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内陆水产 !""" 年第 #" 期

养鱼技术服务台! 文章编号："$$%!#&#’()$$$ *"$!$"#!$)

益生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三 *
苏州市郊区农业局 ( )"%$$+） 章 剑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0

# 益生菌的应用

据刘晓鹏等(北京水产，)$$$ ()）)报道，微生态制

剂具有投入小、收益大、无抗药性等优点，是 )" 世纪水

产养殖业的发展方向。正如我国著名微生物学专家魏

曦教授预言的那样：“光辉的抗生素时代之后必将出现

一个微生态制剂的时代”。美国将乳杆菌混入猪、牛饲

料中，在不增加饲料的情况下，可使牲畜增重 "$1 2
)$1 。国内，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产的“调痢生”；中国

农大研制生产的“益微”；王经邦等曾用肠微球菌和双

歧杆菌重建仔鳗肠道微生态系，对提高摄食量有明显

效果。"--% 年大连水产学院桂远明等报道，用加有微生

态制剂的饲料喂鲤鱼，经两个月的饲养，能提高鲤鱼产

量 "$1 2 "-1 。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鱼病防治服务

部，经过 & 年多时间的努力，完成了农业部和北京市科

委下达的“草鱼微生态制剂的研究3 项目研究。研制出

了能提高草鱼、鲤鱼等养殖鱼类产量，同时还有抗病作

用的高科技系列产品。目前这些产品已经北京市京南

鱼药厂正式生产。现产品主要有 & 种：其中包括一种能

显著提高草鱼生长速度的草鱼专用型微生态制剂 "
号；一种能提高鱼种成活率的抗病型微生态制剂 ) 号；

和一种适合各种水产生物的通用型微生态制剂 & 号。

这 & 种 制 剂 在 增 重 方 面 均 能 较 对 照 组 提 高 "$1 2
)$1 ，免疫能力在免疫细胞检测方面较对照组有较大

提高4 缩短了养殖周期，降低了饵料系数，耐活体远途

运输，而且在养殖产品的肉质、色泽等方面更接近天然

生产的产品。

近年来，益生菌已在养鳖中广泛应用，效果得到肯

定。日本应用于养鳖稍早一些，我国正在加紧这方面的

研究和开发，益生菌作为鳖专用饲料添加剂4 杭州领先

一步。此前，在湖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使用光合细

菌、56 复合微生物制剂等主要是净化鳖池水质，也有

少量加入饲料中的情况，但使用的 56 生物制剂不是鳖

专用。龟类应用目前尚处试验阶段，但从鳖的应用成功

中看到希望，随着养龟业的加快发展，用于龟类的各种

益生菌制剂将会不断涌现，前景非常广阔。

日本应用益生菌在养鳖中取得显著效果。"--+ 年

日本木告先生率先将厌性乳酸菌菌群用于鳖饲料中，

结果未添加益生菌的池水每周就要换 " 次，而添加益

生菌的养鳖池水每月换 " 次，不仅保持良好的水质，而

且臭气消失了，不仅如此，添加益生菌后，稚鳖的成活

率从 +%1 提高到 -%1 以上。

国内应用益生菌在养鳖中取得初步成果。据报道：

杭州市水产研究所用乳酸杆菌和芽孢杆菌等益生菌复

合研制开发的“70”微生物活性制剂，作为鳖的饲料添

加剂，使用后，换水率由原来的每月 & 次减少到 " 2 ". %
次，水质条件改善，鳖的消化吸收率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提高 81 以上，生长速度加快，发病率下降，经济效益

相应提高 9浙江科技报，)$$$ (: * ; # <。董玉忠等进行微

生态调节剂 ( =,0 * 对温室内巴西彩龟促生长的研究，将

微生态调节剂 =,0 添加在试验组龟饲料中和泼洒于龟

池内。经 "$$ > 观测，施用 =,0 的试验组龟的增重率平

均为 &+. %1 ，饵料系数平均为 ". 8:；对照组分别为

)+. &:1 和 ). &8。表明 =,0 对巴西彩龟具有促生长和降

低饵料系数的作用 9齐鲁渔业4 "--8 (: * ; :$ 2 :" <。宁波

市一家新办饲料企业，从新加坡星米海洋水产多元化

公司引进 ,)##8#"$5 专利配方，主要是在鳖饲料中添

加乳酸菌等益生菌，生产模拟自然生态饲料，该饲料含

有天然维生素、氨基酸、天然油脂、天然有机微量元素、

常量元素等，以及不少于 +$1 的动物蛋白源，不含激

素、化学合成生长素、抗生素等。使用该料后，由于其特

殊的生物作用，鳖的排泄物可使水色变为紫红色，能抑

制有害微生物的存在。鳖在使用后，长成瘦肉型，脂肪

减少 8$1 ，背甲扁平，色泽光亮，裙边宽而厚，四肢肌肉

发达，类似于野生鳖，这种无药物残留的“绿色”健康鳖

不仅可内销，还可出口创汇。

益生菌在龟类养殖中的应用研究目前尚在试验

中，以复合益生菌为主要研究方向。如将蜡样芽孢杆

菌，双歧杆菌，56 混合菌群等益生菌复合成生物制

剂。生物制剂的使用，使得在同一粗蛋白水平下，可利

用氨基酸量多，吸收率更高，能改变龟类肠道微生物区

系，促进有益菌繁殖，抑制有害菌滋生，延长亲龟产蛋

高峰期，提高产蛋率，增强机体抗病力，降低死亡率，保

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以生产无药物残留的高质量商品龟。

当前，在龟饲料中益生菌的添加量为：乳酸杆菌

$. $81（可降低氮排泄量 ). -1 2 )%1 ）；先达牌复合益

生菌 #1 2 ")1 ；光合细菌 "1 2 &1 ；酵母细胞壁（具



!"#!内陆水产 !""" 年第 #" 期

有免疫促进作用，是啤酒酵母提取的细胞壁进行喷雾

干燥后得到的一种产品，其中 ! $ 葡聚糖占细胞壁的

"%& ’ "(&）)* "& ’ )* %&；北京营养源研究所生产的

“益菌多”)* "& ’ )* (& 。

益生菌与抗生素等的配伍问题。益生菌在应用中

一般要注意不能与抗生素和化学合成抗菌剂（如喹乙

醇）同时使用，因为益生菌是活菌剂，如果同时使用，抗

生素和化学合成抗菌剂具有杀灭益生菌的作用。但在

治疗龟病时，如果病情严重，需要同时应用抗生素或化

学合成抗菌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混用，应

了解配伍禁忌。张玉换、聂志武、胡志高等（"++#）用腊

状芽孢杆菌、腊状芽孢杆菌 , 地衣芽孢杆菌混合益生

菌对 "- 种抗生素和 . 种抗球虫药进行了药敏试验，以

确定某些抗生素或化学合成抗菌剂与上列益生菌配伍

的可能性。结果：腊状芽孢杆菌属（益生菌），对氯霉素、

庆大霉素、氨卞青霉素等 "/ 种抗生素敏感，因此不能

同时使用，不具配伍性；对杆菌肽锌、制霉菌素不敏感，

可同时使用，具有配伍性。腊状芽孢杆菌 , 地衣芽孢杆

菌混合益生菌除对马杜拉霉素和百球清敏感，不能同

时使用；对克球粉、复方氨丙啉、速丹和氯苯胍等药不

敏感，可同时使用，具有配伍性。

在应用中还要注意益生菌与某些中药的配伍禁

忌。具有较强抗菌作用的中药，如金银花、连翘、黄芩、

鱼腥草等及其中成药不宜与菌类制剂合用。因抗菌类

药物在抗菌时也同时抑制或降低菌类制剂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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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管理是养鱼的一个重要环节，从 5 月份就为

后期管理，此时正是养殖鱼类摄食旺盛和增重长膘的

时期。此时应抓住时机，加强管理，才能保证鱼类快速

生长，提高鱼产量。主要管理措施是：

" 合理增施肥料

进入 5 月份池塘水温逐日下降，一般在 %)6左右，

是鱼类生长适宜温度。此时要增加施肥量，一般每 ..#
7% 施发酵的人畜粪肥 %-) 89 左右。若施化学肥料，每

..# 7% 施尿素 % ’ %* - 89 或碳胺 ( ’ - 89，加过磷酸钙

(* - 89，每 - ’ ") : 追施 " 次，保持池水透明度为 %- ’
/) ;7，水质呈黄褐色或黄绿色。

% 投足饲料

鱼类养殖后期生长迅速，这时要保证鱼类有适口

和质好、量足的饲料。以草鱼为主养的池塘，主要投足

鲜嫩的水草、陆草和青菜叶等饲料，每天投喂 % 次，投

后以 / ’ - < 内吃完为佳，同时，也要辅喂适量的精饲

料。当青饲料不足时，应及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直

到以投喂精饲料为主，所投喂的精饲料有麸皮、米糠、

饼类等。投饵应固定地点，坚持“四定”的原则。以鲢鳙

为主的池塘，除施肥培养天然饵料外，也要搭配些精饲

料。具体投喂多少，应依天气、水质和养殖鱼类品种灵

活调整，让鱼吃饱吃好。

/ 调节水质

此期要保持池塘的水质肥、活、嫩、爽，透明度适

中。为此要经常加注新水，一般每 - ’ 5 : " 次，每次提

高水位 "- ’ %) ;7。若水质恶化，应先排出 " = / 再注入

新水。同时，定期搅塘和施用生石灰，改善水质，调节水

体 >? 值，一般每隔 "- ’ %) : 各进行 " 次，每次每 ..#
7% 用生石灰 "-) 89 溶水后泼洒。

( 加强防病

养殖后期鱼病易流行，应及时预防。一是在食场周

围悬挂药袋，每个食场可挂漂白粉药袋 % ’ / 个，每袋

装药 ")) ’ "-) 9，连续 / ’ ( :。二是定期泼洒药物，每隔

/) : 用 " 9 = 7/ 漂白粉、"- 9 = 7/ 生石灰、)* # 9 = 7/ 硫酸

铜全池交替泼洒一次。三是投喂药饵，定期用土霉素、

大蒜或痢特灵拌饵投喂 " 次，每次连续投喂 - ’ # :。若

发现鱼病，及时用药治疗。同时，坚持巡塘观察水质和

鱼的吃食情况，打捞残饵，保持池塘水质清洁。

- 防止鱼浮头

后期随着鱼体增大，整个鱼塘密度增高，耗氧量也

增多，加之有机质耗氧，往往造成缺氧浮头现象，尤其

是雷雨、闷热天气，在投饵施肥过量情况下，水质易发

生变化，要采取预防措施：一是控制放养密度或捕出部

分成鱼上市，以减少池塘耗氧。二是科学施肥投饵，控

制水中浮游生物群落。三是池底淤泥不宜过多。四是要

适时开动增氧机，以增加水中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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