色时再用配合饲料驯食 7d后供试验用。随机分成六

组 ,每组设置 2个重复。

1. 2　饲养土配制

1. 2. 1　锯末

选用已用水充分浸泡并沤制 2个月以上的松木

锯末 ,经晒干、过 12目筛后 ,备用。

1. 2. 2　泥土

选用无污染并富含腐殖质的山岭表层土壤 ,经

晒干、粉碎、过 12目筛后 ,备用。

1. 2. 3　干牛粪

选用南宁市石埠奶牛场的鲜牛粪 ,经晒干、粉

碎、过 12目筛后 ,备用。

1. 2. 4　饲养土配制

饲养土按锯末 泥土 干牛粪= 50 25 25的比

例 ,经搅拌、均匀后 ,用干净水调成含水量为 20%左

右 ,然后放入养殖池内。

1. 3　试验饲料

按投喂不同单一饲料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含不同

粗蛋白质的配合饲料分为 6个组 ,其中配合饲料的 3

个组均添加复合维生素 ,其用量为每 100kg饲料

10g。各组日粮配方及其营养水平是 ,Ⅰ 组: 玉米

100%、粗蛋白质 8. 6% 、赖氨酸 0. 27%、蛋氨酸

0. 13% ;Ⅱ组: 麦麸 100% 、粗蛋白质 14. 0% 、赖氨酸

0. 47% 、蛋氨酸 0. 15% ;Ⅲ组: 米糠 100% 、粗蛋白质

13. 1% 、赖氨酸 0. 43% 、蛋氨酸 0. 13% ;Ⅳ组: 玉米

50%、麦麸 20%、米糠 20%、豆粕 5%、国产鱼粉

3. 5%、骨粉 1%、食盐 0. 5%、粗蛋白质 13. 5% 、赖氨

酸 0. 61% 、蛋氨酸 0. 21% ;Ⅴ 组: 玉米 50%、麦麸

20%、米糠 16. 8%、豆粕 5%、国产鱼粉 6. 7% 、骨粉

1% 、食盐 0. 5% 、粗蛋白质 15. 1% 、赖氨酸 0. 72%、

蛋氨酸 0. 25% ; Ⅵ 组: 玉米 50% 、麦麸 20%、米糠

13. 6% 、豆粕 5% 、国产鱼粉 9. 9% 、骨粉 1%、食盐

0. 5%、粗蛋白质 16. 5% 、赖氨酸 0. 83%、蛋氨酸

0. 29% 。

1. 4　日常管理

各组的饲养管理条件均相同。投喂前用水将饲

料调成半干湿 ,即以用手抓成团 ,松手即散为度 ,然

后将其放在饲养土表面的报纸上 ,分多点投放 ,每天

傍晚前投料 1次 ,以次日早上略有少量饲料剩余为原

则 ,剩余的饲料经干燥后过秤并做好记录。每天早上

对饲养室进行打扫清洁卫生 1次 ,及时清除饲养土表

面的蜕皮和剩余的饲料、死亡的虫体。保持室内相对

湿度 70% ～ 80% 、饲养土湿度 15% ～ 20%。夏季气温

高时 ,加强通风换气 ,通过洒水或用电风扇进行降

温 ,以确保室内温度不高于 36℃。每隔 15～ 20d用

0. 01%百毒杀对养殖场地进行全面消毒 1次。同时做

好疾病预防工作。

1. 5　试验时间和环境条件

本试验是在中华真地鳖生长季节即 2006年 4月 1

日～ 11月 30日进行 ,共 244d。气温为 21. 7～ 37. 5℃ ,

室温为 20. 5～ 35. 5℃。

1. 6　测定项目及计算

本试验每组用若虫 0. 75kg,约为 1kg卵鞘所孵

化出的幼虫 ,为 18万只左右 ,约 30%为有翅膀的雄虫

不能做药用 ,且在养殖过程中自然死亡或飞走 ,故以

雌虫生长作为考核指标会更切合实际。按组计算 ,

以相对增重率、平均日增重、蛋白质效率、耗料增重

比、饲料成本和毛利润等指标综合评价中华真地鳖

的养殖效果。其中:相对增重率 (% )= [ (终末体量 -

初始体量 ) /初始体量 ]× 100;平均日增重 ( g )= (终

末体量- 初始体量 ) /试验天数 ;耗料增重比= 饲料

消耗量 /增重蛋白质效率 (% )= (中华真地鳖增重量

/粗蛋白质摄入量 )× 100;饲料成本 (元 )= 饲料摄入

量×饲料价格 /增重 ;毛利润 (元 )= 销售雌活虫收入

- (饲料总成本十种苗成本 ) ;将有关试验数据采用

SPSS13. 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 s多重

比较法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中华真地鳖生长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 ,投喂不同的饲料对中华真地鳖

的生长有明显的影响 ,净增重、平均日增重和相对增

重率三者呈正相关 ,且随着饲料中粗蛋白质水平的

增加 ,中华真地鳖的净增重、平均日增重和相对增重

率逐渐增大 ,当饲料中粗蛋白质水平超过 16. 5% (即

Ⅵ 组 )时又减少。统计结果表明 ,第Ⅴ组的净增重、平

均日增重和相对增重率极显著高于第Ⅰ 组 ( P <

0. 01)、也显著高于第Ⅱ 、Ⅲ 、Ⅳ组 ( P < 0. 05) ,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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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组无显著性差异 ( P> 0. 05) ;第Ⅱ 、Ⅲ 、Ⅳ组显

著高于第Ⅰ 组 ( P < 0. 05) ,且第Ⅱ 、Ⅲ 、Ⅳ组组间差

异不显著 ( P> 0. 05)。其生长速度以第Ⅴ组> 第Ⅵ

组> 第Ⅳ组> 第Ⅱ组> 第Ⅲ组> 第Ⅰ 组。

2. 2　对饲料利用效率和蛋白质效率的影响

表 1的结果显示: ( 1)随着饲料蛋白质含量升高 ,

耗料增重比降低 ,饲料蛋白质效率呈上升趋势。( 2)

就耗料增重比而言 ,第Ⅴ组分别极显著低于第Ⅰ 、Ⅲ

组 ( P < 0. 01) ,也显著低于第Ⅱ 、Ⅳ组 ( P < 0. 05) ,而

与第Ⅵ 组无显著性差异 ( P> 0. 05) ;第Ⅲ组又极显

著低于第Ⅰ 组 ( P < 0. 01)。第Ⅰ 、Ⅲ组和第Ⅱ 、Ⅳ组

组组间差异不显著 ( P> 0. 05)。从总体上看 ,配合饲

料各组的耗料增重比均明显低于单一饲料的各组。

( 3)从饲料蛋白质效率看 ,第Ⅴ组极显著高于第Ⅰ 、

Ⅲ组 (P < 0. 01) ,也显著高于第Ⅱ 、Ⅵ 组 (P < 0. 05) ,

而与第Ⅳ组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并且第Ⅰ 、Ⅲ

组和第Ⅱ 、Ⅵ 组组间差异不显著 ( P> 0. 05)。按饲料

蛋白质效率的高低排列 ,其顺序为第Ⅴ组> 第Ⅳ组

> 第Ⅵ 组> 第Ⅱ组> 第Ⅲ组> 第Ⅰ组。

2. 3　养殖效益分析

由表 2可见 ,单一饲料中的麦麸、米糠两组的总

成本均明显低于 3种配合饲料各组 ,以麦麸组取得的

经济效益最显著 ,其毛利润为 1130. 11元 ;在 3种配合

饲料中 ,以粗蛋白质水平为 15. 1%组所取得的经济

效益为最好 ,其毛利润为 1034. 34元。以毛利润第Ⅱ

组> 第Ⅴ组> 第Ⅵ 组> 第Ⅲ组> 第Ⅳ组> 第Ⅰ组。

3　讨论

3. 1　相对增重与饲料蛋白质效率的关系

蛋白质是中华真地鳖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成

分 ,它是构成其机体的主要物质。动物营养学理论研

究及大量试验结果表明 ,日粮中粗蛋白质指标不能

客观地反映出饲料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或转化效率即

蛋白质效率 ,而蛋白质效率主要取决于各种必需氨

基酸的含量、平衡性及其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

酸的比例关系。一般情况下 ,饲料蛋白质效率高 ,相

对增重率就大 ,其生长速度就快。在本试验中 ,虽然

单一饲料的麦麸组 (第Ⅱ组 ) ,其粗蛋白质含量比配

合料中的第Ⅳ组高出零点五个百分点 ,但其生长速

度反而不及第Ⅳ组的 ,这是因为第Ⅳ组蛋白质互补

作用的结果。显而易见 ,单一饲料的米糠组和玉米

组 ,其蛋白质含量低 ,且营养成分不全面 ,其生长速

度就远不及配合饲料的各组。但当日粮的粗蛋白质

含量高于 16. 5%时 ,其蛋白质效率反而下降 ,这是因

为饲料粗蛋白质含量过高 ,会使肠道内由微生物发

酵的腐败物质增多 ,对肠组织损伤程度加剧 ,使肠的

吸收机能下降 ,影响饲料的消化吸收 ,导致饲料转化

率降低 ,亦不利于动物的生长。按本试验的结果 ,在
表 1　中华真地鳖养殖及其统计分析结果

Tabl be 1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bred resul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组别
Groups

初始体重
Original
Weigh t
( kg)

终末雌虫
体重 Final
Femalew eigh t
( kg)

净增重
Net gain
Weight ( kg)

平均日增
重 Av erage
daily gain
w eight (g)

相对增重率
Relative gain
weigh t rate
(% )

耗料增重比
Forage
consumed
( Gain
w eigh t)

蛋白质
效率
Protein
ef ficiency
(% )

饲料成本
Forage
costs
( yuan 
kg- 1 )

Ⅰ 0. 750 96. 645± 3. 563Bc 95. 895± 3. 563Bc 393. 0± 14. 6Bc 127. 9± 4. 8Bc 6. 28± 0. 24C 1. 85± 0. 19C 12. 56

Ⅱ 0. 750 110. 920± 4. 426b 110. 17± 4. 426b 451. 5± 18. 1b 146. 9± 5. 9b 3. 55± 0. 18b 2. 01± 0. 11b 3. 91

Ⅲ 0. 750 107. 232± 4. 829b 106. 48± 4. 829b 436. 4± 19. 8b 142. 0± 6. 4b 4. 00± 0. 22B 1. 91± 0. 14C 4. 80

Ⅳ 0. 750 116. 79± 3. 284b 116. 04± 3. 284b 475. 6± 13. 5b 154. 7± 4. 4b 3. 34± 0. 12b 2. 22± 0. 10Aa 6. 61

Ⅴ 0. 750 126. 178± 4. 317Aa 125. 42± 4. 317Aa 514. 0± 17. 7Aa 167. 2± 5. 8Aa 2. 86± 0. 17Aa 2. 32± 0. 15Aa 6. 01

Ⅵ 0. 750 124. 670± 5. 372Aa 123. 920± 5. 372Aa 507. 9± 22. 0Aa 165. 2± 7. 2Aa 2. 78± 0. 14Aa 2. 18± 0. 16b 6. 17

a, b, c, P < 0. 05; A, B, C, P < 0. 01。饲料成本是指每增重 1 kg中华真地鳖雌虫活体所需的饲料费。

a, b, c, P < 0. 05; A, B, C, P < 0. 01; Forage cost s mains th e forage expenses per female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increased 1k g in w eight.

表 2　各组中华真地鳖养殖效益分析结果

Tabl e 2　 Benef it anal ysis of breedingEupolyphaga sinensis Wal kerin diff erent groups

组别
Groups

饲料价格
Forag e p rice
( yuan kg- 1)

单位增重饲料
成本 Forage costs
per gain w eight
uni t ( yuan)

总饲料成本
Total forage
costs ( yuan)

活虫价格
Living
insect price
( yuan kg- 1)

种苗成本
Larvae
bought
cost s( yuan)

总成本
Total costs
( yuan)

毛利润
Gross
income
( yuan)

Ⅰ 　　 2. 00 12. 56 1213. 86 15. 00 100. 00 1313. 86 135. 82

Ⅱ 　　 1. 10 3. 91 433. 69 15. 00 100. 00 533. 69 1130. 11

Ⅲ 　　 1. 20 4. 80 514. 71 15. 00 100. 00 614. 71 993. 77

Ⅳ 　　 1. 98 6. 61 772. 00 15. 00 100. 00 872. 00 879. 90

Ⅴ 　　 2. 10 6. 01 758. 33 15. 00 100. 00 858. 33 1034. 34

Ⅵ 　　 2. 22 6. 17 769. 21 15. 00 100. 00 869. 21 100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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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产中 ,粗蛋白质含量为 15. 1% (第Ⅴ组 )的日

粮比较适用 ,这与王立新等报道的基本一致 [4 ]。但由

于本试验从幼虫出壳后到成品均一直使用同一种日

粮 ,而从动物生长发育角度考虑 ,其只能满足中华真

地鳖生长发育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营养需要 ,究竟其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前、中、后期所需的最适日粮粗

蛋白质水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3. 2　饲料成本与毛利润的关系

在动物养殖中 ,其饲料成本占生产总成本在

50%以上 ,因而饲料成本决定了养殖效益。一般情况

下 ,配合饲料的价格比较稳定 ,并且与其粗蛋白质含

量密切有关 ,性价比较合理。但有的单一饲料 ,其价

格不够稳定 ,且与其粗蛋白质含量关系不大 ,性价比

很不合理。从本试验可以看出 ,玉米的粗蛋白质含量

仅为 8. 6% ,而其价格却高达 2. 00元 /千克 ,远远超过

了其提供可利用养分的价值 ,也超过了粗蛋白质含

量为 13. 5%的配合饲料组 (第Ⅲ组 ) ,并很接近粗蛋

白质含量为 15. 1%的配合饲料组 (第Ⅴ组 )的价格 ;

麦麸的粗蛋白质含量为 14. 0% ,但其价格只有 1. 10

元 /千克 ,真是物超所值。

如以第Ⅲ组所取得的毛利润 879. 90元作为盈亏

平衡点进行分析 ,则麦麸、米糠和玉米的盈亏平衡点

价格分别为 1. 72元 /千克、 1. 48元 /千克和 0. 78元 /千

克。也就是说 ,当麦麸、米糠的价格分别上升到 1. 72

元 /千克和 1. 48元 /千克时 ,就不能采用单一饲料麦

麸、米糠进行养殖中华真地鳖 ,否则就达不到毛利润

879. 90元 ;当玉米的价格下降到 0. 78元 /千克时 ,采

用单一饲料玉米进行养殖中华真地鳖 ,就可获得毛

利润 879. 90元。

由此可见 ,各地应根据麦麸、米糠和玉米的价格

情况 ,适当选择单一饲料或由其配制而成的配合饲

料进行养殖中华真地鳖 ,只有这样 ,才能取得好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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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吸水作用的羟基少于未处理材中的羟基。( 5)二氧

化硅增强材料失重率随沸腾时间和增重率的增加而

增大 ;增重余量随增重率增加而增大 ,随沸腾时间的

增加而减少。经过抗流失性实验后 ,增强材料中大部

分的二氧化硅仍然保存下来了 ,增重率越大 ,最终的

增重余量也就越大。二氧化硅增强材料抗流失性能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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