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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和保护鱼类种质资源的意义和迫切性

(一) 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谈起

为什么我国西北一些地区原来“风吹草低见牛羊 万 的大草原如今变成了土地贫膺
、

经济落后的黄土

高励 为什么原来郁郁葱葱
、

生意盎然的北非大森林如今变成了偶尔只闻驼铃声的撒哈拉大沙漠? 为什

么历史上盛产脍炙人口的大自鱼(翘嘴红舶 ) 的太湖如今变成了肉少刺多的毛娇鱼的天下? 这些都同生
夕

-

物多样性的破坏有关
。

近二
、

三十年来
,

要求对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
。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学术刊物大
量涌现

,

如
“e u

* 。
a t i。。 B io lo o y”

, "

R o lo g xo a l c

~
rv a ti耐

, “A q u a ti。 e o n , r。七io 。
。

及 “M a r互护

。
血 F。雍w a 切 r E e o 吕万昌切。”

等
。

许多国际组织相继成立
,

并卷入了有关活动
,

如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IU C N )
、

世界资源研究所(W R I)
、

世界资源特别基金管理机构(W W r ) 等
。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下

面
,

设有物种生存委员会(S SC)
,

委员会下设淡水鱼类专家组 (F F阶)等 肠个专家组
。

国际 白然保护联

合会拥有来 自 169 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约 4 。。。人
。

80 年代以来
,

科学家们围绕生物多样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主要环绕以下几个方面 :

¹ 栖息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º物种悄失的过去和现状 ; » 遗传资源的丧失 ; ¼ 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迫切性 ; ½ 物种保护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关系 ; ¾ 物种的就地与易地保护 ; ¿ 自然保护区的设计与管理;

À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

经济问题 ; Á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概念和学术问题
。

1叨2 年 5月
,

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
,

以及
“

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
”
的签订

,

反映了国际

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
,

正是全世界对生物多样性取得共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

该公约的 目的是保

护地球土的生物免遭 日益增大的绝种的威胁
。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 一项 热 门

前沿科学
。

收稿日期
: 1公邪一代, 1一O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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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什么 是生物多样性

人 : 了
、

资源及环境是当前 l珍界面临的最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

其中
,

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
、

生

态系统子样性及遗传多样性 ) 的保护是涉及到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核心
。

这三种不同水平 的生

物多样性从不同的方面
、

以不同的方法对生命系统进行描述
,

三者是相互补充
、

但不可相互取代的
。

1
.

物种多样性 指一个地区内物种的数量与频度
:

拥有较多物种的物种多样性较大
,

反之则小
。

例

如
,

太湖有鱼类百种左右
,

青海湖有鱼类 G 种
,

太湖的物种多样性显然较大
。

2
.

遗传多样性 指物种的种群间
、

种群内的遗传变异
,

其表达是通过大量从因的组合或重组实现

的
。

众影周知
,

许多农作物都依靠野生的种质资源来扩大其遗传基础
,

稳定和提高产量
,

增强抗病
、

抗逆

的能力仁吕拌a 、
, 198 8皿

。

乙
.

生态系统多样性 指一个区域内的生态过程
、

群落及栖息环境的多样性
。

由于生态系统间的界

线难以精确划分
,

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定是要比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困难得多
。

(三 ) 忽视生物多样性在鱼类方面的若干事例

(1 ) 由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不足
,

人们曾有意无意地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格局
。

比如
,

在夭然水体

中
,

水草
、

藻类
、

俘游动物
、

鳞
、

编
、

草鱼等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

大量投放草鱼以利用水草
,

会

取得较高的鱼产量
。

当水草生物量减少
,

另一类初级生产者 (藻类 )以及利用藻类的次级生产者(浮游动

物 )的生物量迅速上升
,

鳞
、

缩的产量也随之上升
。

在一段时间内
,

我们曾把这种养殖方式作为利用夭然

水体生物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

但这种方式导致水草绝迹
,

许多鱼类的繁殖
、

索饵及栖息场所被破坏
,

鱼

类种类渐趋单一
,

底栖动物减少
。

即使是生物量上升的浮游植物
,

其生物多样性也是下降的
。

而藻类的

大量繁殖又抑制了沉水植物的繁殖生长
,

如此循环
,

湖泊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逆转
.

(2 ) 由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不足
,

我国江河湖泊等天然水体出现的
“

鱼类资源小型化
,

现象越演

越烈
。 “

鱼类资源小型化
分

包括鱼类群落里种类结构小型化(即大中型鱼类减少
,

小型鱼类增多 )
、

鱼类种

群年龄结构低龄化(即高龄鱼减少
,

低龄鱼增多 )
,

以及生长速度减慢等现象
。

捕捞强度过大
,

捕捞规格

不断降低或者生态环境恶化
,

是鱼类种群结构小型化的主要原因
。

,

(幻 由于对遗传多样性的认识不足
,

人们把人工繁育屏体的后代
,

甚至杂交种
,

有意(如人工放流 )
”

无意(如管理不善造成逃逸或自然灾害) 地大量放入天然水域
。

例如
,

在北大西洋
,

每年放流大西洋缝

80 。万尾 ;在北太平洋
,

每年放流大马哈鱼 40 亿尾 仁1‘ks on
, 19 88〕

。

致使这些鱼类的溯河产卵群体巾
,

有 80 形是人工放流的回归鱼〔A no n 刃u o u s , 1 987 : ; C h , 10 0 加 等
,

1 9 8 6 ]
。

随着养殖生产规模的扩大
,

养殖鱼类的逃逸增多
。

如在挪威
,

自 1 9 7 。年以来
,

养殖产量每两年翻一

番
,

19 豹 年达 11 6
,

。00 吨
。

而挪威海域天然大西洋蛙的渔获量稳定在 1
,

2 00 吨
,

在挪威河流里的 大西

洋蛙的渔获量稳定在 3 00 吨〔A~
yrn 。。

, 1 98 g b」
。

仅 1 9跳 年业 月一 19 阴 年 1 月的风暴
,

就使 12 0 万

尾鱿( 1 2 00 吨以上 )从网箱逸出 仁且如d a r 等
,

199 1〕
。

逃入天然水休的人工繁育鱼或者同天然鱼竞争饵

料和栖息场所
,

或者直接掠食夭然鱼
,

或者带入病害
,

甚至在夭然水体里成熟并繁殖 ; 它们同天然鱼的交

配
,

则造成天然鱼种群的遗传稀释(伽ne ti o di lu tio n
,

指养殖群体的基因库稀释了天然群体的基因库〕或

遗传渐渗 (指通过杂交把基因从一个基因库带入另一个基因库)
。

m 叭ar 等[ 1 0 9 1〕在其报告里例举了绝

傅鱼类的大量有关资料
。

19 犯年
,

原苏联把煌(H 讹。
加

; o) 早与小易(血切。韶
; 州认朗。 )古杂交育成小鳍蝗鱼

,

该杂种兼

俱魄生长快和小绮性成熟早的优点
,

不但能育
,

且能在淡水和半咸水中生活
,

被认为是鱼类远源杂交巾

最成功的杂交组合
,

并广泛推广养殖
。

但在进入天然水域后
,

由于杂交种能育
,

又与蝗杂交
.

几乎毁灭了

蝗鱼资源〔张兴忠等
, 19 88〕

。

(幼 物种的生存遭受威胁乃至消失
。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19 90 年的红皮书中
,

7队种淡水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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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濒危鱼类
,

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

另据该联合会养殖专家组的报告
,

在世界加
,

0 00 种鱼类中
,

濒危与渐危的占 1 。彭
。

据美洲水产学会统计(W m ia那 与 C oa u tho 邓
, 1 98 9 )

,

在北美的鱼类中
,

有 114

种(亚种)濒危
,

1昭种渐危
,

147 种需要关注
,

合计 3 64 种(亚种)
,

占北美鱼类的 1了3
。

又据统计
。

在过

去的 100 年里
,

北美鱼类已灭绝了 40 种仁M iue
r 等

, 19 8叼
。

在我国现存的 80 0 余种淡水鱼类中
,

约有90

种处于濒危或渐危状态
。

分布于云南的异龙中鲤(‘ , 灯如姗 娜乙渊夕朗。‘s) 已经绝灭 ; 白绮(p 邵灿咐 , 夕l。
-

d i“s )
、

姗(M
a c r 二犷a r e e ” e痴 )

、

虎嘉鱼(H 。“ho bz‘ek e找 )等濒于灭绝(乐佩琦
,

10 9 1 )
。

淡水水体由于范围狭小
,

栖怠其中的鱼类种群的分布范围有限
,

水域环境的变迁
,

有时甚至不太大

的或者局部的变化
,

都可能导致某个种群的消亡
。

鱼类的濒危或渐危状况
,

是从物种的个体数量减少到难以维持繁衍生存的角度来说的
,

这是已经表

面化了的现象
。

而遗传资源的变化
,

则是深层的变化
。

这种变化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影响物种的存在
,

但

将影响物种的品质
,

也将在长期内影响物种的进化乃至生存
。

我国于 1 9明 年开始了对主要养殖对象的种质资源的研究
。

19 86 年开始研究主要养殖对象的种 质

标准
、

主要养殖鱼类的易地保存(他塘
、

低温精卵保存)
,

设立了兴国红鲤和团头妨种质资源库
,

1991 年

开始研究链
、

绷
、

草鱼 青鱼等的天然种质资源库
。

19 91 年成立了全国水产原
、

良种审定委员会
。

我国的

工作的理论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

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比较紧密
。

当前的势态是
,

¹ 大多数生物遗传资源都在发展中国家
,

而育种改良却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
。

º西方世界在蛙蹲鱼类方面
,

我国在鲤科鱼类方面
,

一些国家在罗非鱼类方面
,

都正在积极开展种质资

源的研究
。

» 农牧业的许多高产优质品种
,

都是依靠丰富的基因材料育成的
。

保护种质资源
,

意味着保

护自然界蕴藏丰富的基因库
,

为夭然种群的健康发展和养殖种类的不断改良提供物质基础
.

二
、

鱼类种质资源研究和保护措施

(一 ) 种质资源保护的目的与策略

( 1) 目 的 ¹ 尽最大可能维持种内遗传变异的水平 ; º维持物种和种群的自然繁殖能力 ; À 维持

物种的进化潜力 ; ¼ 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

生产又多又好的食物
。

,
-

( 2 ) 策 略 ¹ 对遗传多样性予以鉴别和保护 ;º就地保护 ; »易地保护
。

(二 ) 种质资源研究的若干技术

( 1) 同工酶 /蛋白质电泳分析 60 年代以来
,

电泳分析技术被鱼类种群遗传学者
、

分类学者
、

育种学

者广泛地应用于物种
、

种群的鉴定
,

以查明原种
、

养殖种群的遗传变异(如多态性
、

遗嘟巨氰杂合度等 )
、

遗

传结构
,

以至定性定量地监测其变化仁A lle u d o r f 等
, 19 8 7 ;李思发等

,

19 9叼
。

电泳的存在问题 : ¹ 仪器和

药品较贵
,

一般人使用困难
。

操作须仔细
、

富有经验
,

尤其在某些座位的分析上 ; º一般要杀死鱼
,

需要

发展一种不杀死鱼的技术
,

这样可对同一个体反复测定 ; À 有些种群使用同工酶分析难以测定
,

也就是

说
,

不能测出所有的遗传变异〔T记d , 19 81 ; L肠 r y 与 Bo o ke
, 19 82玉

对于同工酶
,

熟悉者已不少
,

为节省篇幅
,

此处从略
。

(2 ) 线拉体D N A In t D N A 是 80 年代发展的技术
,

业已证明
,

在高等动物普遍存在多样性的 耐
,

D N A〔A v
俪 与 玩~

。n , 19 8 3〕
。

mt D N A 多样性的研究可帮助了解种系发生 (或系统发育 )
,

或分析

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

也可用来监别地方群体
。

¹ 动物的 m 七D N 人 是一种封闭循环式的分子
,

长度 140 00

至 2叨oo 碱基对 (坤)之间
,

比 D N A 小得多
。

已知鱼类 mt D N A 长度范围变化较小
。

据对 47 种鱼的分

(1 ) 乐佩琦
,

加91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中国动物学会鱼类举分会 19抓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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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为 15 20 。一19 以力b p
。

。七D N A 为同质型
,

即在一个机体里
,

其所有分子都一样
,

这就是说任何组织

都可用来提取
,

不过多从肝或性腺提取
,

因这些组织中 mt D N A 浓度较高
。

在高等动物
,

m 七D N A 的

演替速度是撼百万年 2绍或 30 。碱基对(设共有 15。。o 碱基对 )
,

进化速度为核D N A 的 5一10 倍(B ro 。
,

19 8 3 ; M o r
itz 时 ‘

.

,

19 盯〕
。

m 七D N 八 仅母系遗传仁H u o t c址~
n 等

,

1 , 7 连〕
。

用老鼠做的种间杂交和反复
朽

试验证明
,

m tD N A 的 的
.

, 男以上来自母体[G ylle n 的en 与W 诉on
,

19 盯〕
,

父木的贡献为每代 1了250 00
。

º 砒D N A 测定方法
。

主要用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将肝或性腺的分子消化
,

而后通过电泳
,

依分子重量的

不同将消化的片断分离
。

片断可用澳化乙锭染色来显现
,

或经放射核营酸标志后自动射线照 相
。

片断

类型的变化可在核普酸水平上阐明遗传变异
。

第二种方法是借助放射标志的 m 七D N A 探针来识别D N A

上的二t D N A 谱带[M 。。g id 等
, 19 85 ; G皿另a h : 一v iU月 s‘

加r , 10 5 6 : F o r r i s 与 氏
r g , 1, 87 ]

。

这一技术的

改进使得不杀死鱼来测定而 D N A 成为可能仁砚11i n g to n 与 价be r t ,

19 9 1」
。

最近发明的第三种方法是

使用聚合链条反应 ( P C R )
,

把从极微量组织提取的 D N A 扩增
。

这一技术可直接切得小于600 一20 00

如 的短小片断
。

有些同工酶测不出的遗传变异
,

用 In t D N A 可以测 出
。

而有些mt D N A 测不出的
,

同

工酶则可能测出
。

m t D N 人 技术的主要不足之处是 :进化较同工酶慢
,

即每百万年 2劣
,

或每万年 3b p ,

因此
,

即使自冰河期更新世以来完全隔离了的种群
,

离异也较微
。

因此
,

短期间可能引起的基因频率的变

化在 Tn 七D N 八 水平上不一定能反映出来
,

而同工酶则可能灵敏地测出
。

(的 形态特征 (可数
、

可t 性状 )的多变t 分析 目前使用的主要有判别函数分析
、

框架分析及生长

指标fw 工n a n 。, 1986 ; S t二 u 。。 与 B o o此te i n , 19 82 ; M o r e a u 等
, 1 9 8 6卫

。

李思发等( i 日9 1 )对团头妨的研究

证明
,

使用框架分析可提高判别函数分析的效果
。

菲列宾学者认为
,

对于尼罗罗非鱼
,

尾鳍上的横纹条

数是选择亲鱼的里要标准
,

条纹分明且数量较多的
,

表示鱼群较纯
,

养殖性状较好
。

但 T r o w ~
。 [1982〕

指出
,

这种条纹数量有随着鱼的生长而增多的情况
。

确实如此
,

鱼类的形态特征对环境变化是比较敏感
。

( 4) 遗传参数的估计及养殖性能的评估 国内外试验结果表明
,

同池比较是有效方法 〔李思发等
,

19 90 乃
,

现已普遍使用于鲤科
、

赊科
、

蛙科
,

丽鱼科鱼类
。

使用同池比较时应注意事项是 : ¹ 有效的标志
,

不损伤鱼 ; º要充分考虑不同种类
、

不同种群鱼的相互影响
,

如饵料竞争等; »始重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

(三 ) 种质资源保护措施
可分两大类

.

每类又根据其环境
、

设施及技术分为若千种型式
。

钾
-

( 1) 就地保护 在物种 (种群)发生或栖息的地方
,

在天然的或人造的生态系统中
,

对遗传资源进行

保护
。

这是在群体水平的遗传保护
。

这是一种动态型的保护
。

在生物的天然资源尚未遭到严重破坏
,

郎

其种群大小还能够维持其在自然界的繁衍的情况下
,

以及在栖息环境尚朱严重破坏到种群难以生存的

情况下
,

就地保护是保护种质资源的最佳方法
。

就地保护的优点是 : ¹ 被保护对象与大自然同在
,

协同

进化 ; º被保护对象的遗传变化和生态变化可随时观察 ; » 能维持被保护对象的种群有一定大小
,

可提

供亲鱼
、

成鱼
、

仔幼鱼乃至精卵等 ; ¼ 经营费用一般较易地保护为低
。 195 6一 19 90 年

,

我国在湖北省淤泥

糊〔19 20 公顷 )建立了团头舫种质资源库
,

该湖原产团头幼
,

故可视为对团头纺的就地保护
。

19 9 1 年以

来
,

我国在糊北省监利县老汀河故道( 26。。公顷)建立 “四大家鱼刀天然生态库
,

由于该故道早已同长江

稿绝
,

过去用作湖泊养鱼
,

现在通过投放长江天然苗种
,

养成后备亲鱼或亲鱼供应各地繁育场
,

并可储备

一定数量原种鱼以备不测之需
。

由于该库只能起到肥育阶段的养护作用
,

国家又安排在石首市天鹅 洲故

道( 20 00 公顷)进行“四大家鱼
”

天然生态库的研究
。

与封闭式的老江河故道不同的是
,

夭鹅道故道是开

放型
, “四大家鱼”可自由进出

,

具有研究“四大家鱼
护

在长江 (主要用来繁殖 )与其附属水体 (主要用来肥

育 )之间徊游及成长的规律的条件
,

可以作为一个窗口来监察长江
“
四大家鱼”遗传多样性的变化

,

为完

善遗传保护提供资料
,

同时
,

也可生产一定数量的原种供应生产和科研的需要
。

不过
,

这一天然生态库

也只包含了肥育场所
。 “四大家鱼

”
的完整的遗传保护区应包括产卵场所和肥育场所

。

只有把鱼类的整

个生命过程都置于保护之下
,

才能实现真正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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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地保护 是在物种 (种群 )原栖息地以外的人工环境下对一定数量的个休或生殖细胞进行保

存
。

这类人工环境有池塘
、

水泥池
、

液氮罐等
。

这是在个体水平或细胞水平上的遗传保护
,

是一种静态

型的保护
。

¹ 池塘与水泥池活鱼基因库
。

匈牙利自19 63年以来建立了25个品系鲤鱼 ( 13 个匈牙利品系
,

12 个欧洲与亚洲品系 )的池塘基因库
。

每品系的群体大小维持在 50 尾以上
,

雌雄各半
。

捷克于 10 8 3 年

建立了湘 个品系鲤鱼的池塘基囚库和 7 个品系缪鱼的池塘基因库
。

国际水生生物资源管理中心 (工G L.
A R M )主持的 G 工F T 研究项 目在菲列宾建有水泥池的罗非鱼的活鱼基因库

。

在我国已建设的这类基因

库有
:
长江水产研究所的 10 种养殖鱼类的池塘基因库 ;江西省兴国县兴国红鲤的池塘基囚库 ; 江西省婆

源县荷包红鲤的池塘基因库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的方正银卿的池塘基因库
。

º水族箱
。

英国 S桩r ha g 大

学水产养殖与渔业系利用水族箱保存了来自非洲的十多种罗非鱼
。

在池塘
、

水族箱这类人工小水体 里

保存鱼类若千世代而不改变其遗传特性是很困难的事
。

要特别注意繁育群体的有效大小仁李思发
, 19 88 〕

。

»冷冻基因库
。

即在低温或超低温中
,

一般在 一 19 6℃的液氮中
,

保存精子或卵子或胚胎的基因库
。

在

这一温度下
,

细胞活性可在遗传上保持稳定
。

我国在长江水产研究所已建成了贮存有 8 种淡水鱼类精液

的冷冻基因库
.

冷冻基因库的突出优点是把保护对象的进化召冻结
”
了起来

,

排除了外界生物的与非生物

的环境因子的干扰
。

但冷冻精子只保存了物种遗传基因的一半
,

另一半在卵子
。

如果雌鱼不能有效地保

存
,

冷冻精液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

目前
,

鱼卵或胚胎的冷冻保存尚未成功
。

由于鱼卵较大 ( 1一6 江”n )和

卵膜渗水性的不一致
,

在冷却过程中充分脱水这一基本问题尚未解决
。

易地保护的存留数量狡小
。

所采

集的样本往往因不够大而可能丢失了物种 (种群 ) 的部分遗传材料
。

建立易地保护区
,

应对物种(种群 )

的遗传结构有较深透的了解
,

有较好的采样技术
,

以及有效的维持措施
。

在可能条件下
,

把就地保护和

易地保护结合使用
,

可大大提高遗传保护的效果
。

三
、

主要养殖鱼类遗传资源现状

全世界共有 28 ,

。0 0 多种鱼类
,

约有300 种已被养殖
,

其中约 100 种的养殖具商业规模
。

养殖产盈

居前 12 名的种类和产量如表 1所示
。

表1 世界主要养殖鱼类产 t 〔198日年
, 10 .
吨 )

T a b le 1 W o rl d p r o d u ct io n of m a 二o r e , lt u r e d f i s h o s ( 198 9 , 10 . t o 吐s )

占养殖鱼类总产量的 比例 (络)

昨48汤胎邱44肠肚即9382吸43223峥
.
卜‘
Jl3SJ任月皿二49�翻力U1

455484只
一

32486尽3 0自口2
11工J�,孟,土

缝

翅

草鱼

墉

遮 自鱼

罗非鱼

虹辞

斑点叉尾姻

大西洋娃

日本紫脚

太平洋蛙

河鳗

总产是

2
.

】O

_
_

的

邓艺生

1
‘

4 7

l
,

2 艺

弓!自 、V o 二
ld A q u a阅 1拍

r e ,

19肚
,

p
.

3 1
·

就全球来说
,

鱼类养殖方式可分为鲤
一

罗非鱼为主的东半球方式和以蛙礴鱼为主的西半球方式 ( L云

si 九
,

19 湘 )
。

现按罗非鱼
、

蛙缚鱼类及鲤科鱼类分述如下
.



4 期 李思发 : 主要养殖鱼类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3妈

(一 ) 罗 非 鱼 类

(1 ) 分类和分布 罗非鱼类(T讯 p认。)属丽鱼科(C初 hlid a 。 )
,

约有 怕。种仁F r yo r 和 Ile s , 1 9 7 2〕
,

主

要分布于非洲
。

对非洲天然水域中罗非鱼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从 19 4 5 年到 1 95。年代进行的
。

按照 T r e -

w 彻邸(1 982 )的分类祛
,

可把罗非鱼类分为三个属
,

其代表性种类及特征如表 2 所示
。

在天然水域和养殖生产中
,

发现罗非鱼的三个属之间
、

不同种之间容易杂交
,

这是造成罗非鱼类分

类长期紊乱的原因之一
,

是罗非鱼遗传育种上的一个优点 (如生产全雄鱼 )
,

也是一个缺点(如遗 传渐

渗 )
。

表 2 罗非鱼的分类及其代表性特征

T ‘bl. Z T睐。no 功y 健 tu
a Pla and th . 扮 加Pt .

, nt 毗Iv . c
ha

r a Ct e r 加tic.

属 名 代表性种类 代表性特征

r 亡协洲
。

叭 梦f不乙f感

r
.

犷口 l刁凌双落

r
.

eo 叭g 苗e 。

T
.

g u俪邵刀污钻

(i ) 附着孵化

(2 ) 鳃耙e一1 2

(3 ) 额
、

下咽骨
_

仁笆齿粗

伍) 多食水生植物

5
.

口
,
了Zf沈f z君汉名

8
,

”
、

巴乙洲
。亡了蹄 犷”

(1 ) 雌
、

雄鱼皆营口 腔孵卵

(2 ) 鳃 耙] 2一2 7

(3 ) 颖
、

下咽骨上蓖齿细

O犷e 。‘入r o 水玄‘ 0
。

拜葱云。才艺e 双‘

0
.

“权犷己“‘

0
.

饥。韶“ , ”乙犷洲s

0
.

” l。犷苗感州君r 协

(1 ) 仅雌鱼营 口腔孵卵

(2 ) 鳃耙1 2一2 7

(3 ) 领
、 ’

卜咽骨 卜蓖齿由粗到细排列

以色列可能是拥有罗非鱼自然分布的唯一亚洲国家
。

该 国自然分布有 4 种罩非鱼 : O. A , 、。,
O.

, ‘20 ,艺c o s , 名
.

夕a z‘za 。。 s , 犷
.

: ‘不z‘云
。

不过
,

以色列养殖用尼罗罗非鱼主要是 1 9弘年从加纳的 V o l七a 湖引

进功 尾
,

但成活 9 早 2 少的后代
,

叫
召

加纳品系” ,

该品系广泛地用于同奥利亚罗非鱼杂交以产生全雄后

代「p u lli; 、, 1 9 8 8]
。

(2) 移植与养殖 罗非鱼虽自然分布于作洲
,

但其养殖并不起源于非洲
,

而是起源于东南亚
。

19 38

年
,

歇助流
r 在爪哇偶然发现了莫三比克罗非鱼

,

这是在亚洲首次发现罗非鱼
,

当时仅见 2 早 3 子
。

几年

后
,

该鱼即在爪哇普遍养殖
。

迄今未见有莫三比克罗非鱼从非洲移植到亚洲的其它记载
。

故人们推测
,

后来亚洲所养殖的莫三比克罗非鱼都是由这几条鱼繁殖而来
,

并认为这是该种鱼在亚洲养殖性能不好的

原因(非洲原产的莫三比克罗非鱼的特征同亚洲的不同 )
。

三雌一雄莫三比克罗非鱼于 19 50 年被引入菲律宾
,

现已被淘汰
。

70 一80 年代菲律宾先后十余次引

进了尼罗罗非鱼
、

奥利亚罗非鱼
、

齐利罗非鱼
。

罗非鱼的引进与养殖彻底改变了该国淡水养殖业的面貌
,

目前罗非鱼年总产量已超过 5 万吨
。

19 66 年
,

日本天皇赠送泰国国王尼罗罗非鱼 (据说源于埃及)印 尾
,

结果 19 尾雌
、

19 尾雄成活
,

次年

起便大量繁殖
。

199 2 年泰国罗非鱼养殖产是 71 00 吨
。

据认为
,

现今保存于泰国中部的 t, C瓦 tra 玩彻 品

系
”

是较纯的种群
.

(幻 Li 乳拓
,

19 朗
.

W
o rl 理吕协加 . 吕”d r ro 日r旧ro u. 。企人q 山枕d 坛re

.

叉朋2 年 石月在希腊雅典举行的世界渔

业大会(W b r
ld 州 。玩 rl 帕 C协n 公拍哟宣读

,



攻沁 水 产 学 报 1了卷

美国于 195 5 年引入莫三比克罗非鱼苗 20 尾
。

1 957 年从以色列引入奥利亚罗非鱼 10 尾到奥本大

学
,

仅成活 1 早 3 子
,

这是奥利亚罗非鱼在美国的奠基群体
,

由此繁衍并扩大到全国
。

此后未见有美国再

次引入该鱼的记载
,

故我国 19昭 年从奥本大学引入的奥利亚罗非鱼 38 尾可能正是这批鱼的后代
。

1 97么

年从巴西引入尼罗罗非鱼的
“

加纳
,

界
1

系
”

鱼苗 200 尾到奥本大学
。

同年又引入该鱼的 “埃及品系
” ,

计成

鱼6 0 早2 。子
。

经过几个品系的比较
,

认为
“

埃及晶系”的杂合度较大仁P吐1达
,

妈88 玉

罗非鱼的种类虽多
,

但目前在养殖上成为重要对象的仅数种而已(表 3 )
。

表 弓 养殖上重要的罗非鱼种类「据 p u lli二 , 19 88〕

T a b le 3 T h e 川o s t im P o r ta琳 cu ltu r ed tli a P纽s (f~
p u ll恤

, 1988 )

特 点

重要的种和杂交种

1
.

尼罗罗非鱼

2
.

奥利亚罗非鱼

3
.

尼罗
x
奥利亚

生长快
,

食性杂

生长快
,

食性杂
,

稍耐寒
,

池塘捕捞较困难
,

较适合网箱养殖
,

最适合用于杂交的亲本

生长快
,

尤当投喂颗粒饲料时

一般种类

1
.

望
.

r 君陀澎。才古f

2
.

0
·

匆扩不舰r “
s 吕矛艺苦砚犷祝s

3
.

0
.

。倪d ‘厂, , 力落德

4
。

吕
.

嫩心乙a 叱O f孔毋r

掀

草食性
,

适合于同浮游生物食性鱼类混养

生长快
,

耐盐
,

喜食附着藻类

生长速度和耐盐适中

耐盐
,

单性养殖时生长好

(的 遗传变异 从上面介绍的移植史可知
,

当今世界各主要养殖地区的罗非鱼大多是间接引进的
,

弓{进的群体数最一般很小
,

并由此繁衍并推广各地
。

由于奠基群很小
,

因而产生了遗传
“

瓶颈 , ,

发生随机

遗传漂变
,

相当程度地改变了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
。

这在莫三比克罗非鱼尤为突出(表 幼
。

表 4 莫三比克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遗传变异

T ‘b lo 4 G e

net
加 v a r ia tio n s Of o r ‘ O Ch r

~
崔s

~
S , “m b i c “5 a n d o

·

“1 1吩 ; “ s

种 类

英三比克

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

样本数 } 样本大小(尾)

韵一 6 7 。
.

02 2(o
,

oo , 一。
.

。加)

0
.

0 7 3(o
,

01 3一0
.

114 )

O
‘

04 03

据考查
,

弓!进原种的有 : ¹ 中国长江水产研究所 19 78 年从苏丹尼罗河分二批 (各 27 与 34尾 )引入

尼罗罗非鱼
,

成活率 90 男 ; 1988 年
,

湖南省水产局张锦亮从埃及的尼罗河下游地区引入尼罗罗非鱼 8 辛

1 日
。

º 日木 19 6 2年从埃及开罗引入尼罗罗非鱼 200 尾
,

约 120 尾成活
,

不明是天然种群还是养殖种

群
,

日木
.
异

,

系仍保持有较高的遗传变异性
,

杂合度为 0. 0 9 1[ B o iao 与 Ta o i g u
而

, 195幻
。

这批鱼于 1 96 5

年引入泰国
,

在泰国中部形成了 C h t, 1。瓶 品系
,

据对其 21个位点的测定
,

杂合度为 。
.

0 14 ( I C L A R M

与菲律宾大学
,

未发表资料 )
,

表明已有瓶颈产生
,

不过仍认为该品系是泰国鱼类养殖的良种之一
。

»

19 88 年 G 工F T 课题组从埃及
、

加纳
、

肯尼亚及塞内加尔四地引入尼罗罗非鱼原种到菲律宾
,

各亲鱼1加一

16 。尾
,

鱼和 200 一800 尾
。

把这四品系同菲律宾当地生产上常用的“以色列
” 、 “

新加坡
” 、 讨台湾

”
及

“

泰

国
,
四品系的比较研究初步表明 : ¹ 生长速度有显著差异 ; º除“

加纳品系”外
,

其它三品系均优于已家养



4 翔 李思发 : 主要养殖鱼类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3 5 1

的品系; » 菲律宾生产上应用最广的
a
以色列

”
品系不是最好的品系 ; ¼ 遗传一环境互作不强 ; ½ 8 个

“
品

系”相互杂交结果表 明
·

杂种鱼在生长串和成活率上的杂种优势低
,

平均仅 2
,

3万 [P ul l还 等
,

19 91〕
。

种属间杂交是造威罗非鱼遗传的主要原因
。

I C乙八R M 的研究证明
,

在菲律宾
,

莫三比克罗非鱼秘

尼罗罗非鱼之 间遗传渐渗相当普遍
。

在检查过的 20 个座位上
, 6 个座位可作为渐渗的证据

。

例如
,

罗非

鱼的 G P 工同工酶是由 G P I 一1 和 G P I 一2 两个座位控制的
。

两种鱼的 G p 工一2 相同
,

但 G P I 一 1 则不同
,

而渐渗杂交鱼则兼具两种鱼 即卜 1 的特点〔P u Uj卫 , 19 88 ]
。

根据我们最近对南京水产良种场 (罗非鱼良种场 ) 的尼罗罗非鱼与奥利亚罗非鱼 10 种同工酶 18一

19 个座位的电泳分析
,

奥利亚罗非鱼未见多态座位
,

杂合度为 。
,

即是一个“超纯
”

的养殖群体
。

而在尼

罗罗非鱼亲鱼群体中
,

E s七有多态
,

杂合度为 Q
.

0 在昭
,

这应属正常
。

向题是有 1了5 的鱼是在外形上同尼

罗罗非鱼难以区别
,

实质是兼具尼罗
、

奥利亚特性的杂交种
,

但通过同工酶电泳分析是不难辩别的
。

P l」」」jj i
与 C a禅u [ 19 35 1认为

,

由于亚洲现有尼罗罗非鱼的遗传变异过低
,

不宣用来选育
。

E klla t h 等

[ 19 组玉签而认为
,

使用菲律宾现有养殖生产用罗非鱼种群进行遗传改良不会有好结果
,

转而致力于再度

弓}进原种并加以选育
,

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

在 19 58 年的罗非鱼遗传资源会议上
,

P ul li n 提出了来受千扰或相对未受干扰的罗非鱼原种分布区
,

如表 5 所示
。

表 5 未受千扰或相对未受干扰的罗非鱼的 自然分布区

Ta l,l . 5 T h e n a t u r a l d 肠t r i加 t i o n a

琳
。 of tU a p纽 , , h e 、 a r e

. 时 d ls t u r b u t e d o r re lat i v e ly n o t d is t妞r bu t ed

种 类 最佳地点

塞内加尔
;

尼罗河水系 ;

埃及的湖泊

次要地点

尼罗罗非鱼 加纳的 V o lt合 水系 笋

尼 日尔水系 ;

B 刀 r k tn 执 F a 日。 ;

马里及尼 日尔

塞内加尔与尼罗河

种群受干扰最少 ;

其余的有近交危险

奥利亚罗非鱼 埃及的尼罗河

兰角洲的湖泊 ;

塞内加尔水系 ;

马里和尼日尔

的尼罗河中游

寨内加尔
、

埃及种群

可能受干扰最少

注
:
据 r u n 恤

, 1匀88
,

(二 ) 鱿 缚 鱼 类

蛙缚鱼类是在遗传特性和生态特性上很有特色
,

且研究较多的鱼类
。

( 1) 分 布 大多数蛙鳄鱼类是溯河性徊游鱼类
,

具有回归母河的遗传特性
。

本文仅介绍虹蹲
、

太平

洋大马哈鱼类及大西洋蛙
。

虹缚是蛙鲜鱼类中养殖范围最广
、

历史最悠久的种类
,

太平洋大马哈鱼是人

工放流的主要对象
,

大西洋娃既是人工放流的主要对象
,

也是网箱养鱼的新秀
.

¹ 虹蹲
。

自然分布于北

关洲太平洋沿岸河流中
,

也分布于亚洲东北部沿岸
,

如堪察加半岛的河流中
。

现今世界各地养殖的虹鳝

都是从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移植的
。

自人们对虹缚产些岁盛趣以来
,

其形态分类一直比较混乱
。

有一个时期

同物异名达 加个以上
。

M il 此r ( 19 幻 )把各式各祥的虹鳃归纳为克氏娃和虹蹲两类
。

肠
r g 与 Ga 以扮8 8)

认为虹蹲有泪游性(硬头鲜 )与不徊游性(虹缚 )两个亚种
。

1 9的 年美国水产学会确认分布于北美洲太平

洋沿岸和东北亚太平洋沿岸的虹缚都属同一个种
,

并把 种名 定为 0 。, h尹呱二 。犷无云招 仁K o d心
,

198 8 ]
。

不过对于徊游的硬头蹲和定居的虹缚
,

虽认为是同属于一个物种的两个种群
,

但无论在生态上

还是且纬匕遗传上
,

差异都是显著的
。

º太平洋大马哈鱼类
。

在北太平洋及沿岸地区
,

分布的大马哈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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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大 ‘杏哈 龟(0
.

肠才a) 川鳞大马哈鱼(o
,

g , 公、ha )
、

红大马哈鱼(0
.

附味a) 大鳞大马哈鱼(0
甲

宕sha 呷t-

,

味a)
、

银 友马哈鱼((). “”舌心耐等五种
。

这五种大马哈鱼年产约 40 万吨
,

日木
、

原苏联
、

美国及加拿大

为主要生产 成
。

尺马哈鱼
,

根据 毛D H 和 M D H 的电泳分析
,

已鉴别出大马哈鱼有亚洲
、

阿拉斯加及美

洲三个伞葱仙群
。

长马哈鱼在海洋中栖
.

急2一3 年返回 母谕产卵
。

仅加拿大西部哥伦比亚地区
,

可供大

马哈华 产 叫的 河流就有 8 00 多条
。

1 9 6 3一 19 7 乃年lh1
,

我国年产大马哈角 所万尾(1 9 75 年 )一1加 万尾

(1弱
·

策 )
。

为保护逐年咸少的大马 舞角 资 石
,

1 9 8 2 年建立了省级渔业资
.

原保护 区二处
,

面抓分别为 3万

和 6
.

选
一

丁公顷
。

但对大马哈龟的种质资原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细鳞大马哈 龟
,

对 代 A A r
、

M D H 及

p G M 等同工酶的电泳分析表明
,

细鳞大马哈鱼不仅有亚洲种群和美洲种群之分
,

也有奇年回归和偶年

回归产卵群之分
。

红大马哈备
,

可分为亚洲(堪察加半岛)
、

加拿大 ske “” 河种群及美国 Co l二玩。 河

种群 〔U t七er 等
,

1 9 8 0 ] 三个种群
。

产于不同河流中的红大马哈鱼的遗传性状 (如 遗 传 距 离) 不 同

仁材加kh
o v 和 S al m “n k ov a ,

19 盯 ]
。

银大马哈鱼
,

在北太平洋的几种大马哈龟中
,

银大马哈鱼的杂合度

最低
。

这同该鱼自然分布范围不连续及栖息范围 窄有关
。

此外
,

在原苏联
、

日本和我国还有一种孟苏大

马哈鱼
。

» 大西洋蛙
。

大西洋蛙 ( S 川”。 sa l, )自然分布千北美
、

北欧的沿海及沿岸水域
。

属徊游性鱼

类
,

但也有终身在淡水中度过的定居性种群
。

自19 世纪中叶以来
,

为移植和增殖这一经济鱼类做了大量

工作
。

自 2。世纪 6。年代以后
,

大西洋娃便成为挪威
、

冰岛
、

英国等国家的重要放流和网箱养殖对象
。

大

西洋蛙有许多不同的种群或种族
。

不同河流里的大西洋蛙可雏是不同的种群或种族
,

它们有各自的徊游

路线和栖怠场所
,

遗传上也有别
。

通常分为北美大西洋鲜和欧洲大西洋畦两大类群
。

每一类群内又有

许多地理上渐变的种群
。

( 2) 养 殖 世界五大虹鳍生产国为意大利
、

丹麦
、

关国
、

罗 马尼亚及日本
。

在欧洲
,

虹缚鱼类产量

占鱿鲜鱼类产量的 76 男
,

占养鱼业产鼠的 61 男
,

19 9 1 年欧洲共同体共生产虹蹲 15 万吨
。

由于人类的生

产活动
,

使蛙缚鱼类的生活环境 (尤其淡水河流 )恶化
,

加上酷渔滥捕
,

致使北太平洋
、

北大西洋的继缚鱼

类资源下降
,

于是
,

人工放流应运而生
,

这需要掌握蛙缚鱼类的淡水生长发育期
、

徊游习性及精确的返乡

习性
。

这些要素不仅取决于生态习性
,

而且决定于遗传特性
。

娃鲜鱼类人工放流已成为护有娃蹲鱼类资源的国家具有特色的发达产业
,

如 日本
、

冰岛等
。

据报

导
,

日本北海道河流中捕捞的大马哈鱼几乎全为人工放流鱼
。

人工繁殖资源补充量为天然繁殖补充量的

6 倍以上
,

人工放流对天然种群的影响尚待观察和研究
。

( 3) 遗传变异 娃蹲鱼类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是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密切相关的
。

由于它们的多态

性与杂合度较高
,

比较适合做群体遗传研究
。

因此
,

迄今已积累了大量资料
。

表 6
、

7 汇总了若干可参考

资料
。

由表 6 可见
,

河缚种群间差异较大
,

据认为是由于其种群多被小股小股地隔离
,

致使种群间繁殖距

离较大
。

表 6 一些蛙鳞鱼类的多态位点比例和杂合度

T 皿b le 6 L . v . ls Of P r o PO r tlo n o f PO lym o印h 协 loc i a n d a v 6T a g e h et er o 艺
跟

o sit y

Pe r lo o u s 还 p O Pu la 七lo n s of s o m e s a lm o n i d s Pe c
俪

种 类 研究种群数 研究位点数 J多态位点比例男{ 平均杂合度 鱼的来源地区

大马哈鱼

细鳞大马哈鱼

红大马哈鱼

虹 缚

大西洋维

河 鲜

30一46

41

89
8 2

30

印

1 1一 30

1 5

1 2

3 1

7一14

22一2 6

0
甲

0 3 2一0
.

0 5 2

0
甲

0 18一0
。

0 48

0
.

0 18一0
.

0 46

O
甲

0 20一州〕
.

0 9 8

0
.

0 20一0
.

0朋

0
.

O4O es 刊〕
.

112

原苏联远东
、

日本
、

笑国
。

萨哈林
、

北美
。

堪察加
、

北美
口

北美
。

冰岛
、

瑞典
、

北美
。

冰岛
、

英国
、

瑞典
、

法国
。

80814f760

注
:
据 A h u k ho v 与 Sa 】m e n k o 物

,

1朋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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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蛙绮鱼烫过传结构的比较

T a b le 7 C姻Pa
r i, o n of 导t r u e t u re of g en et ic va

r ia tio n in so m e s a lm on id sPe o ie s

种种 类类 研究的的 总平均均 遗传变异来源〔万 ))) 研究鱼的的 文
.

献献

种种种群数数 杂合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来源地区区区种种种种种群内内 种群间间间间

大大马哈鱼鱼 5 444 0
.

以444 9 7
,

777 2
.

aaa 日 本本 O k a za k i
,
1铃 2

口口

红红大马哈鱼鱼 双双 U
甲

O石OOO 9 7
,

333 2
.

777 北美
、

原苏联远东东 黝Ln 飞e n k o v 岛 等
,
19 86

。。

虹虹 缚缚 1 333 O
。

0 4 666 94
.

222 5
.

888 阿拉斯加加 G r a n t 等
,
1加。

。。

太太平洋娃娃 8888 0
.

肠999 助
。

OOO 1石
‘

000 北 美美 人llen d o r f
,

l盯6
。。

大大西洋娃娃 3 222 0
.

0舰舰 邓
.

666 2 1
.

444 斯堪的那维亚亚 St a h l
,
1那1 ; 19 8习

。。

何何 缚缚 那那 0
.

0 4 000 6石
.

444 3 4
.

666 加 水 大大 C r o 日日,
1洲 2

。。

11111 222 O
。

04刃刃 那
.

8
’’

3 6
.

777 瑞 典典 R李娜
n ,

1 9 8习
。。

0000000
.

1 1 222 4 6
。

OOO 砧砧 法 国国 K r io g 击 G u y o扭吕r d , 1日肠
。。

注
:
据 直J切k 加v 与 S a lm e n ko v a ID8 7 年的资料改制

。

197 6 年
,

A n e n d o r f 对北关自然分布的虹缚进行了广泛的研冤
。

对 32 个泪游群体
、

马个天然定居群

体
、

4 个养殖群体的电泳分析表明
,

虹礴的遗传差异较大
。

在检查的 3 2个座位中
,

有 10 个(3 1写 )多态
,

平均杂合度为 0
.

肠9
。

2个养殖群体的杂合度 (。
,

。24
,

0
.

0 20) 显著低于夭然群体的杂合度 (0
.

0 39 一

。
,

。81 )
,

原因是选择强度大或繁育群体数最小
。

现将有关文献关于虹缚杂合度的研究结果汇总于表 氏

表 a 虹鲜繁育群体的杂合度

T a悦e 8 H e te r o名yg 姗lt y 胎t lm a t韶 f o r h a t o h e r y s tra 玩名 o f r a in b o w t rOU t

.

阳盛54韶胜朋邪

范 围

O
。

眼一0
.

的

0
。

0 7 1 es 幻
。

丈84

(其中天然群体是0
.

0 20 一0
.

0匀8 ) 一

0
,

0 4 9 一0
.

0 泊

(平均O
。

0 6 1
,

而天然群休是0
.

0阅 )
.

0
.

拱9
.

一

分析群体数

人11 助do r f
,
l留6

刀习创汉:k 等
,
1 9馆

M ih 峪 等
, 工时9

G n y o

~
了d , 1璐1

注
:

据 且
“
加hbe 馆盯

,

1 9蛇
。 ‘ · ’

示仅分析了二个种群
。

另一方面
,

T助m 工冶J抓19 肠〕检查了世界各地具代表性的虹缚的遗传多样性
。

发现有 92 男的多样性

来自种群(品系)内
,

仅 8 侣的多样性来自种群(品系)间
。

因而认为
,

虹缚在世界各地经受了各种各样有

意无意的选择后
,

已具备了家养群体的特征
。

而对河蹲的研究表明
,

1 / 3以上变异来自种群间〔R 了田an
,

19 8 3〕(表 7)
。

Tho r g aa
r d [ 19 88 〕对北自阿拉斯加

、

南至加尼福利亚的北美的 四 个虹缚天然群体及养殖

群体的染色体数的调查发现
,

染色体数为 邸一64
,

同以在报道的 60 不一致
。

还发现染色体数从南(6。~

64 )向北 (55) 递减
。 .

总之
,

由不同作者从分子水平
、

·

细胞水平等不同水平及角度研究的结果
,

对虹缚的遗传结构还得不

出共论
。

这表明
,

应用先进技术对虹鲜种群遗传的研究也还处于早期阶段〔珑巧h b e瑙。
, 1992 玉

经过人工驯养后
,

鱼类的遗传变异会产生什么变化健这是普遗关心的问题
。

表 9 汇总了蛙缚鱼类的

有关资料
.

不少事实证明
,

由于养殖群体的奖基群体较小
,

加上繁育群体的近交等
,

造成了平均杂合度

的降低
。

”
”

.

(三)
一

鲤
‘

科 鱼 类
_

在全世界 8以沁
_

多种淡水鱼类中
,

以纽形目鱼类最为率畜
,

有触的 余种
, 按养殖地尽和类型

,

可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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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蛙鲜鱼类萦育群体同天然群体的遗传变异的比较

T a bl o 9 Cha 吃es of g e n et 让呱
r认tlon 垃 如加h e r y s幻m 呱 沪p u l时to 助

种种 类类 位点数数 多态位点点 平均杂杂 每个位点的等等 等位基因频率有有 文 献献
比比比比例 (绍))) 合 度度 位基因数数 (+ )无(

一
)变化化化

大大西洋蛙蛙 666 18
.

444 O
‘

然OOO 2
。

OOO 十十 G r

翎 击 K定n g
,

1 983
...

天天然群体体 B 777 15
.

888 0
.

18万万 1
。

8333 +++ S协U
,

1 9习3
...

繁繁有群体体 3888 团〕
。

000 0
,

0 2 88888 +++ V u o r L卫 e 刀
,

1 9 84
...

大大西洋蛙蛙 6 222 8
.

666 0
.

0 2 4444444 K r ie g 袅袅

天天然群体体 舫舫舫 O
。

0 5 9999999 G u y o
班台rd

,
1 98 5

...

致致育群体体体体 0
.

0 4 4444444 A ll e n d o r t 挽挽

何何 鲜鲜鲜鲜 0
。

1 1 2222222 r 玩IP吕
,
198 0

---

天天然群体体体体 0
.

0 7 666666666

繁繁育群体体体体 0
。

0 2 444444444

河河 缚缚缚缚 0
.

0 1 888888888

天天然群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繁繁育群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克克 氏 蛙蛙蛙蛙蛙蛙蛙蛙

天天然群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繁繁育群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注
:
据 A lt u k h o v 与 S‘七且叨ko v 高加 87 年的资料改制

。

类阐述
。

(1) 鲤 关于鲤鱼的起源和种内分类
,

有许多不同说法
。

按照 G Un t俪r [ 186 叼
,

鲤起源于亚洲的温

带地区
,

主要是中国 ; O ka d e「19 60 丑认为
,

鲤起源于中亚
,

远古时代引入中国
、

日本
、

希腊
,

再通过罗马伶八

耿洲
。

几
。 g r a n 与 P u lli r〔19 肠 ]认为

,

鲤的最初的夭然分布区是在北纬弱一加
。 、

东经即一 135
. ,

海拔

300 米以上的地理范围内
。

鲤的地方性品种繁多
。

按照及rP i比血k o汇19 价〕的看法
,

鲤可分为 4 个亚种
,

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

¹ 叮卯
, 如劫 s 韶叩记 。。洲

。

分布于欧洲一外高加索 ; º口
.

0
.

~ Z朗 ; 始 分布于 中亚 ; À 巴
.

c
.

h湘。时叩云

圳爹

分布于远东
、

黑龙江 ; ¼ C
.

0
.

杯裕亡“。一

枷。
。 分布于越南北部

。

我国两广的大肚鲤和长江流域的长身

鲤著称于国际
。

印尼的彩鲤(叮
.

o
.

f玩。玄娜恻艺。)有柠橡黄鲤
、

金褐鲤
、

绿鲤等不同品系
。

在原苏联
,

镜鲤

(口
甲

”
.

5洲、玩而 。)分为鳞鲤 (‘
.

”
甲

劲, 。。￡, ) 及革鲤 ( ‘
.

‘
,

帕。嘛。 ) 两个品系
。

日本的 A、 9 1和

Y~ to 锦鲤更是遐称于耳
。

在欧洲
,

特别是德国拥有不少鲤鱼品系
。

在中国
,

由于国土辽阔
,

地理和气

侯条件千变万化
,

加之鲤能在各种封闭水体里繁衍
,

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地理群体
。

其中兴国红鲤
、

婆

源荷包红鲤是经过提纯复壮的优良品种
。

不同地理群体鲤鱼之间的杂交一般都能产生某种 杂种 优 势
。

在七十年代
,

我国出现了鲤鱼杂交热潮
,

生产了不少具有生长优势的杂交种
。

杂交一代虽多有杂种优势
,

但回交后的二
、

三代都会出现较之亲本更差的退化现象
。

由于杂交鲤大多可育
,

且大量地
、

不加控制地

进入了天然水域
,

造成了我国鲤鱼遗传资源的混杂
。

现在
,

在长江
、

珠江及黄河流域已很难找到不受遗

传污染的原种
。

分布于黑龙江水系不同水域的野鲤可能是保存较好的原种
。

据初步研究 (刘 明 华 等
,

19 92 )
,

它们在形态
、

生化遗传及生长上存在差异
。

( 2) 印度鲤 印度是内陆水城鱼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

有淡水鱼类 6灯种
。

其中厚唇纪 ( C时妙

勿月a)
、

印度野绞〔L 动“ “从‘a) 及印度续 (以rr 几伽脚 。材g 成a) 是最重要的养殖对象
。

印度在其农业研

究委员会下面
,

设置了国家遗传资源局
,

其任务是 ¹ 对印度鱼类遗传资源进行搜集与分类 ; º保存和举

护鱼类遗传材料 ; » 新种引进 ; ¼ 濒危种类的保护
。

由于过度捕捞
、

水质污染及水利建设等原因
,

印度淡

水鱼类资源严重衰退
,

如同我国姆鱼相似的印度姗
、

厚唇鳃
、

印度野睦及印度坡等
。

同中国养殖握科鱼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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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

印度养殖者也经常从江河里采集苗种来补充亲鱼
,

而人工选育几平没有开始
。

故上述三种主要印

度鲤也没有品系或品种之分
。

(的 中国 “家鱼” 据对我国 1朋种 (亚种)鲤科鱼类的染色体核型的分类统计
,

可分为 4 组 ; ¹ 2 , 二

妞一50
,

有 104 种
,

为原始核型
,

如雅罗鱼亚科的大多数鱼类
、

链亚科
、

鳃亚科鱼类等 ; º加 二 74 ~ 7 8 ; »

加 ~ 96 一100
,

有 钧 种
,

是多倍化形成的四倍体类型
,

如鲤
、

细等 ; ¼ 2, 二 14B ~ 162
,

为六倍体类型
,

如银

卿
。

倍性的不同是鱼类染色体多样性的表现之一
。

染色体组型反映了物种的遗传特性
,

但不能深层次地反映种内的遗传特性
。

下面介绍我们从形态
、

生化遗传及养殖性能等三个方面对链
、

编
、

草鱼
、

团头妨等的研究结果
。

¹ 链
、

墉
、

草鱼
。

如表 1 所示
,

鳞
、

鲡
、

草鱼在世界养殖鱼类产量中分别占第一
、

四及三位
,

在我国淡水养殖中
,

占总产量的 了。终左右
。

它们

自然分布于我国长江
、

珠江
、

黑龙江等江河中(黑龙江无缩 )
,

这些江河中的缝
、

编
、

草鱼的种群数量大
,

在

我国淡水渔业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江河的种群所不可比拟的
。

现已查明[李思发等
,

1日卯〕
,

长江
、

珠江
、

黑龙江蛙
、

鳍
、

草鱼种群间在形态上互有显著差异
,

雏
、

缩的侧线鳞数呈从南向北递增的有规律变化
,

这

些差异的大小同种群间的地理距离呈正相关
,

但未发现长江鳞
、

缩
、

草鱼在中下游不同江段有显著的形

态差异
。

经过对三水系
,

避
、

缩
、

草鱼 8 个种群
, 2000 多个样品的同工酶电泳分析

,

发现( a) 我国缝
、

鳍
、

草

鱼的平均杂合度的范围
:
鱿 0

.

48 魂~ 0
.

0 511
,

墉 0
.

1042~ 0
.

1133
,

草鱼 0
,

O肠么~
.

0
,

加花 ;多态座位比例的

范围 :鳝 n
.

8一23
.

5 男 ,

编 加
.

4另
,

草鱼 2。
,

。一33
.

3男
。

鱼类经过小群体的移植
、

家养
,

尤其是近交后
,

遗传变异往往减少
。

以上参数可作为判断遗传变异程度的判据
。

(b) 平均杂合度的大小与种群的大小有

关
,

多态座位比例有从南向北变小的趋势
。

(的不同种群缝鱼在 A dh
, L d h一 C , , M d h- C 及 残t :

等位基

因频率上有显著差异 ;不同种群墉在 A d h , m 一M db
一C , 、一M dh

一

C , I曲 及 Es t :
等位基因频率上有显著差

异 ; 不同种群草鱼在 A d h , m 一M dh 一B , * M d h ~ C , So d 一A 及 E 就 :
.

等位基因频率上有显著差异
。

在龄组

结构和年龄生长方面
,

不同种群间生长速度有显著差异
,

总规律是长江种群 > 珠江种群 > 黑龙江种群
.

这不仅表现在同龄组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差别上
,

更表现在长江
、

珠江水系鳞
、

鳍
、

草鱼生长特点的出现年

龄远远落后于性成熟年龄
,

而黑龙江缝
、

草鱼生长特点的出现年龄与性成熟年龄相近
。

在同一饲养环境

里
,

长江水系琏
、

墉比珠江水系链
、

墉生长快 5一10 劣
,

天然繁殖维
、

缩比人工繁殖鞋
、

鳍生长快 6一10 粥
,

遗传因子在这一差异上起重要作用
。

在同一饲养环境里
,

长江水系鳝
、

毓和珠江求系链
、

靖同时成熟
。

环

境因子在其性腺发育速度和性成熟年龄上起决定作用
。

在正常生长情况下
,

链发育到性成熟约需总热量

20 00 0 度 日
,

墉约需 260 00 度 日
。

长江
、

珠江
、
黑龙江的缝

、

缩
、

草鱼的渔业资源均处于严重衰退中
。

s0 年

代的成鱼捕捞量仅为 加 年代的二分之一
,

80 年代的鱼苗捕捞量仅为 印 年代的四分之一
。

近年来
,

资源

衰退更趋剧烈
。

黑龙江草鱼已不能形成产量
。

长江鳝鱼苗已难以满足几个原种场的需要
。

此外
,

养殖场

近亲繁殖的退化后代
,

由于洪水泛滥或鱼池溢漏而部分地返回自然产卵场
,

将退化了的遗传因子带入自

然繁殖群体
,

也可能导致夭然基因库的稀释或破坏
。

º团头妨
。

团头舫的自然分布很窄
,

正式报道其自

然分布的湖泊有湖北省梁子湖 ( 26 7。。公顷 )
、

淤泥湖 ( 10 2。公顷 )
、

江西省邵阳湖 ( 396。。0 公顷 )等长江中

游的
‘

一些大
、

中型湖泊
。

此外
,

据了解
,

安徽省龙感湖〔24300 公顷 )也有其 自然分布
。

以往一般认为长江

下游无其自然分布
。

加 多年来
,

由于原产地的过度捕捞
,

以及大量的人工放流
,

还有各地广泛地移植和

人工繁殖
,

团头妨的种质资源正受到衰退和混杂的威胁
。

为保护这一珍贵的物种资源
,

并为其选育提供

基础资料
,

我们[李思发等
,

1仑9 l a , b〕对长江中
、

下游 4 个水体里的团头舫种群进行了调查研究
。

这 4 个

水体是淤泥湖 (湖北省公安县 ) 、牛山湖 (湖北省武昌县
·

133。公顷
,

系梁子湖的子湖 )
, .

南湖 (湖北省汉阳

县
,

1。。公顷)及江苏省邢江县的邢江〔10 0 公项 )
。

淤泥湖和牛山湖素以盛产团头妨原种著称
,

南湖为人

工放养湖
,

邢江为长江北岸的一条江汉
,

邢江
“
四大家鱼

”

原触场所在地
。

形态差异的判别函数分析揭示
,

4 种群团头纺的形态在总体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 P < 。
.

00 1)‘
一

在用判别函数法鉴别鱼的来源时
,

三种组

合数据给以不同效果 ( p < 0
.

0 1 )
。

单独使用传统测量的参数时
,

平均判别串为 拐
,

1男 ( 37
,

8 ~ 巧3
.

9 男 ) :

单独使用框架测量法的参数时
,

平均判别率为能
.

5芳(的创) , 盯
,

7男 ); 而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参数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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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 65
,

了男一76
.

7另
。

在形态特征心形曲线图上
,

淤泥湖
、

牛山湖及南湖三种群相互重叠较多
,

表明它

们的关系较近
,

邢江种群同上述三种群的重叠较少
,

表明同它们的关系稍远
。

在 15 座位的生化遗传差

异分析结果表明
,

多态座位比例在淤泥湖
、

牛山湖及南湖三种群都是 2o 男
,

在邢江为 13
.

3 形
。

4 种群

的平均杂合度依次为 。
甲

8 61
、

0
.

肠1
、

。
·

。805 及 。
·

。54 9
。

N el 遗传距离在邢江与淤泥湖间最大
,

而在淤泥

湖
、

牛山湖及南湖间较小
。

综合形态与生化遗传分析结果
,

清楚地表明淤泥湖
、

牛山湖及南湖团头妨三

种群的关系较近
,

淤泥湖同牛山湖团头妨种群间的遗传距离最小
。

此外
,

邢江团头纺种群 So d 一A 座位

的等位基因频率同其它三种群明显不同
。

团头纺 自然分布区极小
,

故其种群间遗传变异较小
,

遗传多样

性基础比较脆弱
,

近交引起经济性状的衰退比较容易产生
。

业已观察到一代近交可导致团头妨生化遗传

上的微小变异 (李思发
、

李广丽
,

1叩2 )
。

以上扼要介绍了三大类主要养殖鱼类的种质资源情况
。

下面用表 10 概括这些鱼类的种质资源研究

和应用情况
。

表 10

T a b le 10

主要养殖鱼类种质资源及遗传改良研究情况

S ta tu s of 日tu d y o n th e g e n o tio r e s o u 比e s a n d

in脚 o v e m e n ts fo r yn a二o r cu ltu r e g r o d Ps o f fis h

种 类

罗月卜鱼类

鲤缚龟类

* 二 。 欲、 , 」 生产上 有无遗传 { 、~
。 ,
赢, } * 二 , 。、 。 ; 、

二 ,
J

月 Z 公月 花吞夕L i吧卫 r月 侣 ;听 肖 台
:
目 二屯 l 曰 了L 扑 〔 卜卜 J翌‘ J穿 协 L 甲 七 ‘

厂

月 尹 ‘ 二卫二 IT 日‘勺 叼弓二了L

—
}

一
{

—
{

—
‘

⋯
‘

⋯
‘

1
‘

十

{
‘

}
+

{
十

’

}
‘

⋯
‘

⋯
‘

{ ⋯ { ⋯ { ⋯ {

类类缚鱿

鲤科鱼类

鲤

印度鲤类

中区鲤类

尸

由表可见
,

对我国主要养殖对象遗传资源
、

保护尤其选育的研究尚落后于国际上对蛙鳃鱼类
、

罗非

鱼类的研究
,

而有关中国鲤类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我国
。

我国政府和科技界已认识到研究和保护我国主要养殖对象种质资源的重要意义
。

自 19 9 2 年世界环

境与发展大会及
_

夕A O 水生生物遗传资源和利用专家咨询会议以来
,

国际社会对我国鲤科鱼类种质资源

及有关工作越来越关注
,

特别是长江三峡高坝的兴建可能产生的影响
。

这些都为开展我国主要养殖鱼类

种质资源研究提供了良机
。

鱼类避传资源是未来水产养殖生产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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