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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研制的吉奥罗非鱼(新吉富罗非鱼♀ x 奥利亚罗非鱼õ )为试验对象，新近推广的新吉富罗非

鱼、以及养殖生产上普遍使用的奥尼罗非鱼(尼罗罗非鱼♀ x 奥利亚罗非鱼δ) 、尼罗罗非鱼、奥利亚罗非鱼

为对照，对吉奥罗非鱼的生长性能进行评估试验。主要结果: (1)绝对增重率(gld) :新吉富〉吉奥〉尼罗〉

奥尼〉奥利亚，吉奥比新吉富低 19.4% ，但比奥尼、尼罗、奥利亚分别高 60.3% 、 10.8% 、 112% ，除吉奥与尼罗

间差异不显著外(P >0. 05) ，同其它 3 种罗非鱼之间差异都极显著(P<O.Ol) o (2) 体重变异系数(%) :奥尼

〉尼罗〉吉奥〉新吉富〉奥利亚，其中，吉奥比奥尼、尼罗降低了 3 1. 1% 、 17.4% ，除吉奥和奥尼间差异极显

著外(P<O.Ol) ， 同其它 3 种罗非鱼差异均不显著(P > 0.05) 0 (3)成活率(%) :新吉富〉吉奥〉尼罗〉奥尼

〉奥利亚，其中，吉奥罗非鱼为 96.5% ，与新吉富 (96.7%)相当，但比奥尼、尼罗、奥利亚分别高 9.4% 、3.4% 、

20.6% ，除吉奥同新吉富差异不显著外(P>0.05) ， 同其它 3 种罗非鱼差异均极显著(P<O.Ol)o (4) 总之，

同奥尼罗非鱼相比，吉奥罗非鱼绝对增重率高 60.3% ，成活率高 9.4% ，体重变异系数低 27.5% ，是一种生长

性能优越的杂交罗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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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new crossbreed of tilapia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newly developed hybrid of NEW GIFf strain O. nilot比ω ♀ x O.αure山 δas testing group , O. niloticus and 

o. niloticus ♀ x O.αure山 ó cultured popularly , and their respective parents NEW GIFf strain O. niloticus , 

O. niloticus , O.αu陀山 as control group. Major results ( 1 ) Absolute growth rate (gI d): NEW GIFf > 

NEW GIFf ♀ x O.αureωδ> O. niloticω> O. niloticus ♀ x O.αureωó > O.αu陀时， NEW GI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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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o. αureus δwas 19.4% lower than NEW GIFT hut 60.3% ,10.8% , 112% higher than O. niloticus ♀× 

o. αureus δ ， 0. niloticus , O. niloticu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etween any one 

of the other three tilapias and NEW GIFT ♀ x O. aureus δ (P < 0.01) except O. niloticus and NEW GIFT 

♀ x O. ω陀山 õ ( P > 0.05). (2) CV ( % ) : NEW GIFT > NEW GIFT ♀ x O. αureus õ > O. niloticus 

> O. niloticus ♀ x O. ω陀us Õ > O. ω陀山， amoung them NEW GIFT ♀ x O. αureωδwas 31. 1 % , 

17.4% lower than O. niloticus ♀ x O. αureus Õ , 0. nilotic时，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etween 

any one of the other three tilapias and NEW GIFT ♀ x O. αu陀us Õ ( P > 0.05) except O. niloticus ♀× 

O. αureus õ and NEW GIFT ♀ x O. αureus δ (P < 0.01). (3) Surival rates( % ): NEW GIFT > NEW 

GIFT ♀ x O. αureus δ > O. niloticus > O. niloticus ♀ x O. αu陀us δ > O. αu陀us ， thereinto , NEW 

GIFT ♀ x O. αureus Õ is 96.5% almost as NEW GIFT ( 96.7%) hut 9.4% ,3.4% ,20.6% higher than 

O. niloticus ♀ x O. αureus õ ,0. niloticus , O. niloticus respectively , there wer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etween any one of three tilapias and NEW GIFT ♀ x O. αu陀us δ( P < 0.01) except NEW GIFT strain 

O. niloticusand NEW GIFT strain O. niloticus ♀ x O. αureωδ (P > 0.05). (4) In a word , compared with 

O. niloticus ♀ x O. αureus δ ， the new crosshreed showed a 60. 3 % higher ahsolute growth rate ( gI d) and 

9. 4 % higher surival rate , 27. 5 % lower variation coefficients. It indicates that the new crosshreed of NEW 

GIFT ♀ x O. αureus õ is a good variety in growth-performance. 

Key words: NEW GIFT strain O. niloticus ♀ x O. αure山 δ; growth performance; AGR; CV ; surival rates; 

evaluation 

新吉富罗非鱼是上海水产大学在 1994 年从菲律宾引进的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基础上选育而成的

新品种，其生长速度比引进的基础群体提高了 30% 以上，体高肉厚、遗传纯度高[1] 0 2006 年 5 月我们在

广东茂名伟业罗非鱼良种场利用新吉富罗非鱼为母本，奥利亚罗非鱼为父本，杂交生产出一种新型的杂

交鱼一吉奥罗非鱼。本研究以吉奥罗非鱼为试验对象，奥尼罗非鱼为主要对照对象，新吉富罗非鱼、尼

罗罗非鱼以及奥利亚罗非鱼为参考对照对象，进行生长性能的评估研究。本文报道生长性能方面的试

验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鱼

试验组:新吉富罗非鱼♀×奥利亚罗非鱼δ ，以下简称"吉奥"。

对照组: (1)尼罗罗非鱼♀×奥利亚罗非鱼 δ ，以下简称"奥尼"。来自广东省二家知名奥尼罗非

鱼苗种场。 (2) 新吉富罗非鱼，以下简称"新吉富"。来自上海水产大学南汇水产动物种质试验站。

(3) 尼罗罗非鱼，以下简称"尼罗"。来自广东省茂名市罗非鱼良种场。( 4) 奥利亚罗非鱼，以下简称

"奥利亚"。来自广东省茂名市罗非鱼良种场。

1. 2 试验鱼的制备、饲养和测定

2006 年 5 月 29 日，水泥池水温己稳定在 25 "c以上，以新吉富♀ 150 尾、奥利亚 õ 60 尾，放人繁殖

池，规格 350 -450 g( ♀) , 350 - 400 g (δ) 。经 3 个星期精心培养，于 6 月下旬，陆续见苗。得苗约

10 万尾，密度基本均匀地放人 5 个条件完全相同的苗种培育池(8.0 mx5.5 mx 1. 5 m) 培育。同时，取

相同数量的新吉富、尼罗、奥利亚的鱼苗在另外的水泥池中培育。奥尼是来自一家知名奥尼罗非鱼苗种

场生产的 6.5 朝(1 -2 cm) 商品苗，取回培育至开始试验规格。

7 月 21 日下旬开始做生长对比试验。将大小基本→致的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奥利亚 5 种鱼

苗分别剪左胸鳝、右腹鳝、右胸鳝、左腹鳝和不剪鳝做标记，称体重后转入实验池做同池生长对比实

验[2] 。水池面积(8.0 mx6.0 mx 1. 5 m) 。每池每种各 50 尾，共计 250 尾，同时设 4 个重复，初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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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试验用饲料(蛋白质含量 30%左右)由广东省茂名市罗非鱼良种场提供，颗粒大小因鱼种

规格而异。每日投喂 2 次(9:00 ， 15:00) ，日投饲量为鱼体总重量的 5% -10% 。每隔 2 -4 周测量鱼的

生长情况，体重精确到 0.1 g ，共测量 5 次，每次每种鱼全部称量，称量完毕后再放回原试验池继续饲养。

试验于 11 月 15 日结束，共计 112d。试验期间试验池水温为 28.45 -3 l. 33 "C, pH7.5 ，海氧 5.5 mglL 

左右，各试验池均保持流水。

1.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按下式计算生长率和体重变异系数[3]

特定增重率 SGR (%/d) ==[(InW2 -1nW, )/(t2 -t ,)] x100 

绝对增重率 AGR (gld) == (风 - W, )/(t2 -t,) 

式中 W， 、 W2 分别为时间 t ， 和 t2 时的体重。
体重变异系数 CV( %) ==标准差/均值 x 100 

成活率(%) ==收获尾数/放养尾数 x 100 

群体间 SGR 、AGR 的差异使用方差分析、Duncan 及 LSD 多重比较[4] 。

还采用离差分析[5] 对群体间的 AGR 进行比较分析。先计算所有群体的总平均值，然后将每个群体

平均值减去群体总平均值，得离差值，用各自的离差值对群体总平均值作离差分析图。

2 结果

2.1 生长速度

经过1l2d 的饲养，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体重达 102. 1 - 375. 8g o 吉奥、奥尼、新吉富、

尼罗和奥利亚的试验末重、绝对增重率、特定增重率见表 l 。由表 1 可以看出，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

和奥利亚的试验末重分别为 :255.8 g 、 16 l. 2 g 、 315.2 g 、23 l. 0 g 、 123. 1 g，即新吉富>吉奥>尼罗>奥

尼>奥利亚，经 ANOVA 方差分析表明:吉奥与新吉富、尼罗、奥尼、奥利亚 4 种罗非鱼间试验末重均存

在极显著差异(P<O.OI) 。经 LSD 法多重比较，除尼罗与吉奥差别不显著外(P >0.05) ，其余 3 种罗非

鱼与吉奥差别均为极显著水平(P<O.OI) 。

由表 I 可见，整个试验期间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的绝对增重率依次为 :2.24 gld 、

l. 40 gld 、2.78 gld 、2.02 gld 、l. 06 gld，即新吉富>吉奥>尼罗>奥尼>奥利亚，其中吉奥比新吉富低

19.4% ，比奥尼、尼罗、奥利亚分别高 60.3% 、 10.8% 、 112% ，经方差分析和 LSD 法多重比较，除尼罗与

吉奥间绝对增重率差别不显著外 (P > 0.05) ，其余 3 种罗非鱼与吉奥间绝对增重率均为极显著差异

(P<O.OI) 。整个试验期间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特定增重率的比较结果与绝对增重率的

比较结果相类似，除尼罗与吉奥间绝对增重率差别不显著外(P >0.05) ，其余 3 种罗非鱼与吉奥间绝对

增重率均为极显著差异(P<O.OI) ， 以上结果表明:吉奥鱼无论与其亲本还是与尼奥鱼相比，都表现出

显著的差异性。

表 1 5 种罗非鱼的生长性能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growth perfo口nance of five kinds of tilapias 

种类
初始规格 末重 变异系数 SGR AGR 成活率

( g) ( g) (% ) (%/d) (吕/d) (% ) 

吉奥 5.1 :t 0. 6 255.8 士 56.1' 21. 9 3.4" 2.24' 96.5' 

奥尼 4.9 士 0.7 16 1. 2 :t 51. 3 1> 31. 8 3. 13 1> 1.40b 88.2 1, 

新吉富 4.4 :t 0.6 315.2 :t 60. 6' 19.2 3.82" 2.78' 96.7" 

尼罗 4.9 :t 0. 7 23 1. 0 :t 61. 0' 26.4 3.44' 2.02" 93.3" 

奥利亚 4.9 :t 0. 6 123.1 :t 21. 0 <1 17.1 2.88 <1 1. 06 <1 80.0 <1 

注:同一列中，上标相同者表示差别不显著(P > 0.05) ，否则表示差别极显著(P<O.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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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期间，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 350 

…和……际由图12| →一新吉富
---吉奥

可以看出，整个饲养期间，吉奥的生长速度始终快于导 200 -Ir-尼罗
+一奥尼

奥尼、尼罗和奥利亚的生长速度且奥利亚的生长速旦出 ----奥利亚

度最慢;还可看出，在生长比较实验的前 15 d ，五种 50 

罗非鱼的生长速度差别不甚明显，饲养到 15 d 时，
。

。 15 36 60 82 112 

发现奥尼和奥利亚生长速度开始慢于吉奥，但 36 d 
天数 /d

后 5 种罗非鱼间生长速度的差别显著加大，顺序依 图 1 5 种罗非鱼的生长曲线

次为:新吉富>吉奥>尼罗>奥尼>奥利亚。 Fig. 1 Growth curve of five kinds of tilapias 

对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试验末的体重离差分析的结果如图 3 0 4 个试验池中吉奥的体

重均大于奥尼、尼罗和奥利亚的体重，但小于新吉富的体重，这也表明了吉奥的生长速度除了慢于新吉

富外，均快于奥尼、尼罗和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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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种罗非鱼不同时期生长比较 图 3 5 种罗非鱼试验末体重离差分析图

Fig. 3 Residuals of final body weight 

of five kinds of tilapias 

Fig. 2 Growth comparison of five kinds 

of tilapia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2.2 体重变异

生长比试验末，根据 5 种罗非鱼的平均体重和体重标准差计算得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

的体重变异系数分别为 :0.219 、 O. 318 、 0.192 、 0.265 、 O. 171 0 其中吉奥比奥尼、尼罗降低了 3 1. 1 %、

17.4% ，比新吉富、奥利亚升高了 14.1% 、28.1% ，可以看出吉奥的起水规格比奥尼、尼罗的规格更加整

齐。经方差分析和 LSD 法多重检验，除了奥尼和吉奥间体重变异系数差别均极显著(P<O.OI)外，其余

3 种罗非鱼与吉奥体重变异系数差别均不显著(P >0.05) 。

2.3 成活率

经方差分析检验和 LSD 法多重检验，发现鱼的种类对成活率有显著影响，各种罗非鱼成活率的差

异性及均值多重比较见表 1。由表 1 可知，5 种罗非鱼的成活率高低顺序依次为:新吉富>吉奥>尼罗

>奥尼>奥利亚。其中，吉奥罗非鱼为 96.5% ，与新吉富(96.7% )相当，但比奥尼、尼罗、奥利亚分别高

9.4% 、3.4% 、20.6% ，除了新吉富和吉奥成活率差异性不显著外(P >0.05) ，其余 3 种罗非鱼与吉奥间

成活率差异均极显著(P<O.OI) 。

3 讨论

3.1 吉奥罗非鱼生长性能评价

生长性能比较研究是开展良种选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鱼类生长试验过程中，要尽量克服

初始体重、环境因素，人为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一影响，许多研究者作了不同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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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6 -11] 。本实验所用鱼苗规格基本一致，放养量相同，试验期间，由同一人饲养，各池的水质情况也基

本一致，各池的技饵量严格控制一致，并以最高的储鱼量来确定投饵，各池试验鱼吃食良好，这就能把本

次试验的系统误差减低到最低水平;而且，每种罗非鱼都有 4 个重复。所以试验结果基本上能反应出

5 种鱼的生长情况。

112d 同池饲养结果表明: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和奥利亚的绝对增重率依次为 :2.24 gld 、

1. 40 gld 、2.78 gld 、2.02 gld 、1. 06 gld ，即新吉富>吉奥>尼罗>奥尼>奥利亚，其中吉奥比奥尼、尼

罗、奥利亚分别高 60.3% 、 10.8% 、 112% 。由此可以看出，以同一奥利亚为父本，不同尼罗罗非鱼为母

本产生的杂交鱼中，吉奥生长速度明显快于奥尼。由于本实验中吉奥罗非鱼所用的母本乃是经过 10 年

严格选育出的新吉富罗非鱼，新吉富鱼在生长速度上有着较大的优势[12-川。因此，从本实验可以看出，

吉奥杂交鱼继承了母本生长优势的性状，将亲本优良性状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后代的杂种优势[叫。

须指出的是，本试验是在面积 48 m2 ，水深1. 5m 的水泥池中进行的，故生长速度都较慢。

3.2 吉奥罗非鱼体重变异评价

理论上说，生长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群体内基因的同质性。体重变异系数对于鱼类主要反

映了某种鱼类群体生长规格的一致性程度，在遗传上则表明了该群体遗传变异程度的大小，即体重变异

系数大则表明该群体遗传变异较高，反之表明该群体遗传变异较低。在鱼类中普遍存在生长规格差别

较大的现象，而现代水产养殖业和加工业，不仅要求养殖品种生长较快，同时也要求养殖品种生长规格

尽量一致，这是养殖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本实验中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及奥利亚罗非鱼的

体重变异系数分别为 :0.219 、 O. 318 、 0.192 、 0.265 、 O. 171。其中吉奥比奥尼、尼罗降低了 27.5% 、

12.3% ，比新吉富、奥利亚升高了 14.1% 、28.1% ，一致表明吉奥规格比奥尼、尼罗的规格更加整齐。究

其原因，是由于新吉富是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吉奥罗非鱼遗传了它的优良性状，与其他罗非鱼同池饲

养时，由于吉奥罗非鱼吃食凶猛而导致了与其它罗非鱼体重上的差异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加大。

而实验中，奥利亚的变异系数最低，其原因可能，一是所用奥利亚本身是一种遗传纯度较好的品系，二是

整个实验中，奥利亚的生长最惶，体重最小，摄食能力最低，每次拉网导致最小最弱的鱼受伤致死，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奥利亚的体重变异系数最低。

3.3 吉奥罗非鱼成活率评价

本试验中，吉奥、奥尼、新吉富、尼罗、奥利亚的成活率分别为 96.5% 、 88.2% 、 96.7% 、 93.3% 、

80.0% ，即新吉富>吉奥>尼罗>奥尼>奥利亚。除了新吉富和吉奥成活率差异性不显著外

(P>0.05) ，其余 3 种罗非鱼与吉奥间成活率差异均极显著(P<O.OI) 。不同鱼之间的成活率的差异

可能是自身的体质不同造成的，在本实验中，奥利亚罗非鱼由于体表的结液少[ 17] 因此，每次拉网测量

时受伤最严重，导致死亡率最高。而吉奥罗非鱼的成活率比奥尼、尼罗、奥利亚 3 种鱼要高，主要是由于

所用新吉富罗非鱼是经过多年强化选育出的优良品种。

综上所述，吉奥罗非鱼从生长速度、体重变异系数、成活率等方面都表现出优良的性状。同奥尼罗

非鱼相比，吉奥罗非鱼绝对增重率高 60.3% ，体重变异系数低 27.5% ，成活率高 9.4% ，是一种生长性

能优越的杂交罗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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