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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站 � 革胡子站 �
,

与其亲本的

形态学和细胞学分析比较
�

部国民 罗建仁 陈馄慈 冼织彬 林国光
�中国水产科学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

广州 , � � � �。�

王正询 林兆平 罗俊烈 潘坤清
�广州师范学 院生物系

, � �� � � � �

提 要

胡子姑 火革胡子站的绝大多数形态学性状兼具双亲的特点
。

其中可数性状较多偏近母本
,

体型性状则大约有一半偏近父本
,

一半偏近母本
,

其中有些性状表现为超亲偏离
。

核型也具有

双亲的特点
,

染色体组可分为父本组和母本组
。

减数分裂前期出现数目不等的单价体
、

二价体

以及三联以上的多价体环或链
。
形态和核型特点表明杂交种为真杂种胡子姑

。

本文还对亲本

核型的演化途径和杂种的育性以及在育种上的意义作了讨论
。

关键词 胡子站 � 革胡子姑
,

胡子站
,

革胡子站
,

形态学
,

细胞学
,

核型

胡子站 ��� �� ��
� 了� ‘。 � 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诸省区的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鱼类

之一
,

革胡子站 ��
�

�� � � � � � 则是近几年前从国外引进的优良鱼种
。

这两种鱼在各自产

区和引进区都 已当作养殖品种而广泛为养户所利用
。

根据邻国民等田 的研究
,

两种鱼的

核型相似程度高
,

进行种间杂交改良品种或利用杂种优势具有较好的条件
。

作者几年来进行胡子站 � 革胡子姑的杂交试验
,

受精率和孵化率都在 �� 务 以上
,

培

苗成活率也达 �� 多
。

其 �
�

既保持了母本胡子站肉质好和抗寒力强的特点
,

又具有 父 本

革胡子站生长快的优势
,

在与其它鱼类混养时亩产量达到 � � � �� � 以上
,

其中杂种胡子 姑

� � � � 多 � � 。 我们认为这一杂交组合具有明显的利用价值
。

本文从形态学和细胞学上探

讨杂种 � � 与其双亲的关系
。

材 料 和 方 法

�
�

亲本来源 父本革胡子站和母本胡子站均在本所试验池培 育
。

革胡子站原种来自

埃及
,

胡子站为本地种
。

�
�

杂交试验 用 � � � 催产
,

每 � � �� 鱼体重使用 � �� 一 � �� � �
,

一次或 分 两 次 注

� 承蒙武汉大学周曦先生审阅原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 谨致谢忱

。

� � � � 年 � 月 �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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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

射
。

用常规鱼类人工授精方法获得杂种受精卵和各亲本纯种受精卵
,

通过正常发育
,

培苗

并养成商品鱼
。

�
�

形态学性状分析 按分类标准进行
,

数据经统计处理
,

并 以杂 种 指 数 �� ���  !

��  ! � ,

简 � �� 分析各性状
,

公式如下圆
�

「�� � 一 � ��
·

、

� � � , 。

�
盆飞� � �

一
一 〕� �

� 乙

� � � 一 � � �

其中 � � 是杂种性状平均值
,
� � 为父本性状平均值

,

� � 为母本性状平均值
。
� �

表示杂种与亲本的相似程度
,
� �为 。值表示性状居双亲之中

,

正值表示偏向父本
,

负值

则偏向母本
,

达到正或负 ��� 为完全偏向父本或母本
,

超出 � �� 为超亲偏离
。

�� 染色体分析 染色体标本制作和分析参照邹国民等山
。

减数分裂标本通过解剖成

熟杂种雄鱼取精巢作常规压片制备
。

�
�

回交试验 杂种雌鱼配胡子站雄鱼和胡子站雌鱼配杂种雄鱼
。

结 果

�一 � 杂种胡子站及其亲本的形态学性状

统计 � 个可数性状中
,

胸鳍条数和腹鳍条数与双亲均相同
,

背鳍条数和臀鳍条数及鳃

耙数偏近母本
,

脊椎骨数居间
,

仅尾鳍条数偏近父本
。

测量性状中背鳍基部长
、

臀鳍基部

长
、

尾鳍长
、

头长
、

吻长
、

眼径
、

额 囱门长和枕骨突长等 � 个性状的总长百分数其杂种指数

为正值
,

且有 � 个超父偏离 �体高
、

体宽
、

胸鳍棘长
、

眼间宽
、

枕自门长和枕骨突宽等 � 个性

状的总长百分数为杂种指数负值
,

其中 � 个超母偏离 �表 ��
。

此外
,

杂种鱼体色比母本黑
,

花色接近母本无显眼花斑
,

皮肤嫩滑
、

性情温顺等也象母

本
。

经测算�表 � �
,

杂种肥满度为 �
�

�� � �
,

父本为 �
�

� � �  ,

母本则为 �
�

� � �  ,

其杂种指数

为 一 ��
�

� � ,

偏近母本
。

体长
一
体重关系式如下

�

杂种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革胡子站 � � �
�

� �  � ,
·

方“ , � � �
�

� � �  �

胡子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

�二� 杂种的性腺

成熟个体的生殖孔发育正常
。

解剖雌
、

雄鱼各 �� 尾发现雄性个体约 �� 多其精巢不

发育
,

仍呈细线状
,

�� 多左右虽有精巢发育现象但表现畸形
,

如为水泡或肉瘤
,

即使个别

有类似正常的单侧或一大一小两块精巢
,

也没有发现成熟精子
。

雌性个体都有卵巢发育
,

但多数只有单侧或一大一小
,

双边卵巢发育完全正常者极少
。

但各种卵巢均含有成熟卵
。

�三 � 杂种的核型

统计 �� � 个细胞得染色体众数�� �
�

� � �为 �� 一 ��
,

可定杂种染色体数为 �� 一 ��
。



� � � 水 生 生 物 学 报 � � 卷

� � �
�

裹 � 胡子站 � 革胡子站 �
�

与其亲本的形态学性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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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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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杂种
� �� � ��

革胡子鱼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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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L eva n 等[6] 的分类标准统计核型数据(表 3)
,

杂种染色体可明显地分为二大组
,

其一

与母本的染色体组相一致
,

另一则与父本染色体组相一致山 ( 图版 卜1一3)
。

( 四) 杂种精母细胞减数分裂

杂种雄性性腺能发育者也多脂肪化
,

精母细胞数量远远不及亲本
,

但仍有部分精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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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杂种胡子站及其双亲的肥满度

T ab
.
2 C ond ition faetor of tho h yb rid and its Parents

九
胡子站
C
.
f“ sc u ,

革
C .犯

杂种指数 (H l)
H y br三d in d e x

体重 (g )
B od y w eigh t

肥满度
C ond ition fa ctor

60一140 6 , 一24乡 95一300

1 。

2 2 8 7
1

.

1
7 7 1

0

.

9
1 4

3 一 6 7
.
18

胞通过减数分裂阶段(图版 卜8 )
。

在粗线期大部分染色体缠绕成团
,

但仍可见部分节段能够联会配对(图版 l:9)
。

在晚

终变期到中期 I
,

可见有染色体单价体
、

二价体
、

三联体
、

四联体和多体
。

三联体多成链状
,

四联体有链状也有环状
,

而多价体则有的为长链
,

有的为大环或成一团 (图版 I
:4一7)

。

统

计了分别来自 4 尾雄鱼的 20 个细胞
,

发现杂种单价体约 5 个
,

二价体约 3个
,

三联体约 1

个
,

四联体约 l个以及多价体约 4 个(表 4)
。

从编号为 3
、

4

、

11 和 17 的分裂相可见
,

凡多

价体数目较少时
,

单价体数 目就增多
。

( 五) 回交试验

雄性杂种与雌性胡子站回交不能产生后代
,

雌性杂种与雄性胡子站回交可以产生少

量后代且成活率很低
,

生长缓慢
。

回交后代的研究尚待深人进行
。

讨 论

序

(一 ) 杂种在形态上表现了双亲的特点 ,

有的性状表现父
、

母本的中间特性
,

如脊椎骨

数;有的性状偏向母本
,

如某些可数性状 ;有的性状偏向父本如枕骨突长
、

吻长等
,

表明双

亲的基因在 F: 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
,

为后代形成杂种优势提供了可能性
。

体型性状中虽有一半偏向父本和一半偏向母本
,

但对体型影响较大的体高
、

体宽和头

长等性状均偏向母本
,

这就使杂种的体型外观较象母本
,

形成身体较短 (相对于革胡子

姑 )
、

较肥厚的体型
,

这与肥满度测算的结果相一致
。

这一特点在养殖上有重要意义
,

由于

肥满度大
,

可以形成较大的商品价值
。

此外
,

由于杂种的枕骨突长度偏向父本而宽度偏向母本
,

可以作为辨别特征
,

具有分

类学意义
。

( 二 ) 杂种核型由于包含双亲的染色体组
,

难以找到对应的同源染色体
,

但据测得数

据可大致分为二大组
,

将其与亲本的核型
〔11对照

,

其中F 组可以对应于胡子站
,

L 组可以对

应于革胡子站
。

它们之间较接近但不完全相同
,

特别是在C 组染色体 中
,

杂种的 F 组有 5

条染色体完全无短臂
,

但在胡子站核型中只有 3条
。

另外
,

所测数据的离散程度普遍比亲

本大
。

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
,

可能是在杂种细胞中染色体收缩不如在亲本中那么均一
,

以

及其它某些原因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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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母细胞减数分裂中不同价橄染色体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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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本核型中曾观察到有可能是性染色体的异型染色体田
,

这在杂种中并不明显
,

原

因可能是杂种核型中无同源染色体作为参照故难以确定
。

另外
,

染色体收缩不均也是难

以观察的原因
。

( 三) 减数分裂中约有 5 条染色体不能与其它染色体配对而成为单价体
。

有约 3 条二

价体表明两亲本染色体组中各有 3条染色体相互之间具有足够长的同源节段
,

从而能够

正常配对
。

三联体和四联体各约 l个
,

成环状或链状
,

这是染色体相互易位造成的
。

剩下

约有 36 条染色体形成 4 个多体
,

这很可能是染色体间多重相互易位造成的
。

据此
,

我们

推测胡子站核型和革胡子站核型共同起源于一原始核型
,

由于地理隔离和自然选择造成

类型
、

形态和生理上明显差异
。

而形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核型由于染色

体畸变(可能主要以易位形式)而产生越来越深的歧化
。

( 四) 关于杂种的育性问题
,

国内外有多篇报道
‘幼, ,

许多作者从各种不同角度探讨了

杂种不育
、

全育和半不育的原因
。

一般认为杂种的育性取决于双亲的核型在形态上和性质

上的相似程度
,

特别是咎瑞光等即 在分析鲤
、

螂的核型之后认为鲤 x 螂杂种半不育 (雄

性不育)的原因可能在于亲本分别存在 X Y 性别决定机制
,

并推测鲤
、

螂分别具有一对异

型性染色体
。

胡子站 X 革胡子站也与鲤 x 螂杂种类似
,

为雄性不育
,

这一现象支持胡子站

和革胡子站具有 X Y 性染色体的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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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站 X 革胡子站雄性不育在站鱼育种上有很大意义
。

从杂种减数分裂可见
,

两亲

本染色体组同源节段较多
,

这些节段能够相互配对从而有可能产生相当数量的交换
,

在回

交群体中很有可能获得具有优良性状组合的个体
。

而且由于亲本的核型相似程度高
,

进

一步推测回交群体的育性可能会较快得到恢复
,

而性状也较易于固定
。

( 五) 综上所述
,

由于杂种鱼在形态上具有双亲的性状表型特征
,

核型上具有双亲的

染色体组
,

所以该杂种应为真正的胡子站 x 革胡子姑杂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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