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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
,

品种是水产养殖的物质基础
,

良种的选择和培育是增产的有效途径
。

要从根本上提高水

产品的数量和质星
,

必须在品种上狠下功夫
口

凡是水产养殖 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

良种繁育和品种改 良都

被列为重 的研究课题
。

自 年代以来 苏联
、

东欧
、

关 国
、

日本和以色列 等国家都在致力于养殖鱼类的

遗传改良
,

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

在这方面
,

尽管我国起步较慢
,

基础较差
,

但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
。

自
一

只年至 年代初
,

主要是开展杂交育种工作
,

而且基本上是自发进行的
,

缺乏计划性 和信息

交流
。

直到 年局面才有所改变
,

因为这一年在湖北沙市召开了全国淡水养殖鱼类优良品种选育租

基础理论研究比作会议
佗‘’

年又在湖南株洲召开 第二次协作会议
〔” , 。

这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 鱼

类遗传育种的 研究开始进入由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的阶段
。

昭 年国家将鱼类育种技术及繁殖体

系的研究列入
“

六五
”

规划的全国攻关项 目 , “
七五

”

期间
,

又把包括鱼类育种在内的生物技术列为国家和

农牧渔业部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

这一切足以说明国家对鱼类遗传育种工作的重视
,

也预示我国 鱼 类

遗传育种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即从传统的选择育种 和杂交育种进入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 育 种

的阶段
。

关于 我国鱼类育种研究的进展
,

已有过几篇述评
’ ’ “

,
工,

 
招’,

但都没有涉及鱼类遗传学研究方面睁

内容
。

现在就我国鱼类遗传与育种研究的各个领域作一较为全面的介绍
。

鱼 类 遗 传 学

染 色体及其组型研究 考察鱼类染色体
,

对于研究鱼类的遗传
、

变异
,

分类
、

系统演化以及杂交

育种等
,

都具有重大意义
。

国内从 年代初开始鱼类染色体研究
。

年
,

长江水产研究所等
〔‘”’

最早

报导用压片法考察了数种经济鱼类的染色体数目
。

随后
,

警瑞光等
〔了”采用低渗一空气干燥法制备胚胎

细胞染色体标本
。

年代初
,

刘凌云
‘料 ’、

吴政安
「, ‘’
和周瞰

〔日日’
等各自采用外周血培养或肾细胞

一 人

短期培养的方法制备鱼类染色体标本
。

此后
,

肾细胞
一

活体注射
〔‘了’、 ’

肾细胞一酵母活体注射
汇‘, ’、 自

,

细胞
一 气活体注射

, ‘’

以及细胞系培养
仁“’

等方法相继用于鱼类染色体标本制备
,

使鱼类染色体研究得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

承蒙湖南师范大学刘摘教授
、

武汉大学周墩教授
、

江西大学郭治之副教授
、

中国科
一

学晓
水生

, 肚物研究所朱作言副研究员和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刘国安先牛等提供宝贵资料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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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迅速的发展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 年夏
,

全国大约发表了 多篇论文
,

共报导了 种鱼类的染

色体数 日
,

其中绝大多数迸行了核型研究
〔‘, ’。

对 角类染色体的研究
,

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
,

但大多数工作仍偏重于常规的核型分析
。

年代以来
,

不

少学者试图将在哺乳动物染色体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各种显带技术应用于鱼类
,

然而
,

除 带
〔手
朋

·

” , ”

和 人 一  带
“

,

, ’
能获得较稳定的结果外

,

带
〔“ ’
和 带

〔, ”虽也偶有报导
,

但结果并不理想
。

复制

带在某些鱼类已初步显示出优于 带和 带的效果
『‘才
“

, 的 ’,

但是否适用于大多数鱼类尚待 进 一 步试

验
。

我国鱼类染色体及其组型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
,

均已赶上国际水平
,

在世界鱼类染色体研究中

占有重要位置
〔‘ , 〕。 但我国鱼类资源丰富

,

已研究过染色体的淡水鱼类只占总数的 厂 左右
,

而且偏重于

常见鱼类
,

有些 目和科尚未涉足
,

海水鱼类的染色体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

另外
,

鱼类染色体的带型分析

技术也还不够成熟
,

对鱼类染色体和染色质的精细结构
、

基因组结构 和基因定位等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

段
,

有待今后不断深入
。

体色与鲜被遗传 关于鲤鱼的体色遗传
,

我国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同
,

红色是隐性
,

青灰色是显

性
。

至于体色究竟由几对基因控制
,

则说法不一
。

梁志成  认为体色由一对基因控制
亡 ’。

刘鹜等

‘ 将桔红色的荷包红鲤与膏灰色的湘江野鲤杂交
,

其杂交种一
“

岳鲤
”

的体色为青灰色
,

说明青灰色

为显性
,

桔红色为隐性
。 “
岳鲤

”

自交
,

体色分离
,

青灰色与桔红色不是
,

而是
,

说明鲤鱼体色由

两刘
一

基因
一 ,

一 控制
〔’ 。

基于散鳞镜鲤与兴国红鲤杂交一代 早 与兴国红鲤 了 回交的子代中青

灰色与桔红色个体的比例为 这一事实
,

吴清江等  也认为鲤鱼体色是由两对基因控制
〔“ , ’。

另

外
,

许昌光等  发现
,

红鲤 早 与散鳞镜鲤 子 的 除了出现纯红和纯黑个体外
,

还有许多不同程

度红黑相杂的个体
,

大致可分为红色黑顶
、

红色黑脊和红色黑体三类‘” 。

邓宗觉  也发现
,

荷包红

鲤经过 年 代的提纯选育
,

仍有 盯落杂色个体
。

因此认为鲤鱼的体色遗传除了起主要作用的两

对基因外
,

还明显表现了微效多基因的作用
亡, ’。

另外
,

伍惠生等  重复了 仪吐 等 用叉尾斗鱼所作的试验
。

以野生型黑色个体与白

化型的个体进行正反交
,

子一代全部表现为野生型的黑体色鱼苗
,

表明黑体色性状对白化性状是显性

子一代个休成熟后进行互交
,

出现 子一代成熟个体与白化型亲本杂交
,

则出现 二从而证明叉尾斗

鱼的体色是由一对基因所控制的
〔却 】。

根据 日本和苏联学者对于鳞被基因位点的研究表明
,

鳞被是由
一。 和 厂。 两对基因控制的

,

全鳞

为显性
,

散鳞为隐性
。

按照鳞片的出现方式
,

可将鲤鱼分为全鳞型〔
一

哟
、

线鳞型
一 、

散鲤型 韶皿

和革鲤型 弱 幼 四种
。

由于我国用于杂交的鲤鱼品种不包括草鲤和线鳞镜鲤
,

因此就鳞片而论
,

只有全

鳞和散鳞两种类型
,

不含 基因
。

所以
,

鳞鲤的全鳞和散鳞是由一对基因控制的
〔,

二 ,
’。

吕 数量遗传学 鱼类的许多经济性状
,

如体长
、

体重
、

怀卵虽和性成熟年龄等
,

都是数最性状
,

它们

在一个种群内的变异呈正态分布
。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

如遗传力的测定是选育种的基础工作
,

可用来确定选育价值
、

选育方祛并佑计选育效果等
,

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仅张建森等  作过鲤

鱼主要数量性状遗传力的研究
,

并计算了广义遗传力和狭义遗传力
。

结果表明
,

鲤鱼数量性状的遗传力

以体长的遗传力为最高
,

尾柄长的遗传力次之
,

尾柄高的遗传力最低
,

而其它性状的遗传力属中 等 强

度
〔‘, , 。

,

生化遗传学 自从 年代以来
,

综合蛋白质电泳分析法
、

组化染色法和生物统计学为一体的生

化遗传技术
,

为测定蛋 白质与酶的遗传差异
,

从而为了解基因变异
,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

我国在 年

代中期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

目前
,

同工酶和蛋白质电泳分析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
,

主要用来 劝鉴别种

习 许昌光等
,

租
。

鲤鱼性状遗传及性状间关系的研丸 中国鱼类学会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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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种群间的差异
,

用生化遗传学方法来研究鱼类的分类系统
〔
妙

“‘
’
“ ,

’ ‘。 ’
对杂交亲本及其后代进行

鉴别以及对品系的纯度进行检验以 〕“
,

日吕’

》对表现型相同但遗传型不同的群体作生化标记
亡,

」
‘,

,

发生遗传学 以同工酶作为遗传标记
,

研究二倍休与四倍体鱼类基 因加倍
、

变化的相关关系
,

对

于研究基因的进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例如
,

对彩卿与金鱼的  ! 和 同工酶的分析结果表叨
,

它

们均具有与四倍体鱼类相应的谱带
。

囚而说明了金鱼的 尸 和 同工酶基因座位的加倍与染色

体的多倍性有关
,

为金鱼是四倍体的假说提供了证据
忆, 协

几

鱼 类 育 种 学

二 杂交育种 据不完全统计
,

仅到 年为止
,

全国就进行过 个杂交组合
,

包括 个 目
、

个科
、

个种“ ’,

其中以鲤鱼不同品种间杂交效果最好
。

迄今为止
,

已获得丰鲤
亡“’、

荷元鲤
亡, 。’、

岳鲤
「, “’、芙蓉

鲤“ ’
和三杂交鲤

〔里’
等 个具有明显杂种优势的鲤鱼杂交种

,

且均已通过鉴定而被推广
。

尽管鱼类的远缘杂交比较容易
,

但在众多的远缘杂交组合中
,

能形成正常胚胎并顺利达到鱼种阶段

的却为数不多
。

除了罗非鱼的种间杂交外
,

我国淡水鱼类的远缘杂交后代可在生产上应用的更是寥 寥

无几
。

据正式报导
,

只有下列 个杂交组合的后代曾有过生产性应用
,

即编纺杂 种 长 春编 、 团 头

鱿
,
“’、

颇类杂种 细鳞斜领姻
火

黄尾密姻
〔, 。’、

鲤鱼杂种 白醚
只

花醚
‘绪”以及鲤卿杂种 湘江野鲤

红螂
“, “

等
。

另外
,

竣鱼与湘华峻杂种比亲本鳞鱼具有较高的耐低温能力
, ’。

据认为
,

大多数鱼类远缘

杂交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杂交亲本之间的相容性很低
‘ ’。

因此
,

在进行远缘杂交时必须选择相容性 较

强的两个种作为亲本
。

多倍体育种 从 目前的研究来看
,

多倍体鱼类对控制过度繁殖
、

促进生长
、

延长寿命以及改进鱼

肉品质等都是有效的
。

作者 曾对国外鱼类多倍体育种的研究作过专门评论
〔’。”。

我国自 年代中

期开始
,

已在草鱼
〔‘, , , , , ’、

草团 ”
’
易拍’、 自继

「‘, ’、

鲤鱼
「忿 , 、

卿鲤 ’、 鲤草
亡, 旧

’
‘ ’
和虹蝉

〔’。, ’
等获得三倍体

和 四倍体试验鱼
。

中国科院水生所等 曾报导过草鱼三倍体在鱼种阶段比二倍体增重
,

叮
,

草

团杂种多倍体比杂种二倍体生长快 露左右
『’另’。

昊请江等  报导的兴国红鲤与散鳞镜鲤杂交种

丰鲤 三倍体的生长优势则更为突出
汇 尽, 。 除用温度与化学刺激外

,

近年来还对新泊勺诱导方法进行了探

索
,

如静水压的应用以” ’
另外

,

陆仁厚等  用四倍化的培养细胞作为供体进行核移植
,

曾获得心眺

期的 四倍体草鱼胚胎
〔“飞 如能对这种技术作进一步改善

,

它很可能是诱导鱼类四倍体较为 有 效 的 途

径

单倍体育种 鱼类单倍体育种技术是在受精卵水平上进行人工操作与加工
,

以获得雌核或雄核

发育二倍体
,

它是快速建立纯系的有效途径
,

是选育新品种和新类型的宝贵材料
。

关于鱼类雌核发育及

其在遗传学和水产养殖上的应用
,

已有专门评论文章可供参考
“。, 工。盛’。

雌核发育技术是 年代后期国外

首先发展起来的
。

年代初
,

我国也开始进行研究
,

现 已在草鱼
『” ’“ ’、

白醚
『‘牛’、鲤鱼娜 , ’

、

细鱼
〔” 和虹

蹲“卿等获得雌核发育鱼
,

并提出了一个通过雌核发育结合人工控制性别快速建立鱼类纯系的技 术 途

径
〔 ’。 “

异育银螂
”

的育成
〔’ ’
及其在许多地方的推广

,

可视为我国雌核发育研究从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

段的开始
。

另外
,

刘汉勤等 应用移核方法在泥鳅中第一次成功地获得雄核发育二倍体 “ ’ ,

为鱼类

单倍体育利
,

开辟了新途径
。

引自蒋一硅  的资料 未发表
。

湖南省水产研究所
,

拍 散鳞镜鲤早
义 兴 国红鲤了杂种一代杂交优势的研究

。

湖衍水 产 科 技
,

一

。

 王祖熊等
,

 
。

纪亚科鱼类属间杂交不亲和性的研究
。

中国鱼类学会 」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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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勤等
,

玲拓
。

泥鳅雄核发育纯合二倍体的产生
。

一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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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饱核移植 核移植技术在哺乳类 尚属实验性阶段
,

但在鱼类则 已成熟
。

童第周等于 二年开

始 建立鱼 类细胞核移植技术
〔, ‘’ ,

他们曾成功地将 金鱼囊胚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螃鱿鱼的去核卵 中
,

·

’。

后来又把鲤鱼囊胚细胞的核移入娜鱼的去核中
,

结果获得 了生长正常的鲤鱼细胞核和卿鱼细胞质配 合

的杂种鱼一鲤卿移核鱼
〔” ’。

这种移核鱼的形态有的象鲤鱼
,

有的象螂鱼
,

有的属中间性状
。

由此得出结

论认为 在这种鲤细胞核 和卿细胞质配合的杂种鱼中
,

细胞核和 细胞质对遗传信息的表达都有影响
。

而

且第一次证明
,

用这种无性杂交的方法可以获得性成熟的杂种鱼
,

并 往这种杂种鱼自交繁殖了后代
。

而

有性杂交的鲤螂杂种是雄性 不育的
。

看来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经济鱼类的杂交 品种的培育问题
,

也 许 能

提供一种新的试验途径
。

最近
,

严绍颐等 叭 又报导用细胞核移植法
,

在鲤螂鱼之间进行相反组合时

所得到的螂龟细胞核和鲤色细胞质配合的杂种鱼一螂鲤移核鱼
〔日‘’。

从观察到的形态特征看
,

这种杂种

鱼的性状墓本上相似于卿鱼
。

这与上面提到的鲤鱼移核鱼不移相同
,

可能这两种鱼的细胞核和细胞质在

不同的配合情况下
,

它们的核质相互作用有所不同
。

我国在用细胞核移植技术选育色类新品种方面是有特色的
,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于 年为止
,

已

先 后获得了不同属 间的移核鱼两种 鲤卿移核鱼和卿鱼移核鱼 不同亚科 间的移核鱼两种 草团移核鱼

和团草移核鱼 以及不同目间的移核鱼一种 罗非鱼鲤鱼移核鱼
,

共 种
。

其中前 种所得移核鱼都能

长大
,

有的 已成熟并能繁殖后代
。

如鲤细移核鱼已繁殖至第 代
,

它具有明显的生长优势
,

比起它的双

亲
,

生长加快 先
,

而且蛋白质含量较高
,

脂肪和水分含 较低
,

可食部分多
,

看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鱼

种
。

最后 一种移核龟也得到幼鱼
。

体 细胞 杂交 即细胞融合
。

鱼类细胞融合是鱼类细胞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但 目前报导甚

少
。

童第周 的 进行过金鱼囊胚细胞之间以及金鱼囊胚细胞与哺乳类 价价 氏腹水肿瘤细胞之河

的融合试验
〔’‘’

阎康等  在测定 了聚乙二醇 诱导卿鱼细胞融 合的主要参数的基础上
二, , ’ ,

试

验了二甲亚枫 和甘油在 诱导的卿鱼细胞融合中的作用
,

旨在进一步提高细胞融合指数和
,

降低  对细胞的损伤
。

结果发现
,

在鱼类细胞融合中
,

微最的甘油可使 作用显著下降
。

。
·

可以极大提高 诱导鱼类细胞融合的能力
。

在低分子且和较低浓度的 中 的 作用 更

加突出
。

但 田 浓度不能低于 男的临界
,

否则细胞融合就失去了 浓度的依赖效应
、

在三 组

鱼类细胞交叉融合中
,

发现同核体数目超过异核体数 目
。

这表明
,

诱导的鱼类细胞融合

具有物种和组织特异性
〔 “〕。

尽管鱼类细胞融合后的杂种细胞难于再生成个体
,

目前还得不到远缘杂种
,

但细胞融合技术为鱼类

体 细胞遗传学和体细胞育种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

甲

细胞培养 细胞培养是鱼类病毒学
、

体细胞遗传学和体细胞育种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工 作
。

年建立 了我国第一个细胞株一草鱼吻端组织细胞株 那
一

及其亚株
一

殆 队
〔盛‘’

年获得

了四倍化草鱼细胞株吩
’  !年又有卿鱼异倍体细胞系建立的报导

『‘, 二

肠年建立了草鱼灯脏组织细

胞系
〔‘, ’
和草鱼尾鳍组织二倍体细胞系

一 【’口‘’,

其中草鱼肾组织细胞系已连续培养 咒 个月
,

传至 多代
口

另外
,

中科院水生所将娜鱼囊胚细胞经吕 天 代连续传代培养
,

利用这种培养的细胞核

移植到同种卿鱼未受精的去核卵中
,

于 19加年成功地孵出我国第一尾传代细胞无性繁殖的
“

试管鱼
, , ,

存

活 了 5年之久
。

1 9 8 2 年还从性成熟娜鱼肾细胞短期培养的细胞核
,

获得第 2 尾移核鱼(早)
,

1 9 3 3 年接近

性成熟
。

1 9 8 4 年又从金鱼肾细胞短期培养的细胞核
,

获得 3 尾存活4 天的仔鱼
厂

川
。

实验结果表 明
,

鱼

类体细胞核仍具有发育的全能性
。

这种将体细胞培养和核移植技术结合起来的方法
,

为鱼类育种 开 拓

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
。

7

甲

性 别控制 不少鱼类在生长速度上雌雄有别
。

因此
,

可以通过人工控制性别进行单性养殖来提

高产最
。

我国于 7。年代开始用类 固醇激素控制鱼类性别的研究
,

目前已在莫桑比克罗非鱼等 获 得 成
‘

功
【’4

,
‘“

,
,

, 旧
,

.0l

’。, ‘,

并得到性染色体为 Y Y 型的莫桑比克罗非鱼
“

超雄鱼
”

数百尾
〔‘盛

’
5 ￡一” ’。

用这种超忿

鱼与尼罗罗非鱼杂交
,

得到大爱莫尼杂交全雄鱼
。

生产试验表明
,

这种全雄鱼具有
“

东种
”

和
“
全雄

”

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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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势
,

其生长速度比尼罗罗非鱼两性种群决38
.
5芳

,

群休产里平均提高咬3
.
4 形
t4‘’。 我国鱼类性别控制的

研究已跻入世界先进行列
〔

川
。

8

.

辐射育种 早在60 年代
,

就有人曾对金鱼胚胎发育不同时期的辐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
〔“, , “‘。

70

年代又有用 卜射线和快中子等照射鲤鱼
、

草鱼和罗非鱼等的生殖细胞
、

胚胎
、

鱼苗
、

幼鱼和末成熟个体的

报导
『“

’
‘右刀 了

,
, ,

’
‘。。1

。

80 年代没有多大进展
。

总的来说
,

辐射对鱼类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和损伤作用
,

很少

发现有益的突变
,

这就是鱼类辐射育种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

9

甲

基因工程 在鱼类育种上应用基因工程技术
,

我国还是 比较毕的
。

据童第周等研究发现
,

鱼类中

不经载体
,

将 D N A 或 m R N 八 直接注入受精卵
,

就可以使外源 D N 八 或 m R N A 在受体细胞内得到表达
,

从而引起遗传性状的改变
,

并能传给后代以 ,‘ ,一 , “’,

这为基因工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工艺程序
。

研究还 发

现
,

由注射过鲤鱼卵 m R N人 的金鱼卵发育而成的金鱼
,

其肝脏 毛D R 同工酶图谱
,

与鲤鱼或金鱼不 同
,

而类似于鲤鱼和金鱼有性杂交的杂种同工酶图谱
￡’。1 。

这进一步证明
,

注射 m R N A 于受精卵不仅 可 引

起动物外部形态特征发生变化
,

还可引起内部化学组分的改变
。

另外
,

朱作言等(1986)还报导了对鱼类转移人的生长激素基因的研究结果
。

1 9 8 4 年
,

他们通过试验

证明了外源基因在鱼类受精卵受体胚胎的复制
、

整合并在成鱼体内存在;1985 年
,

又证明了外源生长激

素基因有加快受体鱼生长发育的功能;19 86 年
,

用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对泥鳅受精卵注射
、

转移并表达成

功
,

这对受体泥鳅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该受体泥鳅组在发育1肠 天后
,

平均体重 比对照组重一

倍多
,

个别受体泥鳅为对照组的5
.
6倍

『名, ’。

这标志着我国首次运用生长激素基因在鱼类转移成功
,

为我

国鱼类育种展示 了美好的前景
。

飞。
,

引种驯化 我国比较重视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
,

最突出的例子是变团头妨野生为家养
,

并在全

国普遍推广
,

成为新的养殖品种
。

仅上海一地
,

1 9 84 年团头妨产里就占精养池塘总产里的 摊
.
79 芳

〔, . ’。

70 年代初
,

以有机碎屑为食的细亚科如细鳞斜领姻
、

园吻鱼和黄尾密细等被发掘出来
,

并在全国2。多个

省市推广
。

在不降低其它鱼类产最的前提下
,

增产幅度为 功万以上
。

鳍鱼
、

梭鱼
、

鳗鲡
、

东北银纲
、

瓦氏雅

罗鱼以及各种鱼类品种的移植驯化也取得了成功“ .
]o

另外
,

还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经济鱼类
,

如莫桑比克罗非鱼(1957)
、

虹缚(1959)
、

白卿〔1976)
、

尼罗罗

非鱼(i97a)
、

蟾胡子鳃(1978)
、

露斯塔野竣(19龙)
、

苏氏鲍给(lg7a)
、

革胡子鳃已981 )
、

奥利亚罗非鱼

(1985)
、

加州妒鱼(198乙)
、

厚唇纪(1984)
、

麦瑞加拉(1984)以及 淡水白蜡(1985)等
。

5 0 年代
,

还从国外引

进各种鲤鱼品种
。

这些鱼类的引进
,

扩大了养殖对象
,

丰富了育种资源
。

1 1

,

原种资源保存 原种及良种是生物资源保存的重要内容
,

它将为培育新品种提供原料
。

鉴于当

前品种混杂现象十分严重
,

因此原种保存间题己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

近几年对重要的鲤鱼杂交亲 本荷

包红鲤
〔。‘” ’,和兴国红鲤

【. 。之等进行了提纯复壮
,

得到了性状稳定的后代
。

先后经国家鉴定确认为优良 品

种
,

并左原产地建立了原种场
,

向全国提供亲鱼和苗种
。

据 19邪 年底统计
,

全国共建立了25 个良种场
,

其中13 个建成投产
〔’5 ’。

综上所述
,

我国鱼类遗传育种的研究
,

涉及面很广
。

可以说
,

国外所采用的途径和方法
,

我国几乎都

用上了
,

有的还有所创新
。

有些项目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

总的来说
,

与国外的差距

还不算大
,

只是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手段上尚差一些
。

但我们有一支较强的科研队伍
,

如能抓住良机
,

在

国家全面统一规划下
,

近期内重点突破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是有可能的
。

作者认为
, “

七五
, ,

期间或

更长一段时间内
,

育种的对象应抓住草鱼
、

鳞鱼
、

团头妨
、

鲤鱼
、

卿鱼和罗非鱼等经济价值较高
、

深受群众

喜爱的养殖鱼类; 育种的 目标应瞄准高产品种的培育
、

白鳞的肉质改良
、

性别的人工控制
、

草鱼的抗病

育种以及峻鱼与罗非鱼的抗寒育种等; 育种 的途径和方法应以基 础较好的杂交育利
‘
和细胞工程为重点

,

并 积极开展基因工程和基础理论研究
。

任重而道远
。

但我们坚信
,

只要包括遗传育种工作者在内的 广

大水产科技人员齐心协力
,

到本世纪末
,

定能实现水产品总产最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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