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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对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进行混合选择所产生的 F6 代的生长速度和尾鳍条纹的研究结果。在

青岛和蚌埠两个试验站，同 F5 相比，F6 的平均日增重率分别提高了 2.5%和 8.5%，体重变异系数分别降低了

14.3%和 11.0%；同对照组相比，F6 的平均日增重率提高了 29.5%，体重变异系数降低了 16. 4%。同时，在青

岛和蚌埠两个试验站，F6 尾鳍条纹清晰与整齐的比例从对照组的 17.6%分别提高到了 28. 8% 和 38. 9%。以

上表明，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经六代选择仍保持一定的选择效应。另外，对一些影响选育效果评价的因子作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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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owth rat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sixth generation（F6）of GIFT strain of Oreochromis
niloticus through mass seleCtion were evaluated at Qingdao and Bengbu stations . Compared with F5，the daily growth
rate of F6 at Qingdao and Bengbu station was improved 2 .5% and 8.5%，whil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body weight
was reduCed 14 . 3% and 11 . 0%，respeCtively . The daily growth rate of F6 was improved 29 . 5% over that of
Control line and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body weight was reduCed 16 .4% . Meantime，the perCentage of fish with
obviously vertiCal strips on Caudal fin of seleCted group F6 and F5 was greatly inCreased over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se showed that some seleCtion response was still obtained in F6，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aluation of seleCtion



response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Oreochromis niloticus；GIFT strain；mass seleCtion；growth rate；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我国罗非鱼养殖产量居世界首位，目前主要依靠引进的国外品种［1，2］。从 1996 年起，上海水产大学

以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为基础群体，在青岛、广州、蚌埠三个选育基地进行逐年系统选育，以期培养出一

个生长快速、外形特征优化的新品系。据李思发等［3］和 Li 等［4］对尼罗罗非鱼 F3 和 F5 代的选育效果的

初步报道，选育系生长速度有明显提高，形态特征更加符合尼罗罗非鱼标准，并有较大纯化。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报道 2002 年产生的 F6 的生长速度和尾鳍条纹的选育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F6：来自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选育 F5 自繁子代的随机群体。

F5：来自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选育 F4 自繁子代的随机群体。

对照组：为 1996 年与选育群体的同一批亲鱼的随机群体，第 6 年产生的后代。

1.2 试验地点

设在国家级青岛罗非鱼良种场和安徽省蚌埠水产研究所。青岛试验池为圆形温流水循环池

（60m3），饵料为该场自加工的蛋白质含量为 30%的配合饲料。蚌埠试验池为长方形水泥池（10m2），使

用江苏常熟泉兴营养添加剂有限公司生产的常兴牌罗非鱼系列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为 40%。

1.3 研究方法

1 .3 .1 选育试验

采用的选育方法为群体混合选择法。5 月初，对选留亲鱼进行集中产前强化培育。6 月中旬按雌雄

比例为 3 ：1 配组。7 月出现第一次出苗后，每天用特制的小型网具收集鱼苗，每 2 ~ 3 天内孵出的鱼苗为

一组。不同组分开饲养，以减少产卵先后对选育的负面影响。选育技术路线参见文献［3］的方法。

1 .3 .2 生长速度比较

将同日收集的 F6、F5 和对照组的鱼苗，分别放养于条件相同的水泥池中培育。20d 后鱼苗体长达

3Cm 左右，随机取样，分别剪胸鳍或腹鳍鳍条作为标志，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同池混养，设 4 个重复。

青岛每池中放养 F6、F5 及对照组各 300 尾。蚌埠每池放养 F6、F5 各 75 尾。每月定期称量体重，试验共 5
个月，即达到性成熟时结束。计算绝对增重率和体重的变异系数。同时，观察尾鳍条纹变化情况。

2 结果

2.1 生长性能

青岛和蚌埠两场的 F6、F5、对照组的生长比较结果列于表 1、表 2。同一试验群体中，雄性日增重率

显著高于雌性。

在青岛试验点，F6 群体日增重率（1 .44 g / d）比 F5（1 . 41 g / d）提高了 2 . 5%，比对照组（1 . 11g / d）提高

了 29 .5%；F6 的体重变异系数比选育 F5 降低了 14 . 3%，比对照组降低了 16 . 4%。在蚌埠试验点，F6 群

体日增重率（0 .9 1g / d）比 F5（0 .84 g / d）提高了 8 . 5%，体重的变异系数比 F5 降低了 11 . 0%。这表明，经

过 6 代选育，不仅生长速度有进一步提高，生长规格也更趋整齐。

选育群体雌、雄性别表现有不同选择效应。在青岛，F6 雄鱼群体日增重率比对照组雄鱼高31 .4%，

雌鱼比对照组雌鱼高 18 . 4%；F6 雄鱼的体重变异系数比对照组雄鱼低 24 . 1%，雌鱼比对照组雌鱼低

31 .7%。雄鱼在体重方面的选择效应较雌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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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岛试验点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 F#、F5 与对照组生长速度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growth among selected group F#，selected group F5 and control group of GIFT strain

of ! " ni%o’icus at Qingdao station
F6 F5 对照组 F6 F5 对照组 F6 F5 对照组

♂ ♂ ♂ ♀ ♀ ♀ ♂ +♀ ♂ +♀ ♂ +♀
初始体重（g） 0.72 0 .77 0 .76 0 .72 0 .77 0 .76 0 .72 0 .77 0 .76
试验末测量尾数（尾） 188 198 176 112 102 132 300 300 300
试验末体重（g）

（平均值 士 标准差）
231.1 士
52.7

217 .8 士
64.3

176 .0 士
51.8

168 .0 士
33.1

178 .3 士
51.1

142 .1 士
40.9

209 .7 士
55 .5

204 .6 士
63.2

162 .1 士
50 .8

绝对增重率（g / d） 1.59 1 .50 1 .21 1 .15 1 .22 0 . 98 1 .44 1 .41 1 .11
F6 / F5（%） 106.1 94 .28 102 .5
F6 /对照组（%） 131.4 118 .4 129 .5
体重变异系数（%） 22 .81 29 .54 30 .05 19 .68 28 .64 28 .82 26 .87 31 .33 32 .13
F6 / F5（%） 77.2 68 .2 85 .7
F6 /对照组（%） 75.9 68 .3 83 .6

注：试验天数为 145 d。

表 2 蚌埠试验点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 F# 与 F5 生长速度的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growth between selected group F# and selected group F5
of GIFT strain of ! " ni%o’icus at ?engbu station

F6 F5 F6 F5 F6 F5
♂ ♂ ♀ ♀ ♂ +♀ ♂ +♀

初始体重（g） 0.94 0 .95 0 .94 0 .95 0 .94 0 .95
试验末测量尾数（尾） 205 147 70 72 275 219
试验末体重（平均值 士 标准差，g） 141.2 士 33.2 113 .9 士 34.6 95 .90 士 23.8 90 .70 士 26.6 129 .1 士 36.9 119 .1 士 38.2
绝对增重率（g / d） 1.00 0 .80 0 .67 0 .64 0 .91 0 .84
F6 / F5（%） 124.2 105 .8 108 .5
体重变异系数（%） 23.52 30 .34 24 .83 29 .28 28 .54 32 .07
F6 / F5（%） 77.5 84 .8 89 .0

注：试验天数为 142 d。

2.2 尾鳍条纹

表 3 尾鳍条纹垂直清晰在 F#、F5 及对照组中的比例

Tab.3 Percentage of fishes with obviously vertical strips
on caudal fin of selected group F#，F5 and control group

F6 F5 对照组

青岛 28.76%（260） 24.78%（260） 17.56%（260）

蚌埠 38.90%（275） 24.66%（219）

注：括号内为测定样本大小。

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的代表性尾鳍条纹应是

清晰而垂直，但也往往出现条纹分支、交叉、折向

以及呈非连续线等情况。本选育把清晰、垂直、平

行的尾鳍条纹作为一个选择指标。在青岛场，F6、
F5 及对照组尾鳍条纹清晰且全部垂直的比例分

别为 28 . 8%、24 . 8% 及 17 . 6%；在蚌埠场，F6、F5
尾鳍条纹清晰垂直的比例分别为 38 .9%、24 .7%，

选育群体尾鳍条纹清晰且全部垂直的比例显著高

于对照群体（表 3）。表明累代选育可使尾鳍条纹清晰垂直比例逐步提高。

3 讨论

据 INGA［5］估计，罗非鱼的选择效应为 17%，具有较大的选择育种潜力。前人许多对尼罗罗非鱼进

行系统选育的结果均不理想［6 - 9］，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品系均为引进种，奠基群体太小，近亲交配或遗

传漂变导致亲本遗传异质性较低，致使选育效果不佳。

1994 年引进我国的吉富尼罗罗非鱼群体数量大，为 5000 尾，有效克服了引种群体过小而造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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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10］。在本次试验中，青岛和蚌埠选育 F6 的平均日增重率比选育 F5 的生长速度有所提高，分别快

2 .5%和 8 .5%，选育 F6 的平均日增重率比对照组快 29 . 5%。青岛和蚌埠选育 F6 体重变异系数比选育

F5 减少 14 .3%和 11 .0%，选育 F6 比对照组减少 16 .4%。同时，选育群体的尾鳍条纹清晰整齐比例显著

高于对照组。这些结果表明，经连续六代选育，产生了较明显的选择效果。

理论上，在选择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选育世代的累加，选择效应逐渐减小［11］。然而，与

F3［3］和 F5［4］的选育效果相比较，本试验中选育 F6 却表现了更高的选择效应。这种“偏高”效应可能来源

于：（1）试验中对照群体为 6 龄亲鱼群体的繁殖子代，高龄亲鱼繁殖子代的生长速度可能有所减慢［11］，

从而直接影响了选育效应的评价；（2）虽然标记同池混养法可以减少不同生长环境对实验结果的误差，

但由于养殖尼罗罗非鱼具有抢食性行为，加上本试验中同时与两组选育群体混养，弱势的对照群体在摄

食竞争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群体间竞争对其生长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11，12］，导致对选择效应评价偏

高的误差。

本试验中蚌埠选育 F6 的平均日增重率比选育 F5 快 8 . 5%，仍明显“高于”青岛试验点（2 . 5%）的结

果。据试验最后统计，蚌埠选育 F6 群体中雄 ：雌比例为 3 ： 1，选育 F5 群体中雄 ：雌比例为 2 ： 1，两者相差

较大；而青岛各试验群体雌雄比例相近。众所周知，尼罗罗非鱼雄鱼生长速度显著地快于雌鱼，试验群

体中雌雄性别比例的不同将会影响群体重量。因而，除了可能包含遗传因子 - 环境因子的互作影响

外［3］，蚌埠选育 F6 雄性比例大于 F5 可能是造成蚌埠试验鱼平均日增重率高于青岛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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