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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鲤与荷包红鲤的生态类型及其

杂交后代 (荷元鲤 )经济性状的分析
’

马仲波 张兴忠 仇潜如 刘树华 张建森

(国家水产总局长江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以属于华南鲤 C夕州认。 苗
:

娜。 恻加of 。 。讹 毛朗却祖。 的高原河流性野生种元江鲤为父

本与经人工选育的地方养殖种荷包红鲤为母本进行染交获得的 护 、
(荷元鲤 )

,

具有明显的杂种

优势
。

本文阐述了亲本元江鲤与荷包红鲤的地理亲缘关系
,

.

生态类型及主要性状
,

对杂种优势表

现与利用有其重要意义 ;分析了荷元鲤杂种的体型
、

生长
、

含肉率
、

起捕
、

能育性及抗病等经济

性状
,

尤以生长方面优于双亲及长江野鲤呈显著性差异 ( p < 。
.

001 ) ;探讨杂种优势是由于亲本

间遗传性差异以及不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

鲤鱼是世界上分布最为广泛的主要淡水养殖鱼类之一
,

其种类较多卜已知有二
、

三十

种
。

在这些品种中由于具有不同遗传性的有利与不良性状
,

因此迄今尚难确定那个品种

为最好的养殖种
,

从而引起了对鲤鱼进行遗传改 良的重视
。

近年来国内外进行了一些鲤

鱼种间的杂交试验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如 日本用大和鲤早与德国镜鲤了杂交获得的 凡
,

具有杂种优势
,

其生长率
、

饵料转换率及成活率等超过了它的亲本 , 」。

我们于 1 97 4年开

始用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长江野鲤
、

镜鲤
、

柏氏鲤等诸品种进行了数个组合的杂交试验
,

结

果以荷包红鲤早欠 元江鲤了所获的 P
、
(荷元鲤 )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

为了进行鲤鱼的遗传改 良
,

首先对亲本系统的了解
,

对期望 几 代整齐与杂种优势的

稳定
,

有其重要意义
。

作者通过几年来的试验研究
,

初步阐述亲本的生态特点与主要性

状
,

分析杂种的经济性状并对杂种优势的成因作了初步探讨
。

先后参加工作的尚有
:
王楚松

、

播光碧
、

杨永锭
、

夏德全
、

岑玉吉
、

王令玲
,

本文承中山大学廖翔华教授审阅
,

深表谢忱
。

长江水产研究所王塔副研究员
、

朱林庚副研究员审阅初稿 ; 胡玫同

志协助营养分析
,

黄木栓同志摄制照片
,

黎炽华同志给予一些帮助
,

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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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鲤与荷包红鲤的生态特点与主要性状

(一 ) 分类学上的特点

元江鲤与荷包红鲤在分类学上分别属子鲤鱼
.

中的不同业种与变种
,

而且应 该属于地

理亲缘较远和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杳坏声中
:

而形戒各自独特性状的野生与家养两个不

同种群
。

元江鲤 口卿犷抓。 。 卿初 终
“ 。正勿叼 W u et al

.
。

产于云南元江水系
,

根据伍献文教

授的分类
,

该种鲤鱼的侧线鳞
、 .

背鳍条
、

鳃耙数等与长江至黑龙江水系的鲤鱼种群有一定

的差异
,

而且与珠江以南的种群属同一类型
。

因而将该种鲤鱼划归另一亚种
,

即属于华南

鲤 C” 而。 。 ca 卿`口 八硒犷叻
之二。 玩

。 6 p叼 。 。

荷包红鲤是鲤鱼 口好而。 。 ca 炒向 L
·

的团鲤型的一个变种
,

经过人工的选育已成为

性状比较稳定的地方 (姿源 )养殖品种
。

从侧线鳞
、

背鳍条及鳃耙数等来看
,

与我国不同地

区分化出来的四个不同亚种的鲤鱼比稼
,

似应接近长江水系的种群
,

即普通鲤以 ) (北起黑

龙江至闽江水系等 )的亚种范围
。

从形态上看同野生鲤有差别
,

就分类学来说
,

是属子同

一物种而不具独 自的学名
。

其可数性状接近普通鲤 (长江野鲤 )亚种如下表所示
。

表 1 元江鲤
、

荷包红鲤与长江野鲤麟片
、

鳍条
、

鳃耙数的比较

鱼鱼 名名 分 类类 侧 线 鳞 数数 背 鳍 条
.

数数 鳃 耙 数数

幅幅幅幅 度度 平均值值 幅 度度 平均值值 幅 度度 平均值值

元元 江 鲤鲤 华南鲤 (亚种 ))) Bl 一召巧巧 朋
。

2 999 1 8一 2 111 1 9
.

7 555 1仑一2 111 1 9
,

5OOO

荷荷 包 红 鲤鲤 家养品种 (变种 ))) 8 6一8 777 3 6
.

6习习 1 6一1 888 王7
。

(旧旧 2仓一邢邢 2 1
`

(旧旧

长长 江 野 鲤鲤 普通鲤 (亚种 ))) 3 4一8 999 3 6
.

8 666 1 6一1 999 1 7
。

3 000 1分
,
2 333 即

,

4 555

(二 ) 主要性状与形态特点
·

荷包红鲤的体型为
“

团型
“ ,

头小
、

背高
、

体宽
、

尾柄短
、

腹部大
,

形似荷包而得名
。

体色

为金红色或桔红色
,

腹部略具白色
,

、

色泽鲜艳美观
。

据传该鱼已有 300 年历史
,

旧称
“

洛

鲤
” 。

经过长期人工提纯选育的结果
,

成为现在性状比较稳定的地方养殖品种
。

其体型体色的遗传性
,

致形成本种固有的特点
。

脊椎骨数为 34 一 38
,

在尾部有几个

推体排列紧缩呈愈合现象
,

故构成体短
、

背部隆起的团型身躯 (见图 1 )
。

体长为体高的

2
.

0一 2
.

3 倍 (平均值 2
.

2)
,

为头长的 2
.

5一 3
.

5 倍 (平均值 2
.

9 4)
,

为背鳍基长的 2
.

拓一
、

2
.

62 倍 <平均值 2
.

5 2 )
。

尾柄长小于尾柄高
。

缥室二个
,

前室大于后室
,

长度约大一倍
。
口下位

,

上领突出于下领
,
口须二对

,

后须

长超过前须一倍
。

下咽齿发达 , 主行第一枚粗圆
,

其余呈臼齿状
,

齿面有 2一 3 道沟纹
。

背

鳍外缘稍内凹
,

最后一根硬棘的后缘有锯齿
。

元江鲤为头小
、

体扁
、

背稍高的纺锤状鲤鱼
,

外形与普通鲤相似 (见图 2 )
。

体色为背

( 1 ) 属于较普遍的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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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元江鲤
、

荷包红鲤与长江野鲤主要性状的比较

}}} 元 江 鲤鲤 荷 包 红 鲤鲤 长 江 野 鲤鲤

项项 日
.

———————————————————————————————————
平平平均值} 变 幅 } 平均值值 变 幅幅 平均值值 变 幅幅 平均值值

222
。

oo 一 2
.

3 000 2
.

和和 2
.

7 0一 3
,

1 444 2
.

牙111

222
.

即一3
。

6 000 2
甲

9 444 3
。

拐一4
.

佣佣 3
。

8 333

222
`

4 5一2
。

能能 2
,

脸脸 2
,

3 9 , 2
.

胎胎 2
。

4 666

222
.

印一佗
.

8000 2
,

6 111 2
.

8 2一3
,

4 000 3
甲

2 666

巧巧
.

拐
一

芍
.

0888 巧
`

6 777 3
,

匀3一与
,

王888 4
.

7 000

222
`

1 0一佗
,

舫舫 2
`

2 999 2
.

2巧一2
.

6 555 2
`

铭铭

222
.

7 0 一3
.

8 666 s
r

盛666 1
.

5 7一 2
`

叨叨 1
.

8 000

111
.

6 2一 1
.

邪邪 1
,

8444 1
.

? 4一2
`

O石石 1
.

9 111

习习4 - 3 888 3 666 3 3一3 999 3 666

注
:
参照伍献文等

: 召

中国鲤科鱼类志
.

(下卷 )
。

(三 ) 某些生理生态特点

( 1) 元江鲤产于云南元江水系
,

地处海拔特殊地形复杂的云
、

贵高原上
,

由于受亚热

带季风的影响
,

形成立体气候
,

气温高
,

而且几条主要河流水系又相对隔离
,

故元江水系 自

成为一个独有的生态类型
,

长期生活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元江鲤乃成为一个地理种
。

从

地理区系来看
,

似属于中国印度区
、

亚热带河流性种群
。

从地理亲缘关系方面来看
,

与华

南地区较为接近
,

而与长江水系则相隔甚远
。

处在这种环境中
,

元江鲤的繁殖季节较早
,

每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即开始产卵
,

而

此期在长江水系正是冬冷春寒季节
,

说明其生奔条件的特点
,

在气温和水温约在 ZOaC 左

右
,

产卵均子晚上至天亮前进行
。

产卵时沿江流 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
,

分批产出
,

约每隔

7 天至半月为一批
。

产卵场在回流平静的江滩地带
,

产卵时亲鱼跳跃并发出响声
。

亲鱼

产完卵后即游向岩洞深滩
,

此时极难捕到
。

整个产卵季节从 n 月下旬至次年 3 月初
,

以春

节前后 10 天左右为盛期
。

元江县鱼种站每年均在江边设置人工鱼巢
,

然后取回鱼卵进行

孵化育种
,

每年约为 2一3 百万
。

故属于原种的野生鲤
。

成熟年龄
:

雌性为 2 冬龄
,

雄性当年成熟
。

怀卵量
:
个体重 1。。。一 1 5。。 克约为 12 一 15

万粒
,

1 7 5 0一 2 5 0 0 克约为 2 0一 2 5 万粒
。

生长
:

因水温较高而可以常年生长
,

在元江地区
,

当年鱼一般个体为 5 00 一 1 0 0 0 克
,

二年鱼为 1 5 0 0一2 5。。克
,

三年鱼可达 3 5 0。一 4。。。克
。

见到最大个体为 13 公斤
。

母

食性杂
,

起捕较难
,

由于个性活跃
、

逃网率高
,

耗氧量相对较大
,

在鱼种阶段 ( 3。一 94

克 )
,

平均每克体重 的耗氧率为 O

.

17 4 毫克 /小时
,

较之荷包红鲤相对为高
。

`

随着鱼体增长

而耗氧率增加
。

但耐低氧程度尚高
,

在水温 1 8
.

5吧时
,

鱼种的窒息点为 0
.

04 毫克 /升
。 ( i )

( 2) 荷包红鲤
,

产于江西婆源县
,

系长期生活于偏低温山区性静水水体环境而形成独

特的地方养殖类型
。

就地理 区系来说
,

似属于江河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小区范围
。

因此
,

该

种对温度的适应性较强
。

每年三月初
,

当水温仅 1。
’

C 左右就开始繁殖
,

清明前后
,

平均气

( l) 长江水产研究所育种室鲤鱼组
,
1劝公

。

荷元鲤
、

荷包红鲤和元江鲤鱼种耗氧率的测定 (手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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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胳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躯体的增长
。

荷元鲤脊椎骨发育正常
,

在体重 1 2 0 0

克左右的情况下
,

椎体间距为 5 毫米
,

元江鲤则为 了毫米
,

整个脊柱显然比元江鲤短
,

但个

体增重量并不减少 ;而且椎体排列均匀没有愈合现象
,

因此比荷包红鲤生长有利
。

荷包红

鲤在达到一定体长 〔约 25 。。 )时再继续增长就有一定的限制
,

而荷元鲤可以继续增长
,

故

从体型来看是较好的
。

荷元鲤的体长为体高的 2
.

25 一2
.

65 倍
,

一般为 2
.

3 6一2
.

5 5 倍之间
。

荷元鲤体型 的

变化 石 /万 相对指数在一定范围内
,

可获得单位体长的最好增重效果
。

即荷元鲤当年鱼

的L / H 在 2
.

35 一2
.

4 5 之间
,

二年鱼的 L/ H 在 2
.

40 一 2
.

55 之间
,

其体重增长明显 (见图

4 )
。

故荷元鲤的体型变化习 H 为 2
,

35 一2
.

55 之间为最好
。

因此
,

选择母本时须特别注

意
,

不要选择体型过短者
,

即母本的体型 L / H 不小于 2
.

2 为宜
。

如果获得荷元鲤杂种体

型的L/ H 相对指数在 2
.

4一2
.

5 的一致性上
,

则生长最优
。

10
甲

O

一
当年鱼

. . 一 二年鱼
一

荷包红组

-
元江鲤

. - . 一 荷元鲤

/ / \ 、
.

/ /
一

一
,

/ 厂 、

一

门̀
0.`8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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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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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荷元鲤与双亲当年鱼肥满度比较

为什么这种体型有利于增重
,

其原因之一是与体高
、

肉厚
,

尾柄短的个体有关
,

由于游

动力相对较差
,

体力消耗减少
,

有利于饵料转换
。

体型不仅与生长有关
,

与肥满度亦有关
。

肥满度正是表示体长与体重之间相互关系
。

以荷元鲤当年鱼的生长试验为材料
,

根据 T五。 m p翅 公式 了 = VI 肠二 100 计算
,

共分四个

组
,

所得荷元鲤的肥满度平均方 4
.

474 一 5
.

9 7。 ,

而亲本元江鲤为 2
.

8 70 一 3
.

1“
,

荷包红鲤

为 6
.

3 6 2一 7
.

930 (见图 5)
。

荷包红鲤的肥满度虽为最大
,

但由于体型短
,

其个体增重仍

受到一定限制
,

而杂种荷元鲤克服了这个弱点
,

不独肥满度较好
,

而且个体的增重量亦为

双亲所不及
,

因此
,

杂种的体型在对当年鱼的增重以及肥满度方面无疑是优越的
。

(二 ) 生 长

瓦 生长速度快是杂种的主要经济性状之一
。

荷元鲤由夏花饲养六个月 (每亩 30 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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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套养密度 )
,

当年个体重达 8 0 0一 1 4 0 0 克
,

一般为 1。。。 克左右
。

以同样的饲养条件同

亲本比较结果
,

个体的增重量平均比荷包红鲤提高 62
,

3环
,

比元江鲤提高 28
.

05 %
,

比长

江野鲤提高 4 5
.

5多
。

从其体长的增长来说
,

同一期内
,

荷元鲤的体耸平均比荷包红鲤增长 2 6
.

7终
,

而比元

江鲤反而减少 1 4
.

65 %
。

但体重却超过
。

说明个体的增重不仅与体长而且更重要的与 体

高
、

体厚有关
。

从其生长比速来看
,

根据 V
a
二 et s or 的生长对数式 F v = oI g V

: 一 10 9 犷汀0
.

434 3( 公
: 一

云,

)
,

将 1 9 7 5 年各对比试验组的结果为例进行了计算
,

反映出在与元江鲤的对照组中
,

荷

元鲤平均体重生长比速为 。
.

8 4 8 ,

元江鲤为 。
.

5 3 9 ;在与荷包红鲤的对照组中
,

荷元鲤平均

体重生长比速为 0
.

6 51
,

荷包红鲤为 0
.

6 08 ;在它们的同池对比中
,

荷元鲤为 。
.

5 74
,

荷包

红鲤为 。
.

4 8 9
。

显然
,

荷元鲤的体重增长速度不论是同池还是不同池均比双亲快
。

至于双亲之间的比较
,

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
,

父本高于母本或反之
。

他们之间的差异

是相对的
。

在一般情况下父本个体的生长优于母本
,

但有时在某种条件下母本产量优于

父本
。

如在群体生产力的对比试验中
,

荷包红鲤的成活率比元江鲤高 1 6
.

7%
,

总产量比

元江鲤高 29
.

3 7%
。

在其同池的对比试验中则反映出元江鲤的成活率 虽 比 荷包 红 鲤 低

8
.

3拓
。

但群体产量却比荷包红鲤高出 14
.

38 形
。

可见双亲本的生长随环境条件而 显 示

差异
。

从荷元鲤的增重量与双亲的差异进行方差分析看
,

均呈显著性
。

下列以分别对照组

的试验实例为材料
,

比较了荷元鲤与双亲及长江野鲤的增重差异
,

结果如下
:

1
.

荷元鲤 ( 1) 与元江鲤 ( 11 )增重量的比较统计

数 量
_ } 自 由 度

3 8

邪

3 7

邵

总计 = 犯

平 方 之 和

1 8 3 200

6 9 36 1)

万乞里二 跳部 6 0

合计的均方
:
召

, = 2遵2 5 6 0 / 6 2
= 3 9 12

召又
一
不

=
寸习

“
(。

: + 巍
,
) / 。

, 。 , 一 15
·

9 2

才= 2 9 0 / 15
.

9 2 = 18
.

2 1 6 叮
= 6 2 P < 0

.

00 1

比较结果
,

荷元鲤与元江鲤的增重量差异显著 (尸< 0
.

。。 1 )
。

2
.

荷元鲤 l( )与荷包红鲤 (1 工)增重量的比较统计
.

一生竺竺` …

一
}二二生 }逻燮竺

一

瘩兰竺一

三 } 朋 1
” 7

} 以 o
{

1 8 3
姗

一一止止一一{—
兰一一一止一一里匕一一!一

二

望一一
一

卜一一二塑竺一一
1 总计

二
7“ { X , 一 X , 二 2 30 } 另 X

, 一
邵穷 oo

合计均方
:

召, = 2 8 5 7 0 0 / 7 6 二 2 7 5 9
.

2 1

召了
飞 一
戈

二 13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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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16
.

5 5 8 6 叮 = 7 6 P < 0
.

0 0 1

比较结果
,

荷元鲤与荷包红鲤的增重量差异显著 (尸 < 0
.

0 0 1)

3
.

荷元鲤 ( )I 与长江野鲤 ( I H )增重量的比较统计

-里兰二竺
一

…

一
}
- 追- 竺- 竺一

一

i止坠蹲
, 早
吐 {

王 {
“ 8

!
“ 7

}
王

·

6邻 {

—
兰一一一

}一一三生一一匕一一竺` 一一卜一罗兰一 !
{ 总计

’ 7 2 } X , 一

瓜 二 。
·

4 8 3 1

平 方 之 和

2
甲

8 0 4 4

1
.

9璐 1

刃 X z 二 4
.

7盯 5

合计均方
: 习

, 二 4
.

7 9 7 5 / 7 2
= 0

·

0 6 6 6 3

习了
飞 一
兀

二 、
乎阮不而苏瓦

= .0 06

` “ 0
·

4 8 3 / 0
·

0 6 = 8
.

0 5 叮
= 7 2 P ( 0

.

0 0 1

比较结果
,

荷元鲤与长江野鲤的增重量比较亦呈显著性差异
。

从群体生产力看
,

荷元鲤的增产效果亦很显著
。

,

当年鱼由夏花开始于成鱼塘中混养
,

在不减少各类鱼的密度与产量的情况下
,

却提高了鲤鱼的产量
。

如在广东顺德联结大队
,

每亩混养荷元鲤夏花 1 00 尾
,

饲养 5 个月
,

结果成鱼平均净产量为 9 4 3
.

43 斤
,

荷元鲤产量

占 6 5
.

9 斤
,

而且个体平均达到 1
.

02 斤的商品规格
,

在未混养前的成鱼产量平均每亩为

93 1
.

2 斤
,

可见荷元鲤在成鱼塘中混养能获增产
。

至于在鱼种塘中套养
,

效果更为明显
,

如湖北江陵地区
,

一般以每亩 30 一 60 尾的密度套养于鱼种塘中
,

不但没有影响鱼种生长

反而每亩增加 5 0一 60 斤的商品鱼
,

其个体一般为 1
.

6一 2
.

8 斤
,

大者可达 5 斤
。

此种方法

在湖北普遍受到欢迎
,

并获得明显的经济效果
。

荷元鲤二年鱼的个体增重比当年鱼增加约 70 拓
,

三年鱼的个体增重比二年鱼增加约

35 %
,

故荷元鲤以当年养殖
,

当年收获为最适宜
。

(三 ) 含 肉 率

荷元鲤当年鱼的空壳率和含肉率分别为 8 5
.

5% 和 7 7
.

8%
,

二年鱼则减少
,

但均高于

双亲 (见表 3 )
。

荷元鲤和荷包红鲤同龄同体重 的腹腔断面比较
,

在体重 1 2 0 0 克的个体

中
,

荷元鲤的背肌厚 7
.

。 厘米
,

宽 7
.

4 厘米
,

腹肌厚 1
.

2 厘米 , 荷包红鲤背肌厚 5
.

0厘米
,

宽 7
.

0 厘米
,

腹肌厚 1
.

0 厘米
。

显然
,

荷元鲤的含肉率较高
。

表 3 荷元握及亲本的含肉率比较 ( 15了吕年 )

鱼 名 ! 平均体重 (克 ) 空壳重 /体重 (男 ) 含肉 率 (写 ) 产肉量 (斤 /尾 )

荷 元 鲤

乡亡 江 鲤

祠包红鲤

工4触
.

3

8肠
.

0

7 2 0
.

0

8 1
.

0

8】〕
。

0

6 7
.

7

6 9
甲

0

6 7
.

0

53
.

4

9 8 2
`

7

6 7 2
.

9

3弓4
`

5

荷元鲤肌肉中的含脂率较高
,

故有
“

肥鲤
”

之称
。

荷元鲤的粗蛋白含量初步测定比荷

包红鲤略低而比元江鲤为高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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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荷元推与亲本的肌肉营养成分 ( l e 78 年 )

序 号 1 鱼 名

荷 元 鲤

元 江 鲤

荷包红鲤

荷 夕己鲤

荷 元 鲤

里塑竺皇̀生二」一翌竺竺
一

}一燮兰竺{些二毕~ …二些竺竺
黝 } 78

·

6 2

{
1

·

蛇 }
1 8

·

, 3

1
王

·

33

锄 } 3B
·

2 0
}

“
·

4 2
}

1 5
·

48 }
。

·

8 1

” 7 7 】 7 7
·

6 5
!

2
·

4 2
}

1 9
·

6 2
}

”
·

4 1

4邵 }
, 5

·

邵 }
”

·

4。

}
l翻

·

3 7

1
0
一

1 6

1 0 7 1 { 7 7
4

8 2 ! 3
·

雌 1
1 8

·

67 }
o

·

3 8
’

(四 ) 起捕率与成活率

荷元鲤由于体型介子双亲之间而偏母体
,

其游泳较迟缓
,

不喜跳跃与钻泥
,

因而逃网

率较低
,

与元江鲤及本地野鲤 (长江野鲤 )相比易于起捕
、

此亦系经济性状之一
。

鱼种阶段的起捕试验
:

三网次的起捕率为 8 5
.

0~ 90
.

。拓
。

成鱼阶段的起捕试验表明
,

二网次 的起捕 率分 别 为荷元 鲤 34
.

8一 54
.

5弱 (平 均

4 4
.

6 6多 ) ,元江鲤 8
、

7一 2 5
,

0 % (平均 16
.

a 5邓 ) ;荷包红鲤 6 6
.

7一 9 0
.

0吓 (平均 7 8
.

3 5% )
。

荷元鲤的成活率
,

在与亲本的不同池对比试验结果
,

荷元鲤为 90
.

3终 ,元扛鲤 8 3
·

3拓 ,

荷包红鲤 10 0男
。

由此可见
,

荷元鲤的成活率介于双亲之间
。

但在同池对比试验显示
,

荷

元鲤的成活率平均为 97
.

9形 、元江鲤 9 1
.

3终 , 荷包红鲤 9 3
.

7%
,

高于双亲
。

再与本地野

鲤进行对比试验的结果
,

荷元鲤成活率为 100 环 ,本地野鲤为 7 6
.

6终
。

由此可见
,

荷元鲤

在养殖条件下成活率是高的
,

因而也成为群体生产力提高的有利因素之一
。

(五 ) 生 殖 性 状

荷元鲤 几 具有能育性
,

其性腺发育正常
,

和亲本一样可 以自然转障
。

荷元鲤雌鱼一

般 2 冬龄成熟
,

在饲养条件好的情况下
,

性腺可提前发育成熟
,

雄鱼则当年发育成熟
。

雌

鱼的体重 5 0 0一 2 0 0 0 克时
,

怀卵量为 1 0一 1 5 万粒
,

体重 1 2 5 0一 1 5 0 0 克
,

怀卵量为 2 0一 2 9

万多粒
,

其性腺成熟系数与亲本比较如表 5
。

表 5 荷元鲤与亲本的性睐及成熟系数比较

丁八
、

)一34一̀一上户n丸
”̀/一gt̀一汽
一ó6遗一1 匡

一

兰{兰竺塑生…簿脸…
- ,

兰矍是…墨竖{
~

.

竺`叠灵
_ _

_

_ } 早 } V I 1 3 1
.

4 { 1 2
.

7 } 1 2创 1 1 1 7
,

占
词 兀 雄 }

_

}
。 _

} l } l

_
}一止上一匕止兰一}一兰竺_ L二竺一 {一

一
里竺

一一匕止塑匕

16 0
.

0

6 ]
.

0

匕月ùé口8向矛ù660ù9勺
.曰

土一元 江 鲤
_

34
·

8
{

荷包红鲤

一
~

二一卜
一

一竺一
早 { y

卫

户 1 V I

24
,

3

2 4
,

1

1 2
.

6

」J
。

艺

注
:

成熟系数 (男 夕二
性腺重

体全重
x 」的

。

此外
,

荷元鲤生命力强
,

病害少
。

六年来在广泛的养殖生产和各种饲养试验中
,

尚未

发现疾病
,

在有的地方与本地野鲤和红鲤的生产对比试验中
,

发现本地野鲤与红鲤患粘抱

子虫病和车轮虫病
,

而荷元鲤未受感染
,

这与性状较优的母本的遗传性有关
。



1 96 水 产 学 报 石卷

食性广
,

能充分利用各种天然饵料及人工饲料
,

特别是在鱼种池中套养
,

由于充分摄

取有机碎屑及腐植质等
,

有利于水质环境和防病
,

此系继承了双亲的优点所致
。

而且特别

具有母本的习性不钻泥挖坑损坏池埂
,

不打混水
,

作为鱼种池套养对象有其优越性
。

杂交第二代 (几 )在体色和体形方面出现分离
,

体色是受 2 对基因控制的
,

其子二代的

体色分离是较普遍现象 (青灰色与桔红色为 1 5 : 1 )
,

且属质量性状的遗传
。

我们认为重要

的是体形等方面的数量性状遗传更具有生产上的实际意义
。

体型性状是受数量基因控制

的
,

由于基因种类多互相作用
,

使子代具有许多经济性状
。

F
,

的个体生长据初步观察多

数不如第一代
,

但生长差异并不很大
,

将荷元鲤了再与荷包红鲤早交配
,

其后代生长有的
有超过第一代的趋势

。

对荷元鲤后代的选育及其回交或三杂交等有待于 进一步试 验观

察
。

讨
_

论 与 小 结

1
.

元江鲤与荷包红鲤属于不同生态类型和具有性状不同的两个鲤鱼品种
,

一为野生

种
,

一为家养种
,

选用荷包红鲤 (母本 )与元江鲤 (父本 )进行杂交
,

获得 F
:

代 (荷元鲤 )具

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

几年来在生产实践中证明增产效果显著
。

1 9 79 年经国家水产总局组

织有关方面进行了鉴定
,

作为一个新的淡水养殖对象已被推广
.

2
.

两亲在亲缘关系一类型以及主要性状上差异大的组合
,

均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
,

反

之则弱或没有
。

江西婆源的荷包红鲤与云南的元扛鲤两者在地理亲缘
、

生态类型以及主

要性状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

这些不 同反映了亲本间遗传性的差异
。

亲本间遗传性的差

异以及差异上的互补
,

是产生杂种优势的重要原因
,

杂交子一代新的形态特征
,

生理习性

及经济特点的产生正显示了亲本遗传物质的重组和不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称
3

.

为了保持荷元鲤杂种优势 、 必须保存亲本的纯系
,

’

避免因亲本混杂而使杂种优势

减弱
,

因此
,

在杂交时严格选择亲本是很重要的
,

上述的主要性状
,

提供了选择 的依据
。

除

此而外
,

还可用聚丙烯酞胺电泳方法来分析双亲的血清蛋白
,

通过其双亲所具的特定血清

图谱来鉴定亲本的相对纯度
。

在 自然界中每个种群的性状都是相对稳定的
,

只要生态类型

及地理亲缘关系特别是主要性状上比较清楚
,

那么就不必拘泥于同一区系类群的某些细

小差别的考证
。

这就是荷包红鲤与长江水系的野鲤进行杂交所产生的杂种优势不如荷元

鲤杂种来得显著
,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不同种群的差异性上面
。

因此进行种间杂交
,

对亲本

系统的搞清和严格的选择至为重要
。

为了保存种群的纯系
,

应防止外来种群的渗入
,

而且

有必要建立育种基地
,

通过对亲本的定向选育方法来提高其群体性状的一致性
,

从而达到

使 凡 代的整齐与稳定杂种优势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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