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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鲤遗传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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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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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采用综合育种技术育成的建鲤
,

呈长体型
,

美观适中
,

青灰色
,

具有鲜明的品种特

征
。

建鲤生长优势十分显著
,

其个体增重较荷包红鲤
、

元江鲤和荷元鲤分别高 1 41
.

55 % 25 0
.

82 %
、

8 0
.

4 6% 9 6
.

7 1% 和 4 0
.

3 4 % 4 2
.

5 3 % ;群体增重分别高 1 5 4
.

4 1写 2 5 6
.

7 0 %
、
9 3

.

3 0写 1 0 0
.

3 8 %和

42
.

08 % 44
.

57 %
,

并显著高于其它鲤鱼和杂交鲤
,

普遍能增产 30 %以上
,

当年可养成商品食用成

鱼
。

建鲤还具有其它许多优良特性
,

能自繁 自育
,

遗传性状稳定
,

其主要遗传性状稳定性和 一致性

可达 99 % 以上
,

L D H 与 E S T 同工酶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和稳定性
。

关键词 建鲤
,

品种
,

遗传特性

建鲤 ( (沙户ir un
: ` a

rP i。 va
r

.

ij an )是采用家系选育
,

多系杂交及雌核发育相结合的综合育种

技术所培育成功的遗传性状稳定的新品种
。

在建鲤的研制和大规模推广过程中
,

我们对其品种

遗传特性做了较全面的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试验鱼 实验用建鲤是系间杂交 F
4

长型品系与两个同型的雌核发育系鲤鱼相结合
,

经

选择横交固定而成 的
。

其全部育种技术 已有专 文报道 [张建森等
,

1 9 8 9 ]
。

荷包红鲤 ( C
.

ca rP io

v a r
.

w 妙
u a n e n s i: )和元江鲤 ( e

.

c a
, 10 y u a n走i a n g )为在本

“

中心
”

试验场经过选育的纯种
。

荷元

鲤为荷包红鲤 (早 )与元江鲤 (尹 )群体杂交的子一代杂种仁张建森等
,

1 98 5 ; 国家水产总局长江

水产研究所育种室鲤鱼组
,

1 9 8 1 ]
。

2
.

测定项目与方法

( 1) 体 色
、

体型 着重测定了体长 /体高
、

体长 /头长
、

尾柄长 /尾柄高
、

体长 /体宽和体色等

表型性状
。

用于体型测定的试验鱼
,

体重为 0
.

5 kZ g
,

每次随机取样不少于 30 尾
。

用于体色检测

的试验鱼
,

主要用夏花鱼种或冬片 (春片 )鱼种
,

每次随机取样数百尾至万尾以上
。

( 2) 生长
、

增重 生长
、

增重对 比试验
,

在本
“

中心
”

试验场及试验点同时同地进行
,

采用常

规人工催情
、

干法人工受精的方法
,

所获鱼苗在同样饲养条件下
,

培育成夏花鱼种或春片鱼种
。

当年鱼的生长
、

增重对比是放养夏花鱼种
,

二年鱼的生长
、

增重对比是放养春片鱼种
。

四种鲤鱼

同池对 比
,

等量同时混养在成鱼池内
,

饲养管理按无锡常规成鱼塘方式进行
,

每公顷净产量设

收稿 日期
: 1 9 9 3 0 8 2 7





3期 孙小异等
:

建鲤遗传特性的研究 2 0 7

表 1 建鲤各世代体色性状抽样检查结果

T a b l e 1 R e s u l t s o f b o d y e o lo u r , 5 s a m P l e s o f J i a n e a r P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e n e r a t i o n

日 期 取样点 青灰色鲤
(尾 )

桔红色鲤
(尾 )

青灰色鲤 (% )

1 9 8 6
.

5
.

1 1

19 8 6
.

5
.

15

1 98 8
.

1 2
.

1

19 8 9
.

5
.

4

19 9 0
.

5
.

9

19 9 0
.

5
.

1 5

1 9 9 0
.

5
.

2 3

1 9 9 1
.

5
.

5

1 9 9 1
.

5 6

1 9 9 1
.

5
.

8一 1 0

1 9 9 1
.

5
.

1 2一 1 7

1 9 9 1
.

5
.

1 8

1 9 9 2
.

4
.

2 7

19 92
.

4
。

3 0

1 9 9 2
.

5
.

8

合 计

充 山场

试验场

试验场

充 山场

试验场

充 山场

试验场

充山场

充山场

充山场

试验场

充山场

充山场

充山场

充山场

4 2 3

12 6 10

4 8 2

3 8 2 2

10 7 3 0

1 9 2 0

7 4 8

2 6 9 1

1 9 5 4

2 6 2 7

7 0 1 3

2 8 7 1

2 7 0 0

4 15

1 2 4 60

4 7 6

3 7 8 8

1 0 6 8 1

1 9 0 2

7 4 3

2 6 7 7

1 9 4 6

2 6 1 6

6 9 8 8

2 8 6 3

2 6 8 7

6 0 8 0

2 2 4 9

5 8 5 7 0

8

1 50

6 1 0 0

2 2 5 9

5 8 9 5 0

9 8
.

1

9 8
.

8

9 8
.

8

9 9
.

1

9 9
.

5

9 9
.

1

9 9
.

3

9 9
.

5

9 9
.

6

9 9
.

6

9 9
.

6

9 9
.

8

9 9
.

5

9 9
.

7

óh5OJē匕ùa丹吮ǎ艺1
1t3只,CJé

八JA
l esl1111口自110山

1 0

3 8 0

9 9
.

6

9 9
.

4

注
:
19 9 2年 5月8 日是农业部水产司组织专家检查抽样的结果

,

余为购买建鲤鱼种的单位抽样结果
。

表 2 建鲤不同世代体型抽样结果 (单位
:

千克 ;厘米 )

T a b l e 2 R e s u l t s o f b o d y f o r m
, 5 s

am P l e s o f J i a n e a r p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e n e r a t io n (U n i t s : k g ; e m )

序号 N
体 重 体长 头长 体高 体宽 尾柄长 尾柄高

X士 2口 X 士 2口 X土 Z a X土 2口 X士 2口 X士 2` X士 2口

尾柄长
/

尾柄高
X 士 2口

备注

1
.

2 0 3 0
.

9 5

士 5
.

3 6

7
.

9 7 1 1
.

4 9 6
.

6 2 4
.

92 4
.

90 3
.

8 8 2
.

6 8 4
.

6 9 1
.

0 1
30 9 8

0
八j心U

.一O封.l0封士 0
.

58 士 0
.

8 9 9 0 士 l 士 0 9 0 士 0
.

8 7 士 0
.

6 7 士 0
.

3 8 士 0
.

7 8 士 0
.

2 2

0
.

8 4

2 3 1
士 0

.

6 8

8 4 7
.

3 4

8 4 士 0
.

8 4

0 7 4
.

4 9 4
.

24 3
。

9 3 2
.

8 9 5
.

2 8 1
.

0 6
9 8

士 1
.

0 8 士 0
.

5 0 士 0
.

3 4 土 0
.

7 4 士 0
.

2 0n左
工
9一

.

né
0 8 士 1

.

8 2 士 l

1 5

3 4 0

士 0
.

7 2

3 2
.

5 6 8
.

14

士 6
.

8 8 士 1
.

7 8

8 5 6
.

2 3 5 4
.

52 4
.

0 1 3
.

0 0 5
.

2 4 1
.

1 1
1 0 0

1 6 士 1
.

2 8 士 1
.

3 0 士 1
.

0 4 士 0
.

54 士 0
.

3 8 士 0
.

6 3 士 0
.

2 0

鱼体

略瘦

1
.

1 9 3 3
.

4 5 2
士 0

.

9 6 士 6

4 5 8
.

3 6 1 0
.

9 6

8 7 士 2
.

2 8 士 2
.

3 4

6
.

0 7 5
.

3 1

士 1
.

5 7 士 1
.

4 6

4
.

6 0

士 1
.

1 3

4
.

0 1 3
.

0 5 5
.

5 2

士 0
.

5 2 士 0
.

3 4 士 0
.

7 2

1
.

1 5

士 0
.

1 4
1 0 0

鱼体

略瘦

(二 ) 生长
、

增重

( 1) 当年鱼的生长
、

增重优势 用无锡市充山水产养殖场三 口成鱼池 (分别为 。
.

08 公顷
,

0
.

17 公顷和 0
.

巧公顷 )作同池对比试验
,

1 9 8 8年 5月 27 日分别投放建鲤
、

荷包红鲤夏花鱼种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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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10 0尾和 80 尾
,

n 月 25 日干塘
。

测定结果表明
,

三池建鲤平均个体增重比荷包红鲤快

2 5 0
.

82 %
,

比元江鲤快 9 6
.

71 %
,

比荷元鲤快 42
.

53 % ;
群体增重比荷包红鲤高 2 5 6

.

70 %
,

比元江

鲤 高 1 00
.

38 %
。

比荷元鲤高 44
.

57 %
。

三个成鱼试验池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 1 0 1 5 2
.

k7 g (表 3 )
。

体重增长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表 4
、

5) 表明
,

建鲤
一
荷元鲤 一 24 1

.

2
,

建鲤
一
元江鲤一 40 1

.

4
,

建

鲤 一
荷包红鲤 一 58 1

.

7
,

均大于 T o
.

。 ,
一 1 4 6

.

1
。

表明建鲤的体重增长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及荷元

鲤的差异均十分显著
。

表 3 建鲤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当年生长对比

T a b l e 3 C
o m P a r i s o n o n th e g r o w t h o f o n e 一 y e a r 一 o l d J i a 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e a r P
,

Y u a n k i n g e a r P a n d H e y u a n c a r P

放
,

养 收 获

池别
面积

( h a )
鱼别

成活率 体重 个体增重 总产量 公顷单产

4 6 8
.

2 5

1 3 6
.

3 8

2 4 8
.

1 3

3 6 4
.

7 5

廷46
尾数

体长

( e m )

建 鲤

荷包红鲤

:
`

:

体长

( e m )

2 7
.

5

14
.

9

25
.

0江元

7676....507151242346

22一30

鲤鲤一鲤元荷一建
0

.

0 8

2447一00

一0JQ
1.11人Q乙9é

0
.

1 7
荷包红鲤

江 鲤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4
.

0

2
.

8

3
.

4

3
.

1

0
。

9

ÙS
` .1ó朽月性泣

`Q̀119ù

9 5
.

8

9 1
.

7

8 7
.

5

9 1
.

7

1 00
.

0

9 6
.

0

9 6
.

0

9 6
.

0

9 7
.

5 4 3 4
.

1 1 0
.

鲤一鲤兀

元荷一建

6 79696
0

.

1 5
荷包红鲤

: :
9 7

.

5 2 1
.

0

75 1
.

0

2 1 9
.

0

39 8
.

0

58 5
.

0

8 6 5
.

0

27 0
.

0

4 3 0
.

0

6 1 5
.

0

8 3 7
.

0

2 1 6
.

0

4 1 8
.

0

5 2 8
.

0

74 9
.

1

2 1 8
.

1

3 9 7
.

0

5 8 3
.

6

8 6 3
.

1

2 6 9
.

1

4 2 9
.

0

6 1 3
.

6

8 3 5
.

1

2 1 5
.

1

4 1 7
.

0

5 2 6
.

6

1 0
.

9 1

1 9
.

8 5

2 9
.

1 8

8 6
.

3 2

2 5
.

8 0

4 1
.

1 8

5 8
.

9 0

6 5
.

1 0

1 6
.

6 0

3 2
.

1 0

4 1
.

0 0

2 1 4 00

2 7 3
.

3 3

面积

( h a )

比荷包红鲤增重 ( % ) 比元江鲤增重 ( % ) 比荷元鲤增重 ( % )

池别 鱼别 备 注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0
.

0 8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2 4 3
.

4 7 2 4 3
.

3 5

8 8
.

6 9 88
.

7 2

2 8
.

3 6 2 8
.

3 8

2 2 0
.

7 4 23 4
.

5 7

0
.

1 7

10 1
.

1 9 1 0 9
.

6 2

4 0
.

6 6 4 6
.

5 5

2 8 8
.

2 4 2 92 8 0
0 1 5

10 0
.

2 6 1 02
.

8 0

5 8
.

5 8 5 8
.

7 8

平均 2 50
.

8 2 2 5 6
.

70 9 6
.

7 1 10 0
.

38 4 2
.

5 3 4 4
。

5 7

该池成鱼总产量为

8 1 4
.

s k g ,

合每公

顷净产 1 0 18 5
.

0

k g
。

该池成鱼总产量为

1 73 1
.

o k g ,

合 每

公顷净产 10 1 8 2
.

4

k g
。

该池成鱼总产量为

15 1 3
.

6k g ,

合 每

公顷净产 10 0 90
.

7

k g
。

每公顷净产

1 0 1 5 2
.

7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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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鲤
、

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的体重增重均值

T a b le 4 M
e a n v a l u e s o f w e i g h t i n e r e m e n t o f J ia 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e a r P

,
Y u a n k i a n g c a r P a n d H

e y u a n ca
r P

池内均值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1 7 4 9
.

1 2 1 8
.

1 3 9 7
.

0
.

5 8 3
.

6

3 8 6 3
.

1 2 6 9
.

1 4 2 9
.

0 6 1 3
.

6

4 8 3 5
.

1 2 1 5
.

1 4 1 7
.

0 5 2 6
.

6

X 8 1 5
.

8 2 3 4
.

1 4 1 4
.

3 5 7 4
.

6

5 2 7 0 5 8
.

7 1 8 4 2
.

0 5 2 2
.

7 3 9 0 6
。

0

5 2 1 6 6 6
.

2

表5 建鲤
、

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的体重均值的多重比较
T a b le 5 M

u lt i
一c o m P a r i s o n o n t h e m e a n w e ig h t o f J i a 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e a r P
,

Y u a n k ia n g e a r P a n d H e y u a n e a r P

鱼 名 又 又一又
;

又 一又3 又
t 一又

2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X z = 8 1 5
.

8

X Z = 2 3 4
.

1

X 3 = 4 1 4
.

3

X 。一 5 7 4
.

6

2 4 1
.

2

3 4 0
.

5

1 6 0
.

3

4 0 1
.

4 5 8 1
.

7

1 8 0
.

2

( 2) 二年鱼的生长
、

增重优势 1 9 8 9年进行了上述四种鱼二年鱼的生长对比
,

即用前一年

同时繁殖饲养成的春片鱼种
,

于 3月 25 日同时放养在两 口条件基本相同的成鱼塘 内
。

于 n 月 28

日干塘
。

结果
,

建鲤的个体增重比荷包红鲤快 1 41
.

55 %
,

比元江鲤快 80
.

46 %
,

比荷元鲤快

40
.

34 % ;
群体产量 比荷包红鲤高 1 54

.

41 %
,

比元江鲤高 9 3
.

30 %
,

比荷元鲤高 42
.

08 %
,

两 口池

的成 鱼总产量分别为 3 4 3 7
.

s k g 和 3 5 8 5 k g
,

合每公顷净产 4 2 9 6 5
.

7 5k g 和 5 9 6 2
.

s k g (表 6 )
。

经差

异显著性检验
,

建鲤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二处鱼的生长
、

增重比较
,

P 值皆小于 0
.

01
,

即

差异均达到十分显著水平
。

表 6 建鲤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二年鱼生长对比 ( 1 , 8 9)

T a b l e 6 C o m P a r i s o n o n t h e g r o w t h o f to w
一
y e a r一 o ld Ji a 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e a r P
,

Y u a n k i n g e a r P a n d H
e y u a n c a r P

放 养 收 获

池别
面积

( h a )
鱼别

9ùQdnj内乙匕OJJ建 鲤

荷包红鲤

尾数

13 8

13 8

13 8

1 3 8

1 5 0

1 5 0

1 5 0

1 5 0

体重
( g )

4 1
.

8

3 1
.

6

成活率
(% ) 黑 蟀、 8 夕

个体增重
( g )

总产量

( k g )

] 2 7 1
.

8

6 0 2
.

6

6 8 7
.

1

8 6 2
.

0

1 2 4 2
.

8

4 9 9
.

6

7 5 9
。

l

9 9 0
.

0

1 2 3 0
.

0

5 7 0 0

6 5 3
.

0

8 2 4
.

0

1 2 5 1
。

0

4 6 8
.

0

7 2 5
.

0

9 5 2
。

0

16 4
.

0
.

0 8

公顷单产
( k g )

2 0 6 0
.

2 5

9 1 9
.

1 3

1 0 3 6
.

6 3

1 3 4 9
。

2 5

7382

4 5 9
.

7 5

1 6 1
.

50

24 4
.

75

34 9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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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

0

12
.

2

9
.

1

10
.

5

11
.

0

鲤鲤一鲤元荷一建

0
.

4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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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 h a )

比荷包红鲤增重 (% ) 比元江鲤增重 ( % ) 比荷元鲤增重 ( % )

池别 鱼别 备 注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个体增重 群体产量

建 鲤

4 0
.

0 8
荷包红鲤 1 1 5

.

7 9 1 2 4
.

1 5

8 8
.

3 6 98
.

75

该 池成 鱼 总 产量为
3 4 3 7

.

s k g ,

合每公顷

净产 4 2 9 6 8
.

7 5 k g
。

4 9
.

2 7 5 2
.

7 0

鲤鲤一鲤元 江元荷一建

5 0
.

4
荷包红鲤 1 6 7

.

3 1 18 4
.

6 7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72
.

5 5 8 7
.

8 4

该 池成鱼 总产 量为
3 5 5 5

.

o k g ,

合每公顷
净产 5 9 6 2

.

s k g
。

3 1
.

4 1 3 1
.

4 5

平均 14 1
.

5 5 1 54
.

4 1 8 0
.

4 6 9 3
.

3 0 4 0
.

34 4 2
.

0 8
每公顷净产 2 5 9 6 5

.

6 3

k g
。

(三 ) 营养成份
、

空壳率
、

含肉率

建鲤的肉质好
,

味鲜嫩
,

没有一般鲤鱼的泥土味
。

由表 7可 以看出
,

建鲤的粗蛋白
、

粗脂肪含

量较荷包红鲤
、

元江鲤高
,

而水份和粗灰份较少
。

建鲤鱼 肉的氨基酸总量
、

8种必需氨基酸及三

种呈 味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百分数都较高
,

将另文报道
。

建鲤既有背高
、

体宽
、

肉厚的优点
,

又由于体型适当延伸为长型
,

增加了个体的空壳重和含肉率
。

从表 8可以看出
,

建鲤的空壳率
、

含肉率都高于荷包红鲤
、

元江鲤和荷元鲤
。

表 7 建鲤
、

荷包红鲤及元江鲤的鱼肉营养成份分析 ( % )

T a b l e 7 A n a一y s is o f n u t r i t i o n e o m p o n e n t s ( % ) o f J i a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c ar P a n d Y u a n ik a n g c a r p

水 份 粗脂肪 粗蛋白 粗灰份

津 鲤 7 1
.

0 5 10
.

4 6 1 7
.

3 1 1
.

13建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7 3
.

7 2

7 6
.

2 6

8
.

14

5
.

6 8

1 6
.

14

1 6
.

69

1
.

1 5

1
.

3 4

鱼 别

建 鲤

荷包红鲤

元 江 鲤

荷 元 鲤

表 8 建鲤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
、

荷元鲤空壳率
、

含肉率和产肉t 的比较

T a b l e 8 C o m P a r
i s o n o n t h e r a t i o o f e m P t y w e ig h t

,

f l e s h a n d y i e ld

o f J i a n e a r P
,

H e b a o r e d e a r P a n d Y u

an k i a n g e a r P

平均体重 (妒 空壳率 (% ) 含肉率 (% ) 产肉量 ( g )

1 5 24

55 7

7 9
.

8

6 0
.

2

7 5
。

7

5 4
.

8

1 1 5 3
.

7

3 0 5
.

2

7 48

10 2 1

7 6
。

3

7 7
.

6

7 1
.

2

7 2
.

1

5 3 2
.

6

7 3 6
.

1

(四 ) 抗病力
、

适应性

( 1) 杭病力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同池饲养的德国镜鲤患抱子虫病几乎全部死光
,

而建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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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此病
。

近几年来
,

在无锡
,

养殖鱼类 (尤其是鲤 螂等底层鱼类 )发病严重
,

而建鲤发病率很

低
。

多年来
,

未发现建鲤患有何种严重疾病
。

山东平度县大泽山水库
,

在用网箱培育鲤鱼期间
,

均 为丰鲤 (兴国红鲤早与散鳞镜鲤 尹 杂交子一代 ) [水生所鲤鱼组
,

1 9 7 5 ]网箱 内先生烂鳃病
,

后期才漫延至建鲤 网箱
。

而且
,

建鲤发病较轻
,

发病死亡率比丰鲤低 40
.

5%
。

其它各地的养殖也

反映出建鲤抗病力较强的优势 [殷吉忠等
,

1 9 90 ]
。

( 2) 适应性 建鲤
,

已在全国 26 个省
、

市
、

自治区推广饲养
,

在江南
、

华南
、

东北
、

西北及西南

地区
,

生长都很好
,

有明显超过当地鲤和其它杂交鲤的生长优势
。

建鲤能在寒冷地区越冬
,

并可

当年养成成鱼 [陈多序
,

1 9 9 0〕(潘育英
,

1 9 90 )
。

在苏北沿海盐度较高的水体中
。

建鲤也能良好生

长
,

增产效果显著 (赖瑞宝等
,

1 9 90 )
。

由此可见
,

建鲤不仅生长快
,

而且适应性强
、

可广泛适应于

池塘
、

网箱
、

稻田
、

围栏
、

滩荡
、

河道等养殖方式
。

(五 ) 食性
、

饲料转化率和起捕率

( 1) 食性和饲料转化 率 建鲤为杂食性
,

与普通鲤鱼相似
。

但建鲤易驯养
,

性温顺
。

无论是

池塘或是网箱饲养都较容易驯化集中到食场摄食
,

或在水面抢食
。

因而能减少饲料的浪费
,

提

高饲料转化率
。

据青岛海洋大学的多年试验
,

建鲤夏花鱼种入网箱后的摄食驯化期约 7 10 天
,

而丰鲤
、

鲁鲤 (杂交鲤 )则要半月左右
。

建鲤的饲料转化率与其食性和生理代谢特点都有关系
。

总体上
,

其饲料系数较其它鲤鱼低 6% 25
.

9%「李德尚等
,

1 9 90 ]
。

( 2) 起捕率 一般鲤鱼善于潜底钻泥
,

难以起捕
,

但建鲤的起捕率却相当高
。

青岛海洋大学

和平度县水利局
,

1 9 8 9年对三个池塘 (共 0
.

47 公顷 )的夏花鱼种
,

每池拉二网
,

起捕率达 89
.

1%
。

网箱饲养成活率达 80 %
,

而鲁鲤难以起捕
,

成活率仅 31
.

9% 〔张兆琪
,

1 9 92 〕
。

各地反映
,

建鲤成

鱼阶段的起捕率也较高
。

建鲤性温顺
,

不善钻网潜逃
、

跳跃
,

这是它起捕率
、

成活率高的重要原

因
。

(六 ) 繁 殖

建鲤的繁殖习性与普通鲤鱼基本相同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通常建鲤雄鱼 1龄成熟
,

雌鱼 2

龄成熟
。

在建鲤研制过程中
,

我们采用特殊方法还可以提前
。

但是
,

在一般情况下
,

建鲤最佳的

繁殖使用年龄为雄鱼 2 4龄
,

雌鱼 3 5龄
。

建鲤行 自群繁殖
,

不需要进行杂交制种
。

在优质亲鱼
、

良好技术和管理措施的保证下
,

本品种的特性
,

表型性状
,

特别是经济性状能稳定地遗传给后

代
。

这是它与其它杂交鲤的根本区别
。

但是
,

建鲤的选种保种和遗传保护十分重要
,

技术要求也

较严格
。

(七 ) 同工酶电泳

为了从生化遗传角度检查建鲤的特异性和稳定性
,

我们作了建鲤以及荷包红鲤
、

元江鲤的

乳酸脱氢酶
、

醋酶同工酶和血清蛋白电泳分析 (图 2
、

3
、

4 )
。

研究结果表明
:

①建鲤肝脏乳酸脱氢

酶基因表达和活性都大于荷包红鲤和元江鲤
,

这可能与建鲤活跃的生理代谢和较快的生长速

度有关
;②建鲤的醋酶

、

L D H
一

C 基因等位基因比荷包红鲤和元江鲤多态性程度高
,

这明显地会

( l) 潘育英
,

1 9 9 0
。

建鲤在新疆高寒地区饲养生产性能对比试验初报
。

新疆渔业
,

(1 2 )
:

12 1 6
。

(2 )赖瑞宝等
,

1 99 。
。

建鲤扩大养殖试验总结报告
。

江苏农垦科技
,

4
,
l p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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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群体的总适应性和稳定性
; ③建鲤血清蛋白中运铁蛋 白等位点等位基因多态性加强

,

反映

了建鲤的生长优势
,

保证了建鲤在不稳定的
、

经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有较高的成活率和抗病能

力
。

三
、

总结与讨论

1
.

建鲤是按预定的育种目标和技术路线
,

人工育成的新品种
,

而不是 自然界原来就有的
。

这是它与野鲤及各种地方品种的根本区别
。

从外形上看
,

建鲤具有明显 的品种特征
,

它既不同

于原始亲祖荷包红鲤和元江鲤
,

也不同于荷包红鲤与元江鲤的杂交子一代
,

与现有的各种杂交

鲤及地方品种也有明显的不同
。

建鲤行自群繁育
,

不需要杂交制种
,

而且能把本品种的特性遗

传给后代
,

即遗传性状稳定
。

这是建鲤与杂交鲤本质上的区别
。

自1 9 8 6年以来
,

我们每年采用试

验抽样和群众抽样结合的办法
,

检测建鲤的体色和体型
。

1 9 9 2年 5月 8日农业部水产司和全国水

产原
、

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专家现场抽样检查
,

也证实建鲤上述性状的稳定性
、

一致性达 ” %

以上
。

此外
,

通过多年的生产应用
,

也表明建鲤的生长
、

增重
、

肉质
、

抗病力
、

适应性等经济性状

是优良而稳定的
。

我们还做了建鲤的血清蛋白电泳和组织的同功酶分析
。

结果是
,

建鲤具有 自

身的生化遗传特性
,

其谱带与荷包红鲤
、

元江鲤有 明显的不同之处
。

以上结果充分表明建鲤有

本品种的遗传特性
,

而且遗传稳定性是好的
。

2
.

`

自1 9 8 7年以来
,

建鲤推广规模迅速扩大
,

至 1 9 9 2年止
,

已推广乌仔 (夏花 )鱼种 3亿尾以上

(包括协作单位和试验点 )
,

现有亲鱼群体数万组
,

建鲤 已推广到 26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据不完全

统计
,

面积超过 6 7 0 0 0公顷 ( 1 00 多万亩 )
,

仅江苏省养殖面积就达 6 7 00 多公顷 ( 10 万亩以上 )
。

在

全国各地
、

各种气候条件和养殖方式下均获得 了非常好的养殖效果
。

建鲤不仅符合作为一个品

种的基本条件「楼允东
,

1 9 8 9 ]
,

而且有其突出的遗传特性
。

3
.

任何优良品种
,

都必须坚持做好选种工作
,

不断地进行提纯复壮
,

以防止品种的混杂和

性状衰退
,

而且
,

还可以改善提高其优良特性
。

在建鲤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过程 中
,

我们十分重视

该项工作
,

使建鲤的体型更加美观
、

整齐
,

遗传性状更加稳定
。

现在
,

建鲤的体型 比原来的显得

长一些
,

群体的差异也小一些
,

无论是从表型性状
,

还是从养殖效果上来看
,

现在的建鲤品种均

优于早期的建鲤
。

建鲤能自群繁殖
。

但是
,

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
,

除我们亲自抓的试验点 (场 )外
,

其它的鱼

场搞得都不太好
,

甚至把这一优良品种搞杂了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人们还不了解
,

一个 良种育成

后
,

良种繁育是一项技术性很强
、

要求十分严格的工作
。

建鲤的育种技术复杂
,

来之不易
,

更何

况抵制防范伪劣假冒建鲤又是当前面临的个实际问题
,

因此
,

建鲤 的繁殖必须加强管理
,

严格

把关
。

黄能耿同志协助部份统 计分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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