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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9 7 9 至 」g吕2 年间
,

用瓦氏雅罗鱼
、

草鱼
、

鳝鱼
、

鲤鱼中的一种或多种精液同峻鱼新鲜精液

混合对鳞鱼成熟卵授精
,

使其发育成苗
,

并培育成鱼种
。

经养殖表明
,

有几组混精授精得到的

坡鱼
,

其抗寒性能比不混精授精的峻鱼强 ;其中以四种混合精液授精以得混精鳞的耐寒能力最

高
。

现将耐寒能力低达 5
.

6
,

C的混精蛟鱼选出
,

供进一步选育用
。

最后
,

根据各组试验结果
,

提出进一步工作的意见
。

鳞鱼 ( io 州汤认潞 , 时“ 砂好子a) 是我国珠江流域南部的重要养殖鱼类
,

因其不能忍受

7a C 以下的低温
,

使这种鱼类在更广大的地区推广养殖存在困难
。

为此
,

我们 曾研究造成酸

鱼冷休克及其死亡的某些生化因素 〔 . 1 ,

探讨了提高热带或亚热带鱼类耐寒能力的可 能途

径川
,

并总结了用杂交育种方法改 良鱿鱼性状的可能性川和其他可能途径
。

本文报道采

用混精育种技术来探究增强绞鱼的耐低温能力 的试验经过和结果
。

试验的经过和方法

1 9 7 9 至 1 , 8 2年的 5一 6 月间
,

在广东省兴宁县鱼苗场合水分场对麟鱼进行混精酸授

精试验
,

并培育夏花鱼种
,

将各种混精试验培养的夏花鱼种于 6 月中运回武昌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关桥养殖试验场分别专塘培育
。

每年 11 月中全部出塘
,

检查成活率和生

长情况
,

选出 3一 4 寸的混精鳞和不混精的对照鳞运到水生生物研究所本部的室外水泥池

中分别驯养
,

并采用冬季自然降温的方法进行筛选
。

用最高最低温度计逐 日记录池中水

参加过部分工作的有
:
张景破

、

赵明蓟
、

冯祖强
、

刘肖芳
、

朱兰菲 (水生所 ) ; 靳光琴 (广西水产所 ) ;罗春龙 (兴

宁鱼苗场 )和卢三明 (华中农学院水产系八二级毕业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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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变化
,

每 日上午八时记录当日最低温度和试验鱼活动或存活的情况
。

1 9 7 9年 5 月所用的棍合精液
,

是取自内蒙古岱海的瓦氏雅罗鱼 (血。 么。 :

* 肠赫杯 )

精液 (已在 4
O

C条件下保存了半个月 ) 同等容积的新鲜鳞鱼精液混匀后立即给成熟鳞鱼卵

授精
,

取得混精鳞鱼苗 ,同时
,

将同一对峻鱼亲鱼的部分精卵进行人工授精
,

取得对照鳞鱼

苗
。

1 9 8。年 5 月
,

共取得四组混精鳞鱼和相应的对照酸鱼
。

它们分别是
: ( 1) 低温保存了

一段时间的瓦氏雅罗鱼精液 3 份同 1 份新鲜鳞鱼精液混合的混合精液给鳞鱼卵授精 , ( 2)

草鱼或兴国红鲤精液 3 份加生理盐水激活 5分钟后同 1 份新鲜鳞鱼精液混合
,

给成熟鳞

鱼卵授精 , ( 3) 兴国红鲤或荷包红鲤
、

链鱼和草鱼的精液各 1份先混合
,

再加生理盐水激活

5分钟
,

然后同 1 份新鲜鳞鱼精液混合
,

立即给簸鱼卵授精 , ( 4) 雅罗鱼精液 3份经 J C一 2型

超声震荡器处理 (在 o4 C条件下处理 3 次
,

每次 3 分钟 )同 1 份新鲜鳞鱼精液混合
,

给鳞鱼

卵授精
。

各组均同时取得对照鱿鱼
。

1 9 8 1 和 1 9 3 2 年春又一次重复了多种混精组 ( 即 1 98 。

年的第 3 组 )试验
。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验证这组棍精酸的结果是否稳定 ;同时也是为了

在冬季筛选获得较多 5
.

5
”

C低温的鳞鱼
,

供进一步选育用
。

试 验 结 果

1 9 7 9 年瓦氏雅罗鱼混精授精所得的混精蛟鱼
,

其耐寒能力比对照酸鱼有明显 提 高
。

从表 1 可看出
:

73
,

7拓的混精鳞鱼是在 6
.

宁 0 以下死亡的 ;而对照鳞鱼 在 7
,

aZ C 时 已死

亡 15 %
,

随后水温虽有回升
,

但仍有 60 拓的鱼相继在三 日内死亡
,

所剩下的在 7
O

C条件下

死完
。

再从表 1 的存活率栏 中可 以更明显地看到
,

当对照续鱼全部死亡时
,

混精蛟鱼还存

活 94
,

7%
,

随后经历 2 天 6
.

5
”

C低温后
,

仍存活着 73
.

7多 , 次日水温降到 6
.

r C
,

仍存活

3 7% ,最后
,

在 6o C低温下持续了两天才陆续死完
。 1 9 8 0 年第 1 组混精试验的雅罗鱼精液

用量比 1 9 7 9 年增加 3 倍
,

但所得混精鼓鱼的耐寒力提高的幅度基本上与 1 9了9 年的混精

表 1 1 57日年雅罗鱼混精鳞鱼与对照绞鱼耐寒力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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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 C条件下经二天
,

共死 1 8
.

4形
。

存活情况的对比是
:

当对照酸死完时 ,混精酸尚有 97
.

4%

存活
,

经二天 扩C低温后尚有 81
.

6%存活
,

至 5
.

S
O

C时尚存活 34
.

3环
,

此时尚存活的 13 尾

鱼
,

我们为了保种移入室内保温培育
。

1 9 81 和 1 9 8 2年重复多种混精鳞鱼种耐寒力试验
,

结果基本稳定
,

在 5
,

6
O

C时 的存活率达 30 终
。

尤其是在 1 9 8 2 对比试验中
,

12 月 5 日下午

起出现寒潮
,
6 日晨试验池水面结冰

,

池底温度计记录的最低水温为 4
.

so C
。

当时
,

对照鱿

鱼已全部死亡 ,两 口棍精鱼池中尚分别有 23 %和 22 % 的鱼处于冷休克状态
,

取回室内
,

升

温至 o7 C
,

短时内恢复常态
,

但不久又仰卧水底呈休克状态
,

并逐渐死完
。

可见多种混精

鳗也过不了 5℃低温这个关 口
。

1 9 8。 年第 4 组棍精酸的得苗率不高 , 养成的鱼种进行耐寒力对比试验的结果也和对

赚鳗鱼相似
,

没有明显的差别
。

讨 论 和 小 结

根据上述结果
,

我们认为混精授精法是可 以改善鳞鱼的耐低温能力的
,

但目前尚未取

得理想的结果
。

多种混精酸鱼的性腺肯定可 以成熟而且混精鳞的体形特征基本上和不混

精授精培育的峻鱼相同
。
目前我们正在对多种混精父本的有关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

以便

对混精的多种父本在改善鳞鱼耐寒力中所起的作用作进一步研究
,

为今后在分子水平上

进行遗传改良的研究
,

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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