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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和草鱼杂交中雄核发育子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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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类远缘杂交中
,

有可能自发产生雄核发育子代
,

但机率很小
。

s at n 卜 y 等 ( 197 6 )
〔 , .马

对以色列镜

鲤 早 x 草鱼 古杂交中雄核发育草鱼的研究
,

是至今为止通过杂交获得存活的雄核发育子代的唯一报道
.

国内未见同类报道
,

只有刘汉勤等 ( 19 87 )
「皿1用移核手段获得过泥鳅雄核发育纯合二倍体幼鱼

。

吴维新

等在 10 7 8 年开始进行的兴国红鲤与草鱼杂交试验中
,

曾发现过具有草鱼形态的 “ 草鱼型杂种
” C弓 ’ ,

但都在

里花阶段死于单倍体综合症
。

扮87 年
,

我们从 10 万个以草鱼精子受精的鲤鱼卵中得到了 1 尾能正常存

活的 “ 草鱼型杂种
, ,

经形态和染色体组型测定
,

证实为雄核发育二倍体草鱼 (简称雄核草鱼
,

下同 )
。

本

文报道对雄核草鱼进行研究分析的初步结果
。

材 料 与 方 法

催产解化 母本兴国红鲤 1 尾
,

体重 1
.

5千克
,

体色纯红
,

无杂色斑点
,

体腔注射鲤鱼垂体 3 个 /千

克体重 ;父本草鱼 1 尾
,

8 千克
,

注射剂里减半
。

注射后 12 小时
,

挤出精卵
,

干法受精
,

黄泥浆脱粘 1 小

时
,

在金属孵化桶中流水牌化
。

孵化用水是经过严格过滤的湖水
.

p H 7
.

o一 7
.

?
,

水温 2 。一 2犷 C
。

共获受

精卵 10 万粒
,

解出鱼苗 2 5 尾
。

苗种倍育 鱼苗先在室内瓷盆中以研细的熟蛋黄喂养一周
,

然后转到室外小试验池 (泥底
,

面科

石m习 ,

使用井水
,

水深 30 厘米左右 )
,

以麦轶喂养
。

二个月后干他
,

仅得到 1 尾 10 厘米左右的雄核草鱼
,

其余鱼苗在饲养过程中自然死亡
。

将雄核草鱼单独放养于一口面积幻。nI
名

的试验池中
,

投喂饲料主要

有帐讲
、

麦轶
、

苏丹草
、

黑麦草
。

形态侧黄 198 8 年 4 月底
,

干塘将雄核草鱼捕起
,

按常规标准侧里其主要性状并拍照
。

染色体观察 采用肾细胞活体培养法
。

腹腔注射秋水仙素 生微克 /克体里
,

3
.

5 小时后断尾放血
,

住射后 4 小时
,

取出肾脏研碎
,

过滤离心获取肾细胞
,

。
.

07 6M K C I 低渗 30 分钟
,

甲醇
、

冰乙酸 ( :3 1) 固定

巳调到湖南省湘潭市水产研究所工作
。

收稿年月
: 1谈拍 年 8 月 ; 1璐臼年 11 月修改

。





2 期 李传武等
:

鲤和草鱼杂交中雄核发育子代的研究 155

兴国红鲤 早
x

草鱼 古杂种一代的形态特征明显偏向母本鲤鱼
,

许多性状表现出超 母本范 围的偏

离“ ’ ,

它与草鱼从外形上很容易区分
。

但雄核草鱼与正常草鱼几乎无法区分
,

尽管头长 /吻长和头长 /尾

柄长略有差异
。

这是由于父本 (草鱼 ) 性状的变异而没有形成双亲中间特征的缘故
。

此外
,

草鱼在不同

生长阶段和不同的生长条件下
,

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差异
〔 6 ’ 。

因此
,

这在分类学上是不

育翻牛为依据的
。

s at nl ey
「, 。 ’
也曾报道过雄核发育草鱼头长 /全长显著小于正常草鱼的类似现象

。

对雄核草鱼的 60 个分裂相和正常草鱼的 40 个

附图 正常草鱼和雄核草鱼的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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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常草鱼
,

(2) 雄核草鱼

分裂相分别计数
。

结果表明
,

正常草鱼的染色体数

为 Z n 二 48
,

这与前人研究的结果一致
,

并且染色体

组型为Z oM + 2 8 SM 〔附图
,

( 1 )〕
,

与刘凌云 ( 195 0 )
仁, ,

报道的比较相近
.

雄核草鱼也有 48 条染色体
,

可以

配成 24 对
,

其中 M 组 10 对
,

SM 组 14 对〔附图 ,

(2 )〕
,

与正常草鱼的组型一致
。

通过比较观察还发

现
,

雄核草鱼与正常草鱼的染色体不仅在数量和组

型上相同
,

而且形态特征也十分相似
,

如它们各自最

长的一对染色体都属 SM 组
,

臂比值分别为 2
.

6 和

2
.

7
,

都接近于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的臂比值 (3
.

0一

7
.

的 ; 都没有发现次级痕和随体等特殊标记
。

染色体的数量和形态分析说明
,

雄核草鱼的 二

组染色体全部来自父本草鱼
,

母本鲤鱼的染色体无

疑已被完全排除
。

因此我们认为
,

这尾草鱼是雄核

发育二倍体草鱼
,

是不含母本遗传的纯类 ( p u er f 。恤 )
。

鱼类远缘杂交中自发产生雄核发育子代的机制

可能有两种
:

一种是远缘杂交亲本间遗传配合上的非同步性
。

在杂种胚胎的早期分裂中
,

如果有一方的

染色体延迟了
,

就有可能被丢失 ( iP ~
y , 1 92 5)

〔 , ,

而另一方的染色体自动加倍或进行一次核内分裂
,

形

成纯合二倍体
。

如果父本染色体被丢失
,

可能产生雌核发育子代 ;母本染色体被丢失则产生雄核发育子

代 ; 但绝大多数子代为单倍体
。

这种遗传配合上的不同步也许正是远缘杂交不亲和
、

子代成活率低的实

质所在
。

实际上
,

刘国安等 ( 1987)
〔 2’
在兴国红鲤同草鱼杂交的受精细胞学研究中已经证实

,

在早期胚胎

中同时存在着雌核单倍体 堆核单倍体
、

二倍体及多倍体
。

另一种机制是双精入卵
。

M an tel m a n( 1 96 9)
「 , ,

报道在本交草鱼卵中存在多精受精现象 ; iG nz b er g( 19 68) 曾推测
,

异种精子所引起的阻止多精入卵的反

应也许不如同种精子那样强烈
。

但对兴国红鲤早
x

草鱼 古的受精细胞学研究
,

没有发现多精入卵现象 t21
,

而且杂种一代的形态明显偏向母本
。

另外
,

刘汉勤等 ( 19 87)
「, ’
将泥鳅的雄核单倍体胚胎细胞核移植到

大鳞副泥鳅的去核卵中
,

得到了存活的雄核纯合二倍体泥鳅幼鱼 ; 吴维新等
〔` J

证明兴国红鲤与草鱼的杂

种一代是染色体自动加倍的异源四倍体杂种
。

这说明在适宜的异种卵质环境中
,

染色体自动加倍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
。

我们由此推论
,

雄核发育二倍体草鱼产生的机制很可能属于前一种
,

即在早期分裂中
.

母

本红鲤的染色体因延迟而被丢失
,

而父本草鱼的染色体自动加倍形成雄核发育二倍体
。

大量没能实现

二倍化的雄核单倍体草鱼在孵出前或孵出后不久死亡
,

是这一推论的又一佐证
。

tS an le y (1 97 6)
「, ,

报道
,

从 1
.

8 万个用草鱼精子受精的镜鲤卵子中产生了 43 尾雄核草鱼
,

机奔动
0

.

00 2
。

如果以试验总卵数为基数则机率为 0
.

0 0 0 03
,

即十万分之三
。

我们从 10 万个兴国红鲤卵只得到

1尾雄核草鱼
.

几年试验的总卵数在 125 万以上
,

也仅此一例
,

因此
,

产生雄核草鱼的比例远远低 于

sat ln cy 的结果
,

而 s at n le y 等 ( 19 76)
『’ “ ’
在野鲤

x

草鱼的多次杂交中没有发现雄核草鱼
。

相反
,

S饭。 le y

从 16 万个以色列镜鲤卵中获得 16 尾多倍体杂种
,

占万分之一
,

而吴维新等 ( 19 81 )
r ` ,

从 40 万个兴国红

翅卵中得到了 15 3 尾四倍体杂种
,

占万分之四
。

这表明
,

鲤鱼的不同品种在遗传基础和遗传特性上是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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