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4些第4期

2∞2年12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应S UNIVERSITY 

文章编号: 1ω4 -7271(2∞2)04 - 0305 - 05 

Vol.ll， No.4 

Dec.，2002 

丑角筋与团头锄正反杂交矶的遗传性状

杨怀字，李思发，部带明

(上海水产大学农业部水产种质资撒-3养殖生态重点开放实瞌絮，上海 2棚)9())

摘 要:采用廉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3种数理统计方措，对回头勤、三角前及其Æ反杂交F1的比例

性状和框架参数进行分析，探讨了亲本形态性状在于代中的遗传传递情况。结果表明:(1)正反交F1形态都

表现出较多的母性遗传特征，但三角勘母本对杂交F1遗传特征的影响强于回头勤母本。(2)躯干部特征、头

尾轴特征及背棘等为区分团头筋、三角蜘及其正反杂交矶的1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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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00 inheritaoce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from 
Megalobrama amblycephahz， Megalobrama terminalis 

to their reciprocal hybrids ( 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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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eristic traits and truss network character冒 of Megalobr.α刷刷blycephala • 

Meglαlobranωterminalis and their reciprocal hybrids were studied by th附multivariate analysis (clustering analysis，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 genetic transfer of morphology traits from parents 

to their hybrids was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morphological traits in reciprocal hybrids were more 

traced through the female ancester. The inheritance from M. terminalis to hybrids was stronger than that from M. 
αmhlycephαla. (2) The character宵。f llI8in p8rt of body， head-tail axis I sand hard spine of dorslll fin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discriminate Meg，αlobramaαmhlycep加切， Megalobrama terminalis and their reciprocal hybrids. 

Key wo时s: Megalobrama amhlycep加lα; Meglαlobrama terminalis; hybrid; morphology; inheritance 

种间杂交是增加生物变异性的重要手段。通过杂交，遗传物质可以从一个群体传递到另一个群体。
倪亲本形态特征在其杂交届代的传递相当复杂[1 -4]只有对�本和杂种作深入系统的比较，才能全面了
解来本和子代的遗传传递关系。回头前( Megalobrama amhlJ叩阳加)、三角前( Megalobrama terminalis )的形
态差异巳有人作过细敌的研究[5剧，但有关父、母本对正反艇交子代遗传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实验以传统形态学可量性状和框架参数相结合，采用聚类分析、判别分析、i:成分分析3种多元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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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详细比较了 回头筋、三角勘及其正反杂交种的形态性状的遗传差异，进而探讨了杂交子一代与

其 亲本的亲缘关系和判别依据，为敛类杂交育种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三角锄，30尾: 回头筒，29尾:正交FJ，为回头锄♀×三角铺t ，30尾;反交矶，为主角勘♀×回头勘

t ，30尾。以上4种鱼的样本均取自上海水产大学南汇种质资源实验站。

1.2 数据测量和处理

共测量了11 9尾鱼的33∞个数据。数据分为

传统形态学可最数据和框架数据。传统可量数据(9

项)包括:全长、体长、体商、头长、吻长、眼径、 眼间
2

距、尾柄长、犀柄商和背棘长。框架数据共20顷，测

最定位点的选择主要参照文献[7J的方法(图1)。

传统可量数据分析中，9项传统可量数据转换

为比例性状参数，即金长/体长、体长/体商、体长/头

长、头长/吻长、头伏/眼径、体长/尾柄长、尾柄长/尾

柄南以及背棘长/体长[7]。
阁l 框架测量图

Fig. 1 Drawing of me创uring truss network 
综合分析时，9个传统可最数据与 20个框架数

据都转换为以全长为基数的校正参数。
注:11个定位点之间的距离为M个板娘参数。例如，5-8表

示定位点5与8之间的距离。定位点:

所有参数用SYSTAT软件处理剧。

2 结果

2.1 比例性状参数

1、下锁骨簸后端; 3.腹鳝起点; 5.臀鳝起点; 7.幅$鳝末

端; 9.尾蜻腹部起点;2.吻前端;

4.额部有自降部最前缘;6.背鳝艇点;8.背鳞鳞棘部*端i

10.背鳝来端;12.庵'曾背部起点。

9个比例性状中，正反杂交矶的全长/体长均受父本的强烈影响;体长/体商则受母本的强烈影响;

头长/眼径、体长/尾柄长、尾柄长/尾柄离和背棘长/体长等4个性状的值介于父母本的值之间。 正反杂

交FI的体长/头长、头长/吻长和头长/眼间距 3 个性状的值在父母本平均值的班阁之外，说明这3个性

状相对于亲本有一定的变异O

对 9个比例性状参数，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如图2所示。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五角助与反交FJ

先襄樊，再与正交F，相骤。表明三角勘对杂交F，的比例性状影响较大，而回头前在杂交F，的形态特征

的影响较小。
亵1 阳头锄、丑角筋及杂交黯代传统比例性收

Tab.l Tradi伽lnal meristic parameters of Megalobramtl amblycep阳/Q.. M. terminalis and FJ of thelr bybrids 

团头锄 :三角筋 正交FI 反交FI

会长/体{<: 1.211土0.019 1.253:1: 0.010 1.261 :1:0.074 1.225:1: 0.016 

体{<:/{本高 2.110土0.047 2.401 :1:0.045 2.231 :1:0.098 2.449土0.033

体长/头长 4.610土0.112 4.602土0.198 4.583士0.165 4.239:1:0.116 

头长/吻{<: 3.992士0.172 3.206:1: 0.224 2.921 :1:0.184 2.976:1:0.126 

头长IBI!径 3.630士0.119 2.780士0.162 3.091士0.208 3.073:1: 0咽126

头长IU!l阅览 2.120:1:0.088 2.042士0.112 1.895士0.078 1.953士。，旷72

体{<:I尾柄长 10.442士0.654 8.ω5:1:0.382 10.107士0.651 9.238士0.504

F这柄*1'每柄高 0.752韭0.042 1.创孤立0.054 0.774:1: 0.042 0.898:1:0.043 

1.673:1: O.例4 2.167 t 0.122 1.861士O.侃5 2.099:1:0.079 

必均值:1:95%鳖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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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个 比例性状参数进行判别分析。对回头筋

的判别准确率为 93.19品，有2个样本误判为iE交

F\;对三角铀的判别准确率为73.3%，5个样本误判

为iE交叭，3个 样 本误判为反交FJ;对正交FJ判别J

准确率为73.39岛，2样本误判为团头前，2样本误判

为三角筋，4样本误判为反交Fd对反交FJ判别准

确率为93.3%，2样本误判为三角销。 判别分析结

果显示，在正反交FJ中，其形态也多表现出三角筋

的特征，这与廉类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119个样本

的分布如罔30

2.2 校正参数的综合分析

豆角勤

反变

应变

剧头tJi

O. 7 0.8 .0.9 1. 0 1.1 1. 2 1: 3 

阁2 .::.角肺、回头勤及其杂交F.传统比例性状的
廉类分析(最小距离法)

Fig . 2 Cluster dendrogram on traditional meristic阴阳neter of 
M. ωnblycepha旬. M. termiMlis and 
F. of their hybrids( Single Li鸣kage)

如困4所示:4个群体分为2类，即团头助与正交F\ ! 

为一类， 三角嗣反交刊另一类。综合分析得到 a j
的结果表明，正角前和团头勘亲本在杂交FJ中均表悻 1
现出一定的母性放应，这与前面仅靠比例参数得到 1 
的结果稍有不同(只有三角前表现出母性效脱)0 � t 

其次，用以上29个参数进行判别分析，4群体 币

的判别准确率高达1∞%，无一误判。清楚地显示
阁3 团头前、立角制及其杂交F.传统比例性状

各群体之间的形态学差异(图5)。
的判别分析

再次，用这29个参数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显Fig . 3 Discriminant analysis on traditional meristic parsmeter of 
示，因于1的贡献率比较高， 为33.99%，它主要由框 M. amblycephala. M. termioolis 

and their hybrids (F.) 

通过聚类分析、吏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3种统

计方法，比较分析三角酷和团头勤亲本对正反交F，

体撒特征的影响力o

首先，对29个校正参数进行聚类分析， 聚类树

'0 

-õ" 

·团头筋
副主角tJi

Q 
• iE变F.
·再交L

咱4 -2 。 2 4 6 

柑tiE根l

架参数的4 -1 ，3由5、7四9，9- lQ、4-6、6蛐8，8响9、

4甲3、4-5、6由3、6由5、6四7，8斗和8-7 这13个参数决定;因子2累计贡献率为15%，主要由背棘长

等性状 决定;因子3累计贡献率却8%，主要由体长和头长决定。

三角筋

晨3t: Fj 

团头'自

正变F.

40 ω m l∞ 

因4 团头筋、二三角勘及其杂交F.校正
参数襄樊分析(最小距离法)

Fig .4 Cluster analysis of adjusted parameter of 
M. amb钞cephala. M. termiMl�冒and
F. of their hybrids( Single Ling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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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5 团头偷、 角勘及其杂交F.校正参数的判别分析
Fig . 5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adjusted parsmeter of 

M. amblycephala. M. termioolis and 
F. of their hyb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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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于1 中，特征向最绝对值较大的各性状主要是集中在躯干部 的各性状，反映了躯干的体型特
征。因子2反映了体表的一些差别，例如背棘长等。因子3显示了组体在长轴上的一些特征，如体长及
头仅等。

3 讨论

形态学特征受到遗传因子和环境因子的共同影响[例。但从比例参数来看，全长/体长、体长/体商、

尾柄长/尾柄商及背棘长/体长 4个因子的95%置信限较小， 显示群体内这些比例性状的差异较小，也

表明它们受环境因子的影响较小。而在主成分分析(所有性状以全长校正)中，背棘伏与体长分别为因

子2和因子3的决定性状。所以背棘长是可以眩分 4个群体的标准性状。
亲本对后代基因的传递情况一直是研究重点，多数研究表明，母本对后代基因有较大的影响力，或

者说杂种后代的性状一般偏向于母本。这在前人对荷包红鲤♀×元江脚、鳞♀x蝙f、链♀×制f

杂交后代的形态学研究结果中巳有证明["，ll];松井佳一报道镜鲤和日本鲤杂交矶的多数性状也系母

性遗 传[叫。然而， 杂 交 种 形 态数 最 性 状变化又具 有 复 杂 性，小林宏进 行 的泥锹 ( Mis，阴阳削

αnguillicandα叫， 北方条锹(Barbatula toni oreas) ， 和姐体北锹(úfoo nikkonis) 3个种间杂交，其杂种FI
幼鱼的形态学性状却受父本影响[叫:松岛扇大等进行的鲤鱼和间内僻的杂种分为鲤鱼型、卿鱼盟和中

间型3种形态类型[叫。除此之外，夏德金等应用RAPD技术发现正交子代(尼罗罗非鱼♀×奥利亚罗

非鱼t )在遗传关系上介于�亲之间，不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而反交子代(奥利亚罗非鱼♀×尼罗罗非

鱼t )却与母本奥利亚罗非鱼极其相似[15]O楼允东与张克俭对南邮杂交娜的研究发现，杂交种主要形

态性状偏向母本，而其它性状有的(空壳熏)介于双亲之间，有的(如EST酶谱)与双亲有较大差异[16J。

本研究综合传统可最参数和框架参数进行的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三角前和
团头僻的正反杂交种中存在…定的母性效应。但这一效应在各种性状中表现出复杂性，有的性状并不
遵循这一规律，一些比例性状参数和校正参数均出现偏离双亲现象。综上所述，多数试验的解释是亲本

所拥有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对后代的表现有决定作用，即亲本基因在后代的传递决定于两个亲本的基因
以及来本间基囚的互作。例如，杂种优势解释为来本基因的互作(通常有三种假说:显性、租显性和有害
与不利基因的代偿)[I7J ;遗传羔异较大的亲本往往能产生具有超亲优势的杂交后代(I8J。不过，在自然

选择和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下，传递还受到环境的影响。不问亲本的基因在后代基因阵中所占比例不

同，因而，双亲对后代群体的 遗传贯献是不均等的[19J。总之，在鱼类形态上，亲本3基因在杂交后代中的

传递受到诸多 因素的作用，情况相当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比例性状参数和框架参数，综合地使用比单独地使用能提高形态分类的判别能力，这一点在本实

验中也得到了证明。研究发现，对鱼类形态有重要影响的躯干部数据，在比例性状中没有反映出来;而
仅仅依靠比例性状参数进行判别分析时，4群体的平均判别准确率只有83.19%，而综合判别时，准确率
可达l∞%0

团头助和二三角勘为前属的2种重要经济鱼类，依据形态、问工酶和RAPD研究结果，二者有较近的

亲缘关系闷，人工杂交也不困难。本实验对团头前、三角勘及其正反艇交FI i主4群体进行判别分析的
准确事问达1∞%，为这2种重要经济鱼类的杂交利用提供了一种监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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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文章摘要

南海北部陆架区海域修科鱼类的组成和分布

陈国宝，李永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州 51ωω) 

摘 要:1997年12月至1师9年6月对南海北部陆架阪海域进行了l周年底拖网撞业资晦调查。 调班分春(4

币6月)、厦门-9月)、秋(10-12月)、冬(12币2月)4个季节，每个季节都进行全海域的大丽积足点调查，共来

在修科鱼类31种，分别隶属于11属。 分析了植技种类组成和渔获率在不同区城、不同季节、不同水深以及昼

夜变化等。 结果表明，北部湾海区的槐挟惑最高，粤东海区最低，并由西往东盟逐渐递减的趋势j)C冬季螃科

鱼类的撒获率较高，而春、秋季较低;榄挟率抽水深梯庶的变化为1∞m以油海城抽水裸的增加而增加，1∞m

以深海城随水探的增加而下降，以80阳l∞m海域的油获率相对较高;午夜的撒在率最低，14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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