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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YW O R DS H e y u a n h yb r id ea rp
,
g yn o g e n e s is

,

bo d y e o lo u r s e g r a tio n , s e x r a t io

最早发现天然雌核发育是在帆纷 (P o ec ili
a

fo
r

ntD sa )
,

随后又发现银卿也有天然雌核发育特性
。

而人

工诱导鱼类雌核发育的第一个证据是 O ppe
r m an 【1 9 1 3〕提出的

。

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却是 60 年代在对泥鳅

〔R
o m a s ho v

等
,

1 9 6 0〕和鲤 [ G
o lo v is k a ya

等
,
1 9 6 3〕的研究以后

.

由于雌核发育在基因作图
、

遗传育种方面的

重要用途
,

所以 自那以后人工诱发鱼类雌核发育的研究十分活跃
,

进展也很快
。

到目前为止
,

己获得近 30 多

种雌核发育鱼
,

建立了草鱼全雌纯合系
,

并已应用于实践[ S ta nl y 等
,
1 9 7 5〕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

较晚
,

但进展很快
.

自 70 年代中期至今
,

已获得草
、

链
、

鲤等雌核发育鱼 (夏德全等
,

” 85 )
,

运用此技术建立

了兴国红鲤纯合系
,

培育出了全雌杂交鲤 (吴清江等
,

19 89 )
,

对荷包红鲤进行了提纯复壮 (冯开茂等
,

19 8 8 )
,

保持和提高了荷元鲤的杂种优势
。

作者于 1 9 85 年开始对荷元鲤进行了连续三代的雌核发育诱导
,

对其后代在体色
、

性比等性状方面的分

离进行了初步研究
,

以探索快速选育良种的捷径
.

1 材料和方法

荷元鲤一代雌核发育诱导
,

采用荷元鲤 (荷包红鲤 早x 元江鲤了 )F
1

为材料
.

待荷元鲤一代雌核发育鱼

性成熟后
,

选其性状优良者进行第二代雌核发育诱导
,

所得后代称为荷元鲤二代雌核发育鱼
。

待第二代雌

核发育鱼性成熟后再进行第三代雌核发育的诱导
,

所得后代称为荷元鲤三代雌核发育鱼
.

诱导所用精液均

取自雄娜鱼
.

本试验所用亲鱼均由本所试验场提供
,

并用常规人工篮殖的方法获得成熟卵和精液
.

雌核发育的诱导方法
:

精子失活采用紫外线照射法
。

用 3 ow 紫外灯管 2 支
,

照射距离为 Ik m
,

照射处理

收稿日期
:
1 9 9 4一 0 8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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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X 位全等
,

1 9 8 5
。

草鱼
、

白链雌核发育的研究
.

草
、

结 鱼策殖体系和育种新技术鉴定材料之二
.

(2 ) 吴清江薄
, 1 9 89

.

全雌型杂交缝的培育研究鉴定材料
.

(3) 冯开茂等
,
1 9 8 8

.

荷包红妞雌核发育技术的应用及杂文矛代培育研究鉴定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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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钟左右
。

由于每条鱼精子质量有差异
,

处理时间仍以镜检为准
,

以精子处于慢速运动为度
.

卵在
“

受精
”

后

o一 5 分钟内采用低温休克 (3
。

一8 亡
,

处理 10 分钟 )
,

抑制第二极体排出的方法获得雌核发育二倍体【潘光

碧
,

1 9 8 8〕
。

体色在鱼苗鱼种阶段随机抽样观察
,

性比在性成熟后统计
。

2 结果

2
.

1 体色

对杂交种荷元鲤进行连续三代雌核发育诱导
.

每代均有不同比例的红色出现
,

各代体色分离情况见表

1
。

从表 l 可看出
.

第二代雌核发育鱼红色比例比第一代雌核发育鱼 有显著增高的趋势
。

4 尾材料鱼中有 3 尾

的后 代红色比例分别为 16 %
、

21 %和 34 %
。

而第三代雌核发育鱼 又表现为红色 比例下降
,

一尾的后代回到

第一代水平
,

另一尾的后代则体色纯度有较大幅度提高
,

红色比例仅占 2
.

3 %
。

2
.

2 性比

雌性为同型配子的荷元鲤
,

连续三代雌核发育诱导
,

每代均有不同比例的雄性出现
,

各代雌雄分离比例

见表 2
。

表 l 荷元鲤连续三代雌核发育后代体色分离情况

T a ble 1 T h e 饭洲Iy e o lo u r s e g re g a tlo n o f H e yua n hyb rid e a r p

po s te r ity by th r e e g e n era ti on gy n og e n es is e o . tin u 幻Iy

o

:0
0.0538.16214.348.2.ll.巧3.:26.

LLO. ‘14990452553131812216210857

编 号

荷 8 5 1 1

荷 8 7 2 3

荷 8 7 2 4

荷 8 7 2 5

荷 8 7 2 6

荷 9 0 3 5

荷 9 0 3 6

抽样数 (尾 ) 红色 (尾 ) 青灰色(尾〕 红色
:

青灰色 红色占%

:;

l.44l

l 3

1 2

1

129

4 3

注
: “

荷
”

表示荷元鲤
;
右下角的数字

,

前两位表示诱导年份
,

第三位为雌核发育的世代
,

第四位为试验鱼的序号
。

下 同
。

表 2 荷元鲤连续三代雌核发育后代雌雄比例

T a b le 2 Se x ra tio o f H e yu a n h yb r id e a r P Po ste d ty 勿 th代e g e n e r叭io n g yn o g e n e s is c o n tin u a lly

抽样尾数 雄性 (尾 ) 雄性占 %

2050000nd‘乃荷 8 5 1 1

荷 8 7 2 3

荷 8 7 2 6

荷 9 0 3 5

l8

6 0

从表 2 可看出
,

无论哪一个世代均有不同比例的雄性出现
,

有的雄性可高达 50 % (荷 872 3 )
,

而有的可为

全雌
,

其比例似无一定规律
。

3 讨论

关于荷元鲤的体色遗传
,

作者早在 1 9 8 3 年就作过研究[张建森和播光碧
,

1 9 8 3 ]
。

荷元鲤 F
,

自交其 F :

的体色分离
,

桔红色与青灰色之 比为 l :
14

.

5
,

即红色占 6
.

4写
。

F :

与隐性纯 合亲本荷包红鲤回交
,

子代桔红

色与青灰色之 比约为 1
:
3

,

故其体色是由两对基因控制的
,

且与性别无关
.

而荷元鲤 F
l

进行一代雌核发育

诱导却出现了 8% 的红色后代
.

比 自交高 1
.

6 %
。

就体色而论
,

从理论上推断
,

荷元鲤 F
,

基因型相同
,

形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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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子
,

进行第一代人工雌核发育诱导
,

四种配子各 自加倍则应有 25 % 的红色出现
,

在人工选择的情况下
,

其第二代
、

第三代雌核发育后代中则红色比例应大幅度下降
。

然而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差甚远
,

第一代雌核发

育后代红色比例比理论值低 17 %
,

而第二代雌核发育后代红色比例又 出现大幅度上升
。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

因
,

作者认为主要是诱导方法所致
.

本试验是通过阻止第二极体释放而达到加倍的目的
,

所得后代是杂合二

倍体
。

杂种荷元鲤在减数分裂时染色体发生了交换
.

从第二代雌核发育后代红色比例如此之高和第三代仍

有一定 比例的红色出现的情况分析
,

控制体色的荃因离着丝点较远
。

第一代雌核发育后代由于出现了杂合

子
,

所以红色比例下降
,

并导致第二代雌核发育后代红色比例的上升
。

由于选择的结果
,

第三代雌核发育后

代红色比例呈下降趋势
。

因此
,

若用人工诱导雌核发育二倍体的方法快速建立纯系或品种选育
,

必须注意诱

导方法和选择适当的试验材料两个间题
:

对象鲤一类的特殊种类
,

最好采用抑制第一次有丝分裂的方法获

得纯 合二倍体
。

这一方法虽然诱导率低
,

但因所获得个体是纯合体
,

能快速达到预期的目的
。

要从杂交种中

快速选育品种
,

应在杂种 F :

以后
.

因为经 F Z

一F:

代自交后
,

其杂合体从 10 。%快速下降到 25 %
,

此时进行雌

核发育诱导
,

有利于加快纯合速度
。

从理论上讲雌核鲤是同型配子
,

雌核发育后代应为全雌鱼
,

国内从事这一研究的单位亦有类似情况
。

日

本尾城 隆〔1 9 88〕采用与我们相似的方法诱导鲤鱼雌核发育
,

结果 l“ 尾后代中
,

雄性 47 尾
,

占 28
.

7 %
,

雌

性 10 5 尾
,

占 “
.

6 %
,

两尾性腺未分化
。

出现以上情况的因家有
:

¹ 诱导方法
.

本试验中采用紫外线失活精

子
,

由于紫外线穿透能力较差
,

加之紫外线处理还可能出现光复活作用 [ Iji ri 和 E ga mi
, 19 8叼

,

导致精子失活

不彻底
,

使雄性个体的某些 D N A 片段参与遗传
。

丁 军等【1 9 9 3〕报道了异育银娜用其人工杂合种产生过程

中
,

父本的 (红鲤 ) D N A 片段的确可以随机地渗入到母本细胞的 D N A 中
,

从而产生了异精效应
,

使其子代生

长加快
,

并出现父本性状
.

º诱导材料
.

本试验所用的雄鱼均为娜
,

娜与鲤亲缘关系较近
,

这可能也是产生不同比例雄性的原因之

一
。

根据葛 伟
、

蒋一硅〔19 8 9〕报道
,

天然雌核发育银娜亦有不同比例的雄性个体
。

亲缘关系越远
,

后代中雄

鱼越少或没有
。

葛 伟等【19 9 2〕报道
,

同源雌核发育银娜精子和异像两性融合鱼类梢子在雌核发育银娜卵

中具有不同的发育行为特征
.

同源银娜精子进人银娜卵后可陆续起动发育
,

而异源精子则不能解凝发育
.

精

核参与银娜早期发育的程度
,

与银娜子代中的雄鱼 比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

所以要获得理想的结果
,

最好选用亲缘关系较远的鱼类的精子作为激活源
.

总之
,

在雌性配子同型的鱼类 中
,

人工诱导雌核发育二倍体
,

出现不同比例的雄性个体并非是偶然现

象
,

其产生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查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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