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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深入研究养殖新品种吉丽罗非鱼+尼罗罗非鱼"

.

# >萨罗罗非鱼"

/

#,的耐盐性能!

对吉丽罗非鱼及其两个亲本尼罗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进行了慢性盐度胁迫实验!分析了 / 种

罗非鱼耐盐性能的差异!建立了盐度胁迫过程中死亡率与致死盐度及时间的回归模型!结果显

示'"3#/ 种罗非鱼的耐盐能力差异显著!吉丽罗非鱼的耐盐性能接近于萨罗罗非鱼!远高于尼

罗罗非鱼!耐盐胁迫时 / 种罗非鱼的平均致死盐度分别为 701:$6610 和 3917% "1#盐度胁迫

实验中尼罗罗非鱼个体间死亡时间差异最大!萨罗罗非鱼个体之间差异最小!吉丽罗非鱼介于

其间&吉丽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死亡时间都有极显著的正态负偏移!离群值和极值较多!尼罗

罗非鱼有较显著正态正偏移!只有离群值!没有极值% "/#/ 种罗非鱼盐度胁迫实验中死亡率

与死亡时间及盐度之间的回归关系更适合一元回归!吉丽罗非鱼盐度胁迫实验中死亡率"3#

与死亡时间"8#的回归模型为增长模型 3A-

" 50J6:8 B2J2/38#

"O

1

A2J:0:#!死亡率"3#与盐度")#

的回归模型为二次模型 3A2J781 52J2/0)B2J223)

1

"O

1

A21:72#%

关键词! 吉丽罗非鱼& 萨罗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 盐度胁迫& 回归模型& 耐盐性

中图分类号! H30913& *:3013 4444444文献标志码'&

44罗非鱼是起源于海水的广盐性鱼类
)3*

"不同

种类罗非鱼耐盐能力差别很大( 如尼罗罗非鱼

#<%-,*E%,@&)'&.,8&*()$生长快"个体大"但耐盐性

差"是目前世界主要的养殖鱼类之一%萨罗罗非鱼

#=+%,8E-%,I,' @-.+',8E-%,'$耐盐能力强"但生长

慢"个体小
)1*

( 1 种罗非鱼在分类上归不同属"尼

罗罗非鱼雌鱼口孵"萨罗罗非鱼则主行雄鱼口孵"

自然条件下不能杂交繁殖( 1228 年"李学军

等
)1 5/*

以尼罗罗非鱼为母本+萨罗罗非鱼为父本"

通过人工授精"获得了耐盐性能和生长性能兼优的

杂交 (

3

"再由 (

3

自繁得到 (

1

"122: 年"经由全国水

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为新品种"命名为 &吉

丽'罗非鱼#<J'&.,8&*()>=J@-.+',8E-%,' (

1

$ #新

品种登记号!I*521 5221 5122:$"由农业部公告

推广
)8*

( 经初步研究"吉丽罗非鱼生长速度介于两

个亲本之间
)7*

%在高盐度急性胁迫时"吉丽罗非鱼

的平均成活时间+72J成活时间和 :6 Q 半数致死

浓度也都介于两个亲本之间
)/*

( 1232 年"为探讨

盐度胁迫过程中吉丽罗非鱼及其两亲本的成活率

与致死盐度及时间的最佳回归模型"本实验进行了

盐度慢性胁迫实验"旨在深入研究吉丽罗非鱼耐盐

性能"为吉丽罗非鱼的养殖推广提供参考数据(

34材料与方法

$%$&实验鱼

实验用鱼均来自河北中捷国家级罗非鱼良种

场( 萨罗罗非鱼是 1221 年由美国引进"尼罗罗非

鱼是 3::8 年由国际水生生物资源管理中心

#)-'&$E$引进%吉丽罗非鱼是 1220 年尼罗罗非

鱼与萨罗罗非鱼杂交后代的自繁鱼(

$%'&实验设计

/ 种实验亲鱼按雌雄比 1D3 同时配组( 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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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养殖 3 个月清池"筛选出规格相近的实验鱼"平

均体质量#0131 @3113$ S( 放入 3 <>3 <>3 <

网箱中"网箱置于 31 <>7 <>1 <的室内水泥池(

均设 / 个重复和 3 淡水对照组( 实验初始盐度为

32"适应 89 Q 后开始耐盐胁迫( 根据文献)6*和预

实验结果"初始阶段"实验用水每天提高约 7 个盐

度"待盐度达到 82 后"每天提高 32 个盐度"随时记

录各实验网箱内实验鱼死亡时间和尾数(

实验鱼死亡标准为鳃盖停止活动"用玻璃棒

轻触无反应
)0*

( 实验淡水来源于地下井水"其它

盐度实验用水由附近盐度为 67 的盐沼水和固体

海盐与地下井水勾兑而成( 实验用水盐度用

&K@=L>D,D/7*R?L2<?7*=0>A>LR E2L2N盐度计进行测

定调节"精确到 213( 实验期间持续通气"保持充

足溶氧"实验期间不投饵(

$%(&统计分析

/ 种实验鱼耐盐差异用方差分析进行检验"

选择和建立盐度胁迫时死亡率 #3$与死亡时间

#8$及盐度#)$之间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用 / 种实验鱼 72J死亡率时盐度和时间值进行

聚类分析"得到 / 种实验鱼的耐盐差异系统聚类

树( 所有数据均用 *6**3912 进行统计分析
)9*

(

14结果

'%$&回归模型的确定及曲线拟合

二元线性回归关系的判定44以盐度胁迫死

亡率为因变量"死亡时间和盐度为自变量"建立二

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系数+8检验及共线性检验

指标见表 3( 除了吉丽罗非鱼 1 个自变量和萨罗

罗非鱼盐度自变量外"其余拟合的自变量系数 8

检验结果都没有统计学意义%根据 4@N3>A7G=L?/A

#47G$值"/ 种罗非鱼建立的二元回归模型符合

线性关系"但线性关系较弱%另外根据表 3 共线性

检验指标"/ 种罗非鱼死亡时间和盐度两个自变

量间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会对拟合二元线性

回归模型带来严重影响(

表 $&( 种罗非鱼二元线性回归系数"&检验和共线性检验指标

"-.%$&+:<1:66509?0:;;5?5:976E

'

#&Q7:67-94?03359:-157> 45-<90675?594:H 0;

7=1::753-G5-6894:148-35675?359:-11:<1:66509204:3

来源

?/@ND2

萨罗罗非鱼

=J@-.+',8E-%,'

时间

L><2

盐度

?=0>A>LR

尼罗罗非鱼

<J'&.,8&*()

时间

L><2

盐度

?=0>A>LR

吉丽罗非鱼

(

1

/U<J'&.,8&*()>=J@-.+',8E-%,'

时间

L><2

盐度

?=0>A>LR

回归系数 N2SN2??>/A D/2UU>D>2AL? 219:/ 21977 21:/6

自变量系数 8检验 87L2?L/U>AP2V2AP2ALD/2UU>D>2AL? 2113/ 21223 2110: 21601 21221 21223

47G值 4@N3>A7G=L?/A 2180: 21337 21797

自变量间相关系数 D/NN20=L>/A /U>AP2V2AP2AL 21:0/ 21:96 21:77

容忍度 L/02N=AD2 21271 21271 21210 21210 21299 21299

方差膨胀因子 M=N>=AD2>AU0=L>/A U=DL/N 3:1290 3:1290 /01108 /01108 331/:6 331/:6

特征根 2>S2AM=0@2 21223 21221 21221

条件指数 D/AP>L>/A >AP2B 721176 831900 /61028

44一元回归模型确定及曲线拟合44/ 种罗非

鱼平均死亡率与死亡时间及盐度间不同回归模型

系数 O

1

见表 1( 从方差检验结果看"拟合的回归

关系均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 种罗非鱼死亡率

与死亡时间或盐度线性回归 47G 值在 212:9 =

21129 之间"符合线性回归关系"但线性关系不显

著( 以回归系数的大小及回归方程的简繁作为模

型的选择标准( 直线回归+对数回归及逆回归的

回归系数都较小"应予以剔除( 因此"确定吉丽罗

非鱼死亡率 5时间回归关系为增长模型"死亡率

5盐度回归关系为二次模型%萨罗罗非鱼死亡率

5时间回归关系和死亡率 5盐度回归关系均为增

长模型%尼罗罗非鱼死亡率 5时间回归关系为三

次模型"死亡率 5盐度回归关系为二次模型( 回

归模型及拟合曲线见图 3(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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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种罗非鱼不同回归模型下的 E

' 系数

"-.%'&+:<1:66509?0:;;5?5:976E

'

0;7=1::753-G5-6894:145;;:1:97204:36

模型

</P20

死亡率 5时间 </NL=0>LR7L><2

萨罗罗非鱼

=J@-.+',8E-%,'

尼罗罗非鱼

<J'&.,8&*()

吉丽罗非鱼

(

1

/U<J'&.,8&*()>

=J@-.+',8E-%,'

死亡率 5盐度 </NL=0>LR7?=0>A>LR

萨罗罗非鱼

=J@-.+',8E-%,'

尼罗罗非鱼

<J'&.,8&*()

吉丽罗非鱼

(

1

/U<J'&.,8&*()>

=J@-.+',8E-%,'

直线 0>A2=N 21028#!<2123$ 2101:#!<2123$ 2169:#!<2123$ 21090#!<2123$ 21012#!<2123$ 21913#!<2123$

对数 0/S=N>LQ<>D 21700#!<2123$ 21:1:#!<2123$ 2189:#!<2123$ 21693#!<2123$ 21983#!<2123$ 21693#!<2123$

逆 >AM2N?2 21883#!<2123$ 21:66#!<2123$ 21169#!<2123$ 21782#!<2123$ 21903#!<2123$ 21721#!<2123$

二次 K@=PN=L>D 21:8/#!<2123$ 21:02#!<2123$ 21:39#!<2123$ 2199:#!<2123$ 21:37#!<2123$ 21:72#!<2123$

三次 D@3>D 21:72#!<2123$ 21::/#!<2123$ 21:10#!<2123$ 2199:#!<2123$ 21:30#!<2123$ 21:72#!<2123$

复合曲线 D/<V/@AP 21:6/#!<2123$ 21627#!<2123$ 21:0:#!<2123$ 21:18#!<2123$ 2162/#!<2123$ 21:22#!<2123$

乘幂曲线 V/C2N 21:13#!<2123$ 21973#!<2123$ 21:38#!<2123$ 21:/1#!<2123$ 2107/#!<2123$ 21:21#!<2123$

*形曲线 *D@NM2 219/1#!<2123$ 21:09#!<2123$ 2102/#!<2123$ 21907#!<2123$ 219/:#!<2123$ 21936#!<2123$

增长 SN/CLQ 21:6/#!<2123$ 21627#!<2123$ 21:0:#!<2123$ 21:18#!<2123$ 2162/#!<2123$ 21:22#!<2123$

指数 2BV/A2AL>=0 21:6/#!<2123$ 21627#!<2123$ 21:0:#!<2123$ 21:18#!<2123$ 2162/#!<2123$ 21:22#!<2123$

逻辑 0/S>?L>D 21:16#!<2123$ 210:0#!<2123$ 21:16#!<2123$ 21:/1#!<2123$ 21090#!<2123$ 21:/1#!<2123$

图 $&( 种罗非鱼盐度胁迫平均死亡率与死亡时间$&'和盐度$/'的回归曲线

E5<%$&+:<1:66509?81F:0;7=1::753-G5-6.:7A::92017-357> 1-750 -94<1-48-3402:675?-7509752:016-35957>

'%'&死亡率随胁迫时间及盐度的变化

在死亡率与死亡时间的关系中"吉丽罗非鱼

在开始盐度胁迫后的 301 Q 和 3:6 Q 有两个死亡

的小高峰"死亡率分别是 71/J和 017J"胁迫 138

Q 以后死亡率开始急剧上升"1/1 Q 达到死亡高

峰"死亡率为 1:12J"到了 188 Q"累积死亡率超

过了 :6J%而尼罗罗非鱼在开始盐度胁迫的第一

天死亡率较高"18 Q 达到 3816J"其后的死亡率

开始下降"78 Q 和 01 Q 又出现两个死亡高峰"死

亡率分别达到了 3719J和 311/J"累积死亡率已

接近 97J%萨罗罗非鱼是在开始盐度胁迫的 3:6

Q 有个死亡的小高峰"死亡率为 61/J"胁迫 112 Q

后死亡率开始急剧上升"1/1 Q 达到死亡高峰"死

亡率为 1117J"到了 172 Q"胁迫累积死亡率达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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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00J(

在死亡率与盐度的关系中"吉丽罗非鱼死亡

率随盐度增加呈现先缓后急的特点"在盐度达到

87 时"死亡率开始上升"盐度达到 67 时"死亡率

也达到高峰"为 7/J"累积死亡率超过了 :7J%萨

罗罗非鱼与吉丽罗非鱼类似"是在盐度达到 72

后"死亡率开始上升"盐度为 67 时"死亡率达到

8117J的高峰"但累积死亡率只有 76J"其后死

亡率略有下降%而尼罗罗非鱼随着盐度的增加"死

亡率平稳上升"几乎为一条直线"盐度 12 时"死亡

率就已经达到 72J"能耐受的最高盐度约为 87(

'%(&( 种罗非鱼耐盐差异性及分类

/ 种罗非鱼耐盐性差异44/ 种罗非鱼盐度

胁迫致死时间及盐度结果见表 /( / 种罗非鱼为

胁迫致死时间和盐度都差异显著"吉丽罗非鱼与

萨罗罗非鱼较接近"二者都明显高于尼罗罗非鱼(

根据标准差+四分位数间距及峰度系数等值"胁迫

死亡时间尼罗罗非鱼个体间差异最大"萨罗罗非

鱼个体之间差异最小"吉丽罗非鱼介于其间%而致

死盐度尼罗罗非鱼个体间差异明显小于萨罗罗非

鱼"吉丽罗非鱼较复杂"虽然标准差和全距值都低

于萨罗罗非鱼"但由于四分位数间距显著大于尼

罗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导致其峰度系数极低(

根据偏度系数"萨罗罗非鱼和吉丽罗非鱼都有极

显著的正态负偏移"尼罗罗非鱼有较显著正态正

偏移(

表 (&( 种罗非鱼胁迫死亡时间及盐度统计结果

"-.%(&N:6?15G75F:60;7=:2017-357> 752:-946-35957> 402:67:4<1-48-33> 5970 6:-A-7:1597=1::753-G5-6

模型

</P20?

时间 L><2

萨罗罗非鱼

=J@-.+',8E-%,'

尼罗罗非鱼

<J'&.,8&*()

吉丽罗非鱼

(

1

/U<J'&.,8&*()>

=J@-.+',8E-%,'

盐度 ?=0>A>LR

萨罗罗非鱼

=J@-.+',8E-%,'

尼罗罗非鱼

<J'&.,8&*()

吉丽罗非鱼

(

1

/U<J'&.,8&*()>

=J@-.+',8E-%,'

均数 <2=A

1/013

=

78192

D

1371/

3

66102

=

39172

D

701:2

3

去除 7J极值均数

7JLN><<2P <2=A

1/:18

=

73102

D

13010

3

60182

=

301:2

D

79172

3

标准差 ?LP1P2M>=L>/A 10139 1:121 19182 32127 61886 :19/3

最小值 <>A><@< :8122 18122 72122 17122 32122 12122

最大值 <=B><@< 10812 39812 16912 92122 87122 02122

偏度系数 ?O2CA2?? 531019 317:9 5310:: 531276 31/6/ 521::0

峰度系数 O@L/?>? 71992 /181/ 81:70 11188 11:16 213:8

注!均数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2127$(

%/L2?!E2=A U/00/C2P 3R LQ2P>UU2N2AL02LL2N=N2P>UU2N2AL?>SA>U>D=AL0R#!<2127$1

44/ 种罗非鱼基于耐盐性差异的分类44/ 种罗

非鱼基于胁迫死亡时间和盐度差异的聚类分析见

图 1"由图中可以看出"吉丽罗非鱼的耐盐性更接

近萨罗罗非鱼"与尼罗罗非鱼差异较大(

图 '&( 种罗非鱼耐盐差异的聚类分析图

E5<%'&*3867:14:9<10<1-2 0;6-37703:1-9?:

45;;:1:9?:0;7=1::753-G5-6

/4讨论

(%$&死亡率与耐盐指标间回归模型的选择

在生物学研究中"因变量与自变量有着较为复

杂的关系"有时是通过非线性函数关系相联系( 尽

管可通过一些函数的转换方法"在一定范围内将它

们转变为线性关系"但是这种转换可能会导致更复

杂的计算或数据失真( 要把这两者的关系恰当地

表现出来"可利用曲线估计"在众多的回归模型中

建立一个简单合适的模型( 李学军等
)6*

研究了萨

罗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等耐盐驯化死亡率与死亡

时间和盐度的回归关系"通过对数据的对数转换"

建立了回归系数较高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但未进

行线性关系+共线性和曲线拟合等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 47G值和回归系数"/ 种罗非鱼死亡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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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时间或盐度的一元回归更接近曲线模型而

不是线性模型(

在死亡率 5时间回归关系中"萨罗罗非鱼和吉

丽罗非鱼回归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都是复合曲线

模型+增长模型和指数模型"但由于复合曲线模型

和指数模型中常数项都为 2"因此确定这 1 种罗非

鱼死亡率 5时间回归关系为增长模型%在死亡率 5

盐度回归关系中"萨罗罗非鱼回归拟合优度最高的

模型是乘幂曲线模型和逻辑模型"都为 21:/1"其次

是复合曲线模型+增长模型和指数模型"都为

21:18( 由于乘幂曲线模型和逻辑模型拟合的常数

项值都较大"前者为 /12/:532

32

"后者为 0 /2/178/"

模型都较繁琐"因此从拟合优度次高的复合曲线模

型+增长模型和指数模型中选择较为简练的增长模

型%尼罗罗非鱼回归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是三次模

型"为 21:30"其次是二次模型"为 21:37( 由于二者

的回归拟合优度值差距不大"而前者比后者模型复

杂"因此确定尼罗罗非鱼死亡率 5盐度回归关系为

二次模型%而吉丽罗非鱼回归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

是三次模型和二次模型"都为 21:72"因此确定吉丽

罗非鱼死亡率 5盐度回归关系为二次模型(

(%'&吉丽罗非鱼的耐盐能力

李学军等
)1*

和李思发等
)/*

在对萨罗罗非鱼与

尼罗罗非鱼正反杂交子代间的分子遗传学差异进

行研究时都发现"吉丽罗非鱼与萨罗罗非鱼间的遗

传距离远小于与尼罗罗非鱼间的遗传距离%李学军

等
)1*

认为萨罗罗非鱼对正反杂交后代的遗传影响

力都高于尼罗罗非鱼"杂交后代性状应更接近于萨

罗罗非鱼( 本实验进行的盐度慢性胁迫实验证明

了这个推断"吉丽罗非鱼耐盐能力介于双亲之间"

但更接近于萨罗罗非鱼"远高于尼罗罗非鱼( 其死

亡时间和盐度的平均值与尼罗罗非鱼和萨罗罗非

鱼的比值分别为 /1:1:+/13/2 和 21:29+21969( 而

李思发等
)/*

在进行高盐度急性胁迫实验时发现"吉

丽罗非鱼耐盐能力接近于二个亲本面耐盐能力的

平均值"平均成活时间+72J成活时间和 :6 Q 半数

致死浓度与尼罗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的比值分别

为 11881+1171:+31671 和 21736+21636+2160/%因

此"相对于高盐度急性胁迫"盐度慢性胁迫更能体

现出吉丽罗非鱼耐盐能力与其双亲间的遗传关系(

本研究中"吉丽罗非鱼耐盐特性接近萨罗罗非

鱼"与尼罗罗非鱼差异较大( 与已报道的盐度慢性

胁迫结果比较"吉丽罗非鱼胁迫致死盐度低于萨罗

罗非鱼
)6":*

+莫桑比克罗非鱼#<J@,))+@4&*()$

)32*

"

略高于以色列红罗非鱼#)?N=20N2P L>0=V>=$

)6*

"远高

于尼罗罗非鱼
)6"33*

+奥里亚罗非鱼#<J+(%-()$

)31*

+

史比罗奴罗非鱼#<J)!&.(%()$

)33*

和台湾红罗非鱼

#F=>C=A2?2N2P L>0=V>=$

)3/*

%在高盐度急性胁迫研究

报道中吉丽罗非鱼的 :6 Q 半致死盐度为 1119

)/*

"

低于萨罗罗非鱼
)6"38*

和佛罗里达红罗非鱼#(0/N>P=

N2P L>0=V>=$

)32*

"高于尼罗罗非鱼
)/"6"0"37*

+奥利亚罗

非鱼
)6 50*

+尼罗罗非鱼 >以色列红罗非鱼 #<J

'&.,8&*()>)?N=20N2P L>0=V>=$

)6*

+以色列红罗非鱼 >

尼罗罗非鱼#)?N=20N2P L>0=V>=><J'&.,8&*()$

)6*

+以

色列红罗非鱼 >奥利亚罗非鱼#)?N=20N2P L>0=V>=>

<J+(%-()$

)6*

+尼罗罗非鱼 >奥利亚罗非鱼 #<J

'&.,8&*()><J+(%-()$

)6*

和奥利亚罗非鱼 >尼罗罗

非鱼#<J+(%-()><J'&.,8&*()$

)6*

"与萨罗罗非鱼 >

尼 罗 罗 非 鱼 # (

1

/U =J@-.+',8E-%,' > <J

'&.,8&*()$

)/*

+以色列红罗非鱼
)6*

+莫桑比克罗非

鱼
)37*

+莫 桑 比 克 罗 非 鱼 >尼 罗 罗 非 鱼 # <J

@,))+@4&*()><J'&.,8&*()$

)0"37*

和尼罗罗非鱼 >莫

桑比克罗非鱼#<J'&.,8&*()><J@,))+@4&*()$

)37*

接

近( 在本研究中"根据偏度系数"胁迫死亡时间和

胁迫致死盐度"萨罗罗非鱼和吉丽罗非鱼都有显著

的正态负偏移"尼罗罗非鱼有显著正态正偏移"离

群值和极值增高了尼罗罗非鱼平均值"降低了萨罗

罗非鱼和吉丽罗非鱼平均值"导致吉丽罗非鱼和萨

罗罗非鱼耐盐指标小于相关报道中的数据
)6":*

( 由

此"可以推断"吉丽罗非鱼的耐盐能力应该与以色

列红罗非鱼+萨罗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莫桑比克

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 >莫桑比克罗

非鱼相当(

(%(&胁迫和适应时间对罗非鱼耐盐能力的影响

经适当盐度胁迫后"罗非鱼耐盐能力一般会显

著提高
)6*

( 从胁迫致死时间看"尼罗罗非鱼个体间

差异最大"萨罗罗非鱼个体之间差异最小"吉丽罗

非鱼介于其间%死亡率达到 72J占用的时间比率尼

罗罗非鱼只有 1613J"而吉丽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

分别为 981/J和 961:J( 但即使是耐盐能力最强

的萨罗罗非鱼"在胁迫早期+盐度较低时仍有一定

的死亡率"这说明除了实验鱼规格与体质对鱼类耐

盐能力有一定影响外
)36*

"生理调节能力对其耐盐

能力影响较大( 渗透压调节结构"比如肾脏及腮中

氯细胞结构
)30 539*

和数量
)3:*

以及渗透压调节因子"

比 如 %=

B

7T

B

7&F6=?2

)12*

+ 催 乳 素
)13*

+ 生 长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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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李学军"等!慢性盐度胁迫对吉丽罗非鱼#尼罗罗非鱼
.

>萨罗罗非鱼
/

$及其两亲本耐盐性的影响 44

素
)11*

+皮质醇
)1/*

和钙泵
)18*

等"在从淡水转换到高

盐度水环境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去调节%&07

&</@P>

)33*

研究也认为罗非鱼每胁迫到一个较高的

盐度需要 89 Q 的适应时间( 因此"在进行罗非鱼

耐盐胁迫实验时"除了考虑胁迫时提高的盐度频率

外"还应充分考虑胁迫和适应的时间"以保证盐度

驯化时鱼类有较高的成活率和较好的耐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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