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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野鲤
、

散鳞镜鲤良种选育技术

刘明华 沈俊宝 张铁齐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

哈尔滨 1 5 007 6)

提 要 本文报道选育黑龙江野鲤和散鳞镜鲤良种的研究
。

根据对不同水域野鲤 的遗

传分析
,

发现不同自然品系之间在形态
、

生化遗传结构和生长都存在明显差异
,

试验采用品系

选育方法
,

筛选出一个生长比其他野鲤快 10 粥的松花江野鲤品系
。

对已高度强化选育 的镜 鲤

品
:

种
,

试验采用已选育 30 年的散鳞镜鲤和由德国引进的纯系镜鲤进行杂交
,

获得一个比亲本

生长快 2。形的杂交种
。

关键词 黑龙江野鲤
,

镜鲤
,

良种
,

选育

鱼类良种是养殖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

有了良种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量
,

这已被无

数事实所证明
。

草鱼
、

链
、

绷
、

鲤
、

罗非鱼
、

虹缚等鱼类由野生驯化或育成世界性养殖种类
,

为各国的养鱼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

成为世界人类的重要蛋 白质来源
。

苏联用黑龙江野

鲤与欧洲镜鲤杂交并经 7 代选育
,

育成一个抗寒
、

生长快的鲤鱼新品种—
罗普莎鲤

,

使

苏联的养鲤业由欧洲向北发展到远东地区
,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但是
,

世界上任何一

个 良种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
,

特别是新育成的品种或从外地引进的良种
,

在长期的繁殖中

会因基因漂变
,

而向不符合人类需要的方 向改变
,

失去良种的特性和优 良品质
。

因此
,

必

须十分重视良种的选育
,

目的是保持和提高良种的特性和纯度
,

其次是保持和提高 良种的

生活力
。

为此
,

世界上许多国家研究和采用了不少 良种选育方法和措施
,

最常用的有群体

选择
、

建立品系和进行品系间杂交等
。

以色列采用两向选择方法
,

从后代中选最小和最大

的个体 (各占群体数的 2拓 )
,

选育出一个比原 品种生长快 10 % 的
“
D 。
卜 70

”

品系
。

德国对

连续的混合选择规定了严格的选育程序
,

开始用一龄鱼
,

以后用二龄和三龄鱼
,

选最大的

个体
,

又具有
“

固定
,

的体型
。

美国许多养鳍场进行高繁殖率
、

高孵化率
、

快速生长和早熟

等方面的选择育种
,

育出了
“

超鳍鱼
” ,

一龄时体重增加一倍
,

二龄时雌鱼产卵最增加了 建

倍
。

苏联在选育罗普莎鲤时
,

在乌克兰的罗普莎和在远东的库尔斯克建立了两个品系
,

然

后品系进行交换和杂交
,

以保持原品种的优良性状
。

品系建立
,

在畜牧业要经过 4 个阶

段
,

即选出优良个体作为系祖
,

用此系祖进行同质选配或亲缘交配
,

大量培育与系祖相似

特性的后代
,

从这些后代中选出最优个体
,

建立品系
,

进行不 同品系间交配
,

在高产后代中

选出新的系祖
,

建立新的品系
,

如此循环往复
。

品系杂交
,

是保持 良种生产性能
,

不断提高

良种生活力的较好办法
。

养殖鱼类良种选育技术是国家
“
七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我们承担了黑龙江野鲤和

散鳞镜鲤的 良种选育工作
。

5 年来
,

我们对这两条鱼采用了不同的良种选育方法
,

取得了

收稿年月
: 1朋 1 年 7 月 ;同年 10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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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结果
,

完成了规定 的选育任务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从 1 9朋 年开始至 1 9叨年末止
,

有些工作如黑龙江野鲤的品系调查和采集
,

散鳞镜鲤的系统选

育和德匡镜鲤的引进
、

培育是在 1 9 8 6 年前即已开始
。

地点在我所松浦试验场
,

每年约 用 ZG 个面 积 为

300 ~ 1
,

功。 米
2

的鱼池进行培育和生长对照
。

(1 ) 试验材料 有黑龙江野鲤
、

散鳞镜鲤和德国镜鲤
。

黑龙汪野鲤 ` 夕卯犷枷。 。甲初 儿。 , 就叩
-

亡。邝
;
与黄河

、

长江
、

辽河等野鲤同属一个亚种
,

它起源于欧洲野鲤
,

后分化为两个亚种
。

由于野鲤属半

定居性鱼类
,

可能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离
,

而形成许多地方品系
。

为此
,

在对黑龙江不同水域野鲤品系调

查的基础
_

匕选用了有代表性的嫩江野鲤 (采 自嫩江中下游 )
、

松花江野鲤 (采自下游的同江段 )和兴凯湖

野鲤等 3 个自然附
1

系
,

采集亲角
_

在池培 自交繁殖后代
,

用此后代进行生长对照
,

以测定不同品系后代的

生长特性
。

散鳞镜鲤是由欧洲野鲤分离出米的一个品种
,

其基囚型为 朋皿
。

我们用的散鳞镜鲤 是 1958

年从苏联引进的
,

经 加 年选育和内家系选育 2 代的选育系
。

德国镜鲤是散鳞镜鲤的一个变种
,

19 8 4 年

由联邦德国引进
。

( 2 ) 试验方法 由于课题的试验时间限定 6 年
,

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按系统选育方法 或按 M 。卿

等 ( 1 9 76) 的两向选择方法
,

是难以选育出一个比原品种 (或种 )生长快 10 万的优良系的
。

为此
,

我们对黑

龙江野鲤和散鳞镜鲤采用了不同的选育技术
。

考虑到生活在自然水域中的野鲤群体间由于所处生态 条

件 (特别是食物保障程度 )的差异
,

可能会影响到群体间形态
、

生理
、

生化和生长上的差异
,

因此决定在查

清 自然品系遗传差异的基础后
,

通过不同品系后代的池塘牛长对照
,

从中筛选出一个生长快的品系 ; 而

镜鲤是一个已经强化选育的品种
,

生长已达到一定程度
,

于是采用了品种内遗传差异大的沉
.

系进行品系

间杂交
,

以提高杂种的生长
,

然后再用系统选育方法或雌核发育技术将杂种优势固定下来
,

形成一个新

的优良邢
.

系
。

结 果

(一 ) 黑龙江不同水域野鲤群体间形态
、

生化遗传结构和生长差异

1
.

形态学 差异 我们调查和分析了镜泊湖
、

达赖湖
、

兴凯湖和松花江等水域野鲤群

体闻和兴凯湖 x 嫩江野鲤杂交组 几 间在体高
、

头长
、

体厚
、

尾柄长
、

尾柄高
、

背鳍基部长
、

背鳍至吻端的距离 (简称背吻距 )
、

背鳍至尾鳍的距离 (简称背尾距 )
、

胸腹鳍距离
、

腹臀鳍

距离
、

吻长
、

眼径
、

眼间距和背鳍条数
、

侧线鳞
、

鳃耙数等 16 个形态学性状
。

经方差分析和

多重比较
,

发现除头长
、

眼间距和胸腹距夕值 (分别为 0
.

0 7
、
1

。

89
、

1
.

50 )无差异外
,

其他 13

个形态学性状的 F 值 (从 2
,

47 至 53
.

02 ) 都达到差异显著和十分显著程度
,

尤其集中在

背吻距
、

背尾距
、

尾柄长
、

吻长
、

眼径
、

背鳍条数和鳃耙数 (尸 值分别为 7
.

1 9
、
4

.

32
、
4

.

56
、

4
.

74
、
6

.

7 9
、
5 3

.

02 和 2 5
.

70 )等性状上
。

这些形态学性状上的变化在其他鱼类上也可见到

( 1 )
。

同时发现面积为 2
,

000 K m
,

的达核湖
,

二个采样点的野鲤的 16 个形态学性状无 明

显差异
,

而面积只有 1 0 0K m
,

的镜泊湖
,

二个采样点的野鲤
,

却有 3 个性状达到差异显著

(l ) 沈俊宝等
,
1侧8

。

东方编的生物学特性及池塘移植驯化的研究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学报
,

l (1)
: 9一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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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极显著程度
,

这是否与前者是平原型湖泊
,

后者为山谷型湖泊
,

地理条件差异明显有关
。

2
.

生化遗传差异 三个湖泊野鲤群体在所检测的 5 个同工酶位点上
,

有 3 个表现出

多态现象
,

每个群体的多态位点比例都达到 即形
,

平均杂合度为 0
.

1 2 3 1一 0
.

1 6 4叭而且有

些位点的基因突变率很高
,

在兴凯湖群体中发现 E 时一 1一A ( 1 2 0) 和 E s仁 l一B 两个突变基

因
。

与其他种类比较
,

黑龙江不同水域野鲤具有这样高的多态位点比例和平均杂合度
,

说

明黑龙江野鲤具有较大的内部差异
,

见表 1 ; 但 3 个湖泊野鲤群体间的遗传相似系数十分

相近 (见表 2 )
,

说明尚未分化很远
。

表 1 黑龙江不间水域野鲤群体三种同工酶的多态位点 比例及平均杂合度

T ba l e 1 T h e m ea n p m p o r t l o ” o f P o l y uxo
r p h i c ( p ) na d a v e r a g e h o t e r oz y g o 吕l t y (H )

o f fell d oc m 切 o n 。 压印 i n d fl f e r e n 七w at
. r a

er
a In H e l l o n g j i跳 n g P or

v i n e 。

等等位基因频率率 镜 泊 湖湖 达 赖 彻彻 兴 凯 湖湖
J

总 休休
(((测定尾数 )))))))))))))))))))))))))))))))))))))))))))))))

苹苹果酸脱氢酶酶 1 oooo 1 oooo 1oooo ] 0 000

〔〔M d h -直 ))) (咫 ))) ( 2 1 ))) ( 1 5 ))) (拐 )))

111 oooo 弱
,

666 9卫
.

999 黝黝 邪
.

777

苹苹果酸脱氢酶酶 ( 2 2 ))) ( 2 1 ))) ( 5 ))) ( 4 8 )))

(((M d h es B ) i劝劝 4
.

555 7
,

111 1 000 6
.

333

(((((丝 ))) ( 2 1 ))) ( 石}}} ( 4 8 》》

谷谷氨酸脱氢酶 1 0。。 1 oooo 1OOOO 1oooo 1 oooo

((( G d五 ))) ( 2 0 ))) 〔20 ))) ( 5 ))) ( 4 5 )))

111 oooo 即
.

999 8 7
甲

石石 知知 87
,

艺艺

醋醋 酶酶 (韶 ))) (即 ))) ( 5 ))) (往7 )))

111 1 000 9
,

111 1 2
.

石石 2 000 1 1
甲

777

(((五地t
一 1一 A ))) ( 2 2 ))) (加 ))) ( 5 ))) ( 4 7 )))

111加加 000 000 1 000 1
甲

111

((((( 2 2 ))) (D2 ))) ( 6 ))) ( 4 7 )))

湘湘湘 000 000 1 000 1
.

王王

醋醋 酶 oooo ( 2 2 ))) ( 2 0 ))) ( 5 ))) (47 )))

((( E
s仁 1一 B ) 1 0000 000 555 000 2

甲

lll

111 1 000 ( 2 2 ))) ( 2 0 ))) ( 5 ))) ( 4 7 )))

77777 2
,

777 8 555 的的 湘
`

888

(((((2 2 ))) (即 ))) ( 5 ))) ( 4 7 )))

22222 7
.

333 1000 000 1 7
`

000

(((((22 ))) (别 ))) ( 5 ))) ( 4 7 )))

PPP (万 ))) 6 000 6 OOO 6 000 OOO6

HHHHH 0
.

1 2盯盯 O
,

1 2 3 111 0
.

16 4 000 O
。

1 3石666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3
.

生长差异 表 3
、

表 4 是松花江
、

嫩江和兴凯湖 3 个野鲤品系后代在池塘生长对

照的结果
。

由于繁殖早晚和饲养等原因
,

鱼苗放养时间和春片放养规格不同
,

只能用瞬时

增长率和相对生长率来比较
。

从表中可见
,

松花江野鲤的瞬 时体重增长和相对体重增长

都较另 2 个水域的野鲤快 10 % 左右
。

由此可见
,

黑龙江不同水域的野鲤不仅在形态 上
、

生化遗传结构上存在着差异
,

而且在生长上也存在差异
。

这种差异是由于栖息环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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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黑龙江不同水域野鲤的遗传相似系数

T a b l eG 2 en t ei e sl m ll盯立t y o f f t ed l加 m mo n . e印 in d 止f f e e rn t

wat
e ro a ei劝 H ello n 幻 ia n gp :0, t n oo

镜泊湖—
达赖湖

达赖湖— 兴凯湖

镜泊湖— 兴凯湖

0
.

D 9 4 1

0
.

99 18

0
,

的习4

表 3 黑龙江不同水域野鲤自交后代 (一龄 )同塘生长比较

T a b l e 3 T h e e o m P a er 成 g r脚 t h o f f l e l d co mmo
n e a r P ( f i

r s t y e盯 ) b r e J i n t如
s

涵
e

po n d f

mor
d l f f e er

n t w at
e r 盯e a In 且 e il o n 幻玉a n g P or v i n e e

年年份份 池号号 放养种类类 放养和出池情况况 成活与体重增长情况况 松 花江野 鲤 比比
其其其其其其其他野鲤体重快快

放放放放放养数数 放养养 伺养期 {出他数数 出池池 厦活髦髦净增重重 瞬时体里里相对体重重瞬时体重重 相对体重重
(((((((((尾 ))) 规格格 (天 ) { (尾 ))) 规格格 (另 ))) (克 )))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长 增长长

(((((((((((克 ))))) 〔克 ))))))) (万 /日 ))) 〔万 ))) (络 ))) (写 )))

111幻朋朋 小 222 松花江野鲤鲤 印印 达3
。

000 6 222 4222 3 0
甲

111 8 4
。

公公 17
.

111 ]
.

3 555 18 222 十 3与与 + 加加

兴兴兴兴凯湖野鲤鲤 动动 1 2
甲

石石 6 222 2777 器
甲

666 科
,

OOO 1 1
。

000 1
.

0111 8888
f 1 2 111 今 1 8 )))

嫩嫩嫩嫩江野鲤鲤 加加 1 1
.

丁丁 6 222 筋筋 1 6
甲

888 匆
.

000 5
。

222 0
。

6 111 4 7777777

小小小 555 松花江野鲤鲤 斑斑 邓
`

OOO 6 222 钧钧 4了
。

了了 驶
.

222 24
,

777 1
.

1666 1价价 十 9
。

444 + 5
.

匀匀

兴兴兴兴凯湖野鲤鲤 肠肠 22
.

石石 弱弱 姐姐 4巧
.

222 9 3
.

333 2 2
.

777 1
.

0666 10 111 十 3
。

888 + 浒浒

嫩嫩嫩嫩江野鲤鲤 肠肠 1 5
.

666 6 222 8 555 2 6
,

111 丫了
。

888 1 0
.

666 0
.

跳跳 6 8888888

………
刁一一松花江野鲤鲤

{
` ”” 2 3

。

111 6 222 韶韶 48
.

888

…84
““

{
, 5

·

222 1
.

崖999 」盼盼 + 韶
.

777
+ 3 2

.

工工

:::::::兴凯湖野鲤鲤 {…
盛。。 2 2

_

555 6222 4 111 4 1
。

000
}

” 1
4

111
{
1 8

,

”” 0
.

叨叨 8 222 + 2石
.

333; 十
28

.

李李

嫩嫩嫩嫩汀野鲤鲤 ! 在666 工7
.

222 6 555 a 333 3 1
`

888 1 7 3
·

888
}
1 4

·

““ 0
.

9 555 85555555

注
:
(劝瞬时体重 ( I G 丑种增长率 (男 / 日) =

I n 犷
, 」 一 I n 砰

, _ _ _

~ . r 一 、 , . 『 1 1 .

一一一不, 二丁不了一-
入 J

~.
刀+ t ,

万

; ( 2) 相对体重( G 钾 )增长率 (万 )
二

丝三上里
至 、

】犷口

1 oo

表 4 黑龙江不 同水域野鲤自交后代 (二龄 ) 同塘生长比较

T 叻 l e 峨 T 加
e o nt P a 功 o f t h o g or w 七h

o f f ei l d e

呱m o n e ar P 〔s ec o n d y e ar ) b r . d I n 七h e

s

ma
e OP n d f r o m d 王f f e r e n t w at

e r a r e 二 I n H o i l o n幻 i a n g P r o v i n ce

放放养期期 池 号号 养殖种类类

{
入池情况况

…
出池 , 况况

…
成活和体重增长 , 况况 l 松花江野鲤比比

(((年
、

月
、

日 ))))戈面积
,

米
,
JJJ))))))))) ) 其他野鲤体承承

lllllllllllllll 增 长快快
动动动动动 j 沪 之匀卜 目目 `̀

放养时时 出池数数 出池时时 成活率率:

!
, 增,, 瞬时体重重

`

}相对体重重 瞬时增长长 相对对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重重 (尾〕〕 体重重 (万 ))) } (克少少 增长率率 l增长率率 (万 ))) 增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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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并遗传给后 代
,

松花扛下游优越的生态条件 (充分的食物保障 )使这里的野鲤获得了快

速生长的特性
。



1期 刘明华等 :黑龙江野鲤
、

散鳞镜鲤良种选育技术

(二 )镜鲤不同品种及杂种 F
、
的形态

、

生化遗传结构和生长差异

1
.

形态学差异 德国镜鲤是一个高背型品系
,

其体长与体高的比例为 4 4
.

8%
,

而散

鳞镜鲤为一中间偏细长体型 的品系
,

其体长
、

体高比为 39
,

1%
。

由于两个品系体高差异

很大
,

因此在体厚
、

尾柄高
、

背尾距
、

背鳍基部长
、

吻长
、

眼间距等比例性状上
,

德国镜鲤明

显大于散鳞镜鲤
,

而在腹臀鳍距
、

眼径明显小于散鳞镜鲤 ,在可数性状上
,

德国镜鲤的背鳍

条数和鳃耙数分别比散鳞镜鲤多 2 条和 1
.

5条
,

表现出两个品系在形态上的明显差异
;
而

杂交种则介于两个品系之间
。

2
.

生化遗传差异 从表 5 可见
, 2 个品系在 E st 同工酶上都有多态现象

。

散鳞镜 鲤

的 E 。协 1 有 3 种表型
,
E 。朴 6 有 2 种表型

,

各有二个等位基因编码
。

德国镜鲤的 E s --t l

只有一种表型
,

而 E , 卜 5 有 3 种表型
,

也各有二个等位基因编码
。

杂种 F
,

在 E 漪 上未

发现基 因的多态现象
。

非常有趣的是德国镜鲤和散鳞镜鲤这二个长期选育的纯系
,

形态

上很稳定的品系
,

却表现出一定的杂合性
,

而这二个品系杂交的 F
:

却不表现杂合性
。

它

们的平均杂合度分别为 0
.

0 9 5 5
、
0

.

0 6 9 0 和 0
.

0 0 0 0
。

表 5 镜鲤不同品系及杂种 r : 三种同工酿的多态位点比例及平均杂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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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生长差异 德国镜鲤在欧洲是鲤鱼中生长最快的品系
,

但引入我所后可能由于池

塘条件和饲 料等原因
,

生长并不快
,

明显低于散鳞镜鲤和其他鲤鱼
,

且抗病力很低
。

从表

6
、

表 7 可见
,

德国镜鲤一
、

二龄的生长明显低于我所选育的散鳞镜鲤
,

而杂种 F
,

的生长

比两个亲本快 20 终左右
,

显示出品系间杂交
,

杂种的生长优势和生活力的提高
。

同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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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杂合度为零的杂种
,

其生长却快于亲本
,

与杂种优势理论中杂种的杂合度增加的理论

不同
,

原因尚下清楚
。

表 6 镜鲤不同品系及杂种 万:

一龄鱼分塘饲养的生长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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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镜鲤不同品系及杂种 F
、
二龄鱼同塘生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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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从自然野生品系中可以筛选出一个生长快的优良系
。

不少研究资料报道
,

生活于

不同水域的 自然群体
,

其生长率表现不同
。

如分布于欧美的富于地理变异的褐缚 冼恤
。

`邝 “ a ,

由于繁殖隔离形成了数量很大的遗传独特的种群
,

这些群体的生 长表现 不同
。

Gr 帕。 等 ( 1 9 8 3) 发现
,

未经选择的 4 条河流的斑点叉尾细种群的后代和未经选择的 2 条

河流的野生种群与驯化种群的杂交后代
,

在生长率和存活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 P < 。
.

0 5 ) ;

在所有的试验中
,

以驯养数代的鱼组生长率最高
,
并见到一条河流野生品系的生长率相当

高
,

且变异性很大
。

肠Pa 血
。邢 等 ( 1 9 6 3) 根据对银娜的外形测定

,

指出在苏联不同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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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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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个生长速度明显不同的银娜群体
。

李思发等 (1 9 84) 发现
,

采自长江的野生维和采

自珠江的野生链的池塘生长表现不同
,

长江野生链的生长比珠江链快 10 终左右
。

黑龙吞

是我国的第 3 大河
,

流域面积大
,

地理环境复杂
,

这些 因素造成了对生活于这一水域野鲤

的环境压力
,

使之发生较大的变异
,

并表现于生长
。

尼科尔斯基 ( 1 9 6 0} 曾报道
,

在黑龙江
,

鲤鱼明显地分为几个体积大小不同的群
,

而以黑龙江下游的鲤鱼生长最快
。

我们的上述

研究不仅证实了生活于黑龙江不同水域的野鲤在形态
、

生化遗传和生长上存在明显的差

异
,

而且可以从这些品系中选育出一个生长快的优良系
。

2
.

品系杂交是良种选育的基础
。

由于鱼类体重和体长生长的遗传力很小 (约 0
.

3一

0
.

4)
,

一些学者认为对鱼类快速生长率的选择反应很小
,

有时选择不仅不能保证遗传改

良
,

而且可能间接地导致较差的生产性能
,

特别对 已经强化选育的品种
,

再提高生长速率

是十分不易的
。

因此
,

对品种内的选育
,

常采用品系间杂交的方法
。

W 豆Ik加
: ( 1 9 81) 认为

,

不同品系杂交
,

可 以制作出大量基因座位上杂合的杂种
,

这些杂种常表现出杂种优势
。

美

国进行的虹鳝异系间杂交
,

成功地获得了生长快的杂种
。

1 9 7 6 至 1 9 7 8 年
,

全苏池塘养鱼

研究所选用来自长江水系和黑龙江水系的缝和草鱼
,

先各 自育成两个无亲缘关系的亲鱼

群
,

然后从不同系的亲鱼群中选择雌鱼和雄鱼进行品系间杂交
,

结果发现杂种在受精率
、

孵化率
、

仔鱼成活率和生长速度等方面都较高
,

尤其是长江水系的雌鱼 同黑龙江水系的雄

鱼杂交的后代
,

成活率最高
,

生长最快
。

H ul a 七。 等 ( 1 9 8 5) 在进行鲤鱼品系间杂交时发现
,

“

金黄
”

品系 ( 隐性体色金黄和隐性镜鲤型纯合体 ) 和
“

蓝灰色
”

品系 (双 隐性蓝灰体色隐性

镜鲤型纯合体 ) 的杂交
,

其杂种显示出明显的杂种优势
,

在所有的实验池中生长都接近品

种间杂种
,

而在相对快速生长条件下
,

其生长比中国鲤 只欧洲鲤的品种间杂交更好
。

因此
,

对 已强化选育的镜鲤品种
,

采用二个遗传差异大的品系
,

进行品系间杂交
,

然后再通过系

统选育或雌核发育技术
,

是可以选育出一个优良系的
。

3
.

物种的杂合性与生长的关系
。

传统的遗传理论认为
,

自然界的物种都是一个杂合

体
,

而且认为杂合体的生活力较纯合体高 (方宗熙等
, 1 97 9 ;命 p : 。呢 。`

晶
,

一

1 9 7 9)
。

黑龙江

野鲤群体是异源性的
。

普吉特海峡 M u d 湾的长牡蜘种群中
,

平均每个个体有 2]
.

% 的杂

合位点
。

对 日本 A c o n 七加 p吧 ur
s 。比 leg

e h 的 42 个位点的研究
,

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饲

养群体的遗传差异低于自然群体
,

其多态位点比例减少了 4 3
.

6邓
,

每个位点的等位基 因

数减少了 n
.

7%
,

杂合度减少 了 22
.

7%
。

杂合体对生长的关系
,

许多对个体酶 位点 的

研究表明
,

在 自然群体巾
,

这些位点的杂合度与其生长率有明显的联系
,

对加拿大爱德

华太子岛美国牡蜘种群的研究发现
,

四个位点的杂合性与一龄时的个体大小有确定的关

系
,

这一研究表明
,

通过增加某些酶位点的杂合性可 以增加其平均体长
,

这对育种将是一

个快速有效的方法
。

但是
,

自然界是复杂的
,

并非都按一个模式进行
,

加拿大美国牡砺种

群 了个位点的杂合度对生长率有明显作用
,

但在一个位点 G o 叭 l 中发现蓦因型对生 长
率的明显作用

,

一个纯合子型比其它基因型有较高的生长率
。

在长牡蜘中亦有同样的结

果
,

在 15 个位点中任何一个位点的杂合子都有明显高的湿肉重
,

G O T B / B 型纯合子比

A / A 或 A / B 个体生长快 <张岩
, 1 98 9 )

。

我们研究发现的
,

纯系德国镜鲤和已选育 3。 年

的散鳞镜鲤
,

仍然是一个杂合体
,

在 E 就 同工酶上都表现出多态
,

它们的平均杂合度分别

为 0
.

0 9 5 5 和 0
.

0 6 90
,

而这两个品种的杂交种却表现出纯种的特点
,

在 E st 同工酶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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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
,

其平均杂合度为零
,

但其生长却比亲本快
。

这种情况与上述美国牡场相似
,

其原因
,

目前我们尚不能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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