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674－5566（2010）05－0612－03

两水系三角帆蚌亲本及杂交、自交组钩介
幼虫形态性状比较

收稿日期：2010-01-06
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ＨＹ09036473）；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6－115028）
作者简介：闻海波 （1980－）�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淡水贝类种质资源保护及利用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ｈｂ＠ｆｆｒｃ．ｃｎ

闻海波
1�顾若波1�华　丹2�徐钢春1�徐　跑1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农业部淡水鱼类遗传育种与养殖生物学
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081；

2．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美国 弗吉尼亚　24061）

摘　要：对采集于长江和淮河水系的三角帆蚌亲本及正反交、自交组的钩介幼虫形态性状进行了测量和比
较。结果显示：两个水系的三角帆蚌亲本形态差异显著。太湖三角帆蚌亲本群体较洪泽湖群体的壳顶位置偏
向贝壳前端�壳高与壳长、壳宽与壳长的比值均极显著低于洪泽湖群体 （Ｐ＜0．01）。综合分析表明太湖三角
帆蚌的壳型为长扁型�而洪泽湖三角帆蚌为圆润型。反交组 （Ｈ0Ｔ）成熟钩介幼虫指数为 （0．0667±
0．0059）�极显著高于正交组 （Ｔ0Ｈ）和两个自交组 （Ｐ＜0．01）�其杂交优势率为2．54％。以太湖三角帆蚌为
母本的幼虫壳长与壳高的比值为 （0．8284±0．0294）�极显著低于以洪泽湖群体为母本的比值 （0．8482±
0．0345）�而同一母本不同父本之间的钩介幼虫无显著差异 （Ｐ＝0．286�Ｐ＝0．106）�该性状表现为明显的母
性遗传�这与已有的贝类杂交研究结论相似。而各组幼虫的寄生成活率、稚贝生长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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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帆蚌是我国目前重要的优质淡水育珠

蚌品种之一�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江、淮河等水
系。李家乐等从形态学 ［1］、分子生物学 ［2－4］等方
面对我国五大湖的三角帆蚌遗传背景进行分析�
结果均表明：隶属于长江水系的太湖群体与隶属
于淮河水系的洪泽湖群体间的遗传变异程度最

高�亲缘关系最远�这再次证明了不同水系之间
三角帆蚌群体遗传距离要大于同一水系的不同

群体的结论。理论上同种的不同群体�基因频率
差别越大�遗传距离越远�杂交产生遗传变异及
杂交优势的机率越大 ［5］。本文利用采自长江和
淮河水系的两个三角帆蚌群体进行杂交配组�先
期对亲本及后代钩介幼虫的形态性状进行了测

量和比较�为寻找配合力较高的杂交组合和三角
帆蚌的良种选育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亲本采集及杂交实验

2007年3月分别从淮河水系 （江苏洪泽湖 ）、
长江水系 （无锡太湖 ）采集野生三角帆蚌亲本各
200余只。通过外鳃鳃丝间隔宽度鉴别雌雄�分
别配组形成正交组Ｔ0Ｈ（太湖♀×洪泽湖♂ ）、反
交组 Ｈ0Ｔ（洪泽湖♀ ×太湖♂ ）及两个自交组
（Ｔ0Ｔ、Ｈ0Ｈ）�分别用网袋吊养于淡水渔业研究中
心实验池塘中进行亲本培育。5月至6月检查孕
育雌蚌�采集各组成熟钩介幼虫用于形态测量。

1．2　形态测量
按常规方法测量三角帆蚌亲本湿重 （0．1ｇ）�

游标卡尺测量三角帆蚌亲本的壳长 （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Ｌｓ）、壳高 （ｓｈｅｌｌｈｅｉｇｈｔ�Ｈｓ）、壳宽 （ｓｈｅｌｌｗｉｄｔｈ�
Ｗｓ）、壳顶在前后端长轴上位置 （0．02ｃｍ）；在显
微镜下目测微尺测量钩介幼虫的壳长、壳高及绞
合线长度。
1．3　数据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11．0分析形态学数据�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方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钩介幼
虫指数如下式：

Ｉ＝Ｌｓ×Ｈｓ （1）
式中：Ｉ为钩介幼虫指数；Ｌｓ为壳长；Ｈｓ为壳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水系亲本形态性状比较

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三角帆蚌亲本形态测

量见表1。就壳顶位置而言�太湖三角帆蚌壳顶
位于前端 （0．141±0．021）处�比洪泽湖群体
（0．172±0．022）显著偏向于前端位置 （Ｐ＜
0．01）。洪泽湖三角帆蚌的壳高、壳宽与壳长之
比极显著高于太湖群体 （Ｐ＜0．01）。因此�太湖
三角帆蚌亲本群体较洪泽湖群体的外形具有明

显的特征：壳顶偏前端�壳型为长扁型。

表1　两水系三角帆蚌亲本的形态性状比较
Ｔａｂ．1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ｆｒｏｍｔｗｏｄｉｆ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亲本来源 样本数 体重 （ｇ） 壳长 （ｃｍ） 壳顶位置 壳高／壳长 壳宽／壳长
洪泽湖 209 322．8±104．9 17．0±1．7 0．172±0．022ａ 0．486±0．028ａ 0．211±0．015ａ
太湖 213 485．5±178．5 19．1±2．3 0．141±0．021ｂ 0．469±0．027ｂ 0．200±0．017ｂ

注：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0．05）�表2同此。

2．2　杂交、自交组钩介幼虫形态性状差异
两水系的三角帆蚌杂交、自交组钩介幼虫形

态测量见表2。杂交组 （Ｔ0Ｈ、Ｈ0Ｔ）幼虫的壳高
显著高于洪泽湖自交组 （Ｈ0Ｈ）�而与太湖自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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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0Ｔ）无显著差异；反交组的幼虫指数显著高于
其他3组�具有明显的杂交优势 （Ｈ＝2．54％ ）；
壳长比壳高则表现为明显的母性遗传�以太湖群
体为母本的钩介幼虫壳长比壳高比值为 （0．8284

±0．0294）�显著低于以洪泽湖为母本的比值
（0．8482±0．0345）�而同一母本之间无显著差
异 （Ｐ＝0．286�Ｐ＝0．106）�不同父本来源影响较
小。

表2　两水系的三角帆蚌杂交、自交组钩介幼虫形态指标测量
Ｔａｂ．2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ａｉ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ｈｒｙｂｉｒｄｏｆ

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ｆｒｏｍ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组别 样本数 壳高 壳长 绞合部 钩介幼虫指数 壳长比壳高

Ｔ0Ｈ 90 281．3±7．9ａ 232．2±7．0ａ 161．5±12．0ａ 0．0653±0．0029ａ 0．8261±0．0311ａ
Ｔ0Ｔ 60 279．7±10．1ａｂ 232．5±7．4ａ 166．2±7．9ｂ 0．0651±0．0039ａ 0．8318±0．0266ａ
Ｈ0Ｔ 90 280．9±13．8ａ 237．2±11．1ｂ 162．0±9．3ａ 0．0667±0．0059ｂ 0．8450±0．0320ｂ
Ｈ0Ｈ 46 275．8±11．0ｂ 235．5±11．2ａｂ 158．3±7．2ａｃ 0．0650±0．0048ａ 0．8544±0．0387ｂ

3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属于长江水系的太湖三角

帆蚌地理群体与属于淮河水系的洪泽湖三角帆

蚌群体外形存在显著区别�这与钱荣华等 ［1］利用
三种多元分析方法对我国五大湖的三角帆蚌形

态分析结果相同�但更直观地显示出两水系三角
帆蚌的形态差异。壳顶在壳前后端的位置是双
壳形态学分类的重要指标之一�一般用于种以上
的分类阶元�而用于种内不同地理群体内的区别
未见报道。本文选用壳顶位置的形态指标�在两
水系三角帆蚌群体间找到显著区别�为开展三角
帆蚌种内形态鉴别和杂交育种提供了基础数据。

两个水系三角帆蚌杂交和自交组的平均幼

虫指数在0．065～0．0667之间�与王宏等 ［6］报道
三角帆蚌钩介幼虫的幼虫指数在0．06左右结果
类似。已有研究证明：不同地理分布的同一种钩
介幼虫�其大小可能存在差异�反交组三角帆蚌
幼虫指数显著高于正交组和两个自交组�具有明
显的杂交优势。董志国等 ［7］比较了同属长江水
系的3个优异三角帆蚌群体自交和杂交后代的
生长�发现杂交后代的生长优势不明显；王爱民
等 ［8］在3个野生马氏珠母贝群体杂交实验中也
未获得明显杂交优势。本实验的两个不同水系
三角帆蚌反交组后代的寄生变态成活率及稚贝

生长等是否具有同样优势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Ｐｅｋｋａｒｉｎｅｎ［9］和 Ｈｏｇｇａｒｔｈ等 ［10］认为钩

介幼虫壳长与壳高比值在属中比较稳定�对于不
同区域的同一种类�即使钩介幼虫指数存在明显
差别�但其壳长与壳高的关系保持一致。本文结
果与该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以太湖为母本的后代

幼虫壳长与壳高比值显著低于以洪泽湖为母本

的后代幼虫�表现为明显的母性遗传�这与郑汉
丰等 ［11］对三角帆蚌与池蝶蚌及杂交后代的形态
分析表明正交Ｆ1的体型偏于母本三角帆蚌的结
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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