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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特定病原中国对虾种群选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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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山东省日照市水产研究所 石臼

提要 报道了无特定病原中国对虾种群 ≥°ƒ 选育的结果 主要介绍 ∗ 年选育子

代和子 代的养殖结果 ∀ 年选育对虾子 代养殖平均 对虾平均体长

而对照池中暂养池对虾体长 ∗ 发病死亡 养殖池对虾体长 发病死亡 年选

育对虾子 代养殖平均 对虾平均体长 对照池产量为 对虾

平均体长 ∀说明经过连续几代的人工选育 对虾生长速度明显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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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 资助项目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经人类长期的驯化培育 在人工

条件下的生长率和成活率均大大高于野生的天然状态 ∀

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品种改良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选育出

了荷包红鲤 !兴国红鲤等为代表的优良鲤鱼养殖品种 使



≥ ∂

经济性状得到显著提高 ∀通过严格的科学的人工驯化

技术和现代高新技术 可大大缩短品种改良和驯化的

时间 ∀农业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中有非常系统而完善的

良种培育工程技术 为作物和畜禽新品种的不断更新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可以说品种的改良是当前农

业发展的导向 ∀我国海水养殖曾进行过海带 !紫菜良

种选育 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有力支持了养殖业的发

展 为我国海水养殖业第一个浪潮的兴起奠定了基

础 但其他主要养殖品种的选育几乎还是空白 ≈ ∀对

虾养殖是我国海水养殖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产业

年以来的大规模暴发性对虾流行病给我国的对

虾养殖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虽然病害发生的原因是复

杂的和多方面的 与病原传播速度加快 !养殖区域生

态失衡 !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自身有机污染的积累日趋

严重 !渔用药物的滥用等有关 其中缺乏抗逆优良品

种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目前养殖用苗种基本上都没

有经过系统的人工选育 其遗传基础还是野生型的

生长速度 !抗病能力乃至品质质量还未达到良种化的

程度 良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对虾养殖业稳定发展

的主要/瓶颈0问题之一 ∀国内黄海水产研究所和日照

水产研究所合作从 年开始率先进行无特定病原

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χηινενσισ 种群 ≥°ƒ 选育的研究

已取得初步结果 ∀ 和 年的研究结果已有报

告 ≈ 现将 和 年选育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无特定病原中国对虾种群选育试验包括种群筛

选 !种群延续保护及苗种培育 !养成 !病原检测等内

容 养殖试验在日照市水产研究所进行 ∀

育苗池
水泥池 建于室内 屋顶覆有透光率 的玻璃

钢瓦 每个面积 ∀连续充气 育苗用水经紫外线

消毒 ∀越冬阶段屋顶用不透光黑塑料布遮光后作为亲

虾越冬池 ∀

养殖池
池塘均为石壁土底池 每个面积 ∗

养殖水深在 ∗ 之间 养殖区周围有围墙

与相邻养殖池隔离 有水处理池 个共 ∀

年对虾养殖池 个 面积合计共

年对虾养殖池 个 面积合计 ∀

亲虾选择与苗种培育
第 代亲虾来源及选育方法见文献≈ 以后每

年 月份从当年养殖个体中选择个体大 !活力强的雌雄

对虾室内单独交尾 选择强度控制在 ∗ ∀亲虾

室内越冬后次年 月份用于苗种培育 ∀育苗池出池苗

种体长 在塑料大棚中暂养到 ∗ 后移入养

殖池 养殖池放苗密度 尾 放苗时间 月

上旬 ∀ 越冬和苗种培育操作根据农业部渔业局颁布

的/ 对虾育苗操作技术规范0和/ 对虾人工越冬操作规

范0进行 ∀

对虾养殖
月份清淤 水洗法清池 ∀ 月初由外海进水 用

目进水网过滤 ∀ 月下旬带水清池 使用

浓度漂白粉 ∀然后封闭闸门 养殖前期不换水 只添

水 中后期水质恶化 如出现多泡沫 !黏稠 !甲藻水花

等时 换水 左右 ∀加入虾池的海水先在水处理池

中用 ∗ 浓度漂白粉消毒 后使用 ∀养

殖期间主要投配合饵料 山东升索牌 !江苏苏兰林牌

和福建海马牌 其中每 配合饵料中加氯霉素

维生素 ≤ ∀ 月份水温 ε 以下时开始投喂部分

贻贝等低值贝类 ∀养殖阶段饵料投喂量根据残饵情况

进行调整 ∀所有养殖池全部配备增氧机 个池子

台 使溶氧不低于 一般维持在 以上 ∀

养殖中后期使用光合细菌 或北京生物源公司

生产的微生态净水剂 ∗ ∀每 ∗ 施

次含氯消毒剂 用量 ∗ ∀其他养殖措施根

据农业部渔业局颁布的 / 对虾健康养殖操作技术规

范0进行 ∀

病原检测
主要进行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病原 • ≥≥∂ 检

测 采用黄海水产研究所研制的核酸探针点杂交检

测试剂盒检测 ∀

结果

苗种培育
年 尾越冬亲虾用于产卵 亲虾体长

? 培育子 代虾苗 ≅ 尾 ∀

年 尾越冬亲虾用于产卵 亲虾体长

? 个育苗池培育出 子 代仔

虾约 ≅ 尾 选取其中 ≅ 尾入塑料大棚中

暂养 ∀

对虾养殖结果
对虾养殖过程中水质一直保持良好 ∀表 是养

殖期间的 次水质检测结果 ∀

养殖期间对虾生长速度较快 年对虾养殖

生长情况见表 ∀

年选育对虾子 代养殖平均产量

平均体长 而对照池 月中旬到 月 日到

两个育苗场家购买的未选育虾苗 放养于 个暂养池

和 个养殖池 结果暂养池对虾体长 ∗ 发病死

亡 养殖池对虾体长 发病死亡 ∀ 年选育对虾

子 代养殖平均产量 平均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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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池产量 对虾平均体长 表

∀

病原检测
自受精卵开始 所有发育期别 !所有试验池均取

样固定作 • ≥≥∂ 病原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

讨论

在世界海水养殖业界 对海水养殖动物进行改

良并开展大规模养殖最成功的例子是挪威的大西洋

鲑鱼 ∀挪威从 年代末开始对大西洋鲑鱼进行选择

育种 同时在养殖工程设施 !营养饲料以及疾病防治

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经过连续 代以上的选择 生

长速度明显提高 ∀过去要养殖 ∗ 才能达到商品

规格 体重 现在只需 即可达到 ∀饵料系

数也从 年代的 缩减为 年代的 左右 其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罗非鱼的选种 从

年到 年 生长速度也增加 倍 ∀

在过去的 里对虾的选择育种已先后在美洲

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陆续启动 ∀国外最早开展养殖对虾

选择育种系统研究的国家是美国 由美国农业部资助

的 / 海产对虾养殖计划0 ≥ ƒ ° 2
从 年开始研究和培育南美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ϖανναµει 的/ 无特异病原虾0 ≥°ƒ ∗

年开始个体选育 ∀位于夏威夷 的高健康水

产养殖公司致力于抗 × ∏ 综合症病毒 ×≥∂ 的南美

白对虾选育研究 经过 轮的选育后 对比试验表明

对照群体的对虾养殖的成活率只有 而选育群体

的成活率达到 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夏威夷海

洋研究所通过对 个家系的生长速度和抗 ×≥∂ 能

力的评估 南美白对虾体重遗传力估值 η 为 ?

利用全同胞和半同胞材料对生长率的遗传力估

值分别是 和 对 ×≥∂ 抗病的遗传力分别是

和 ∀对生长速度的选择已使南美白对虾的

体重提高了 对抗 ×≥∂ 性状的选择使成活率

比对照提高了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的对虾育

种计划开始于 年 对生长率的群体选育结果是

第二代生长率提高 第 ! 代分别提高了 和

∀对抗病品系的选育通过感染试验来筛选 已成

功培育出抗 ∂ 的蓝对虾 Π.στψλιροστρισ 种群 澳

大 利 亚 联 邦 科 学 和 工 业 研 究 院 对 日 本 对 虾

Π.ϕαπνιχυσ 的驯化和选育明显促进了养殖业的经济

效益 全人工控制条件下和生产规模的养殖试验表

明 选育日本对虾每代的生长表现平均分别提高了

和 ∗ 南美的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和厄

瓜多尔等也都进行了相似的工作 开始在商业养殖中

显示了良好的结果 ∀由于大规格的对虾销售价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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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使产值增加 以上 ≈ ∗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对

虾的选种工作可望取得理想的进展 ∀

在作者的试验中 通过连续 代选育 养殖对虾

生长速度明显加快 ∀在几乎相同的养殖条件和管理措

施情况下 越冬亲虾入池体长 年平均

年平均体长 而 年对虾平均体长

达到 说明选择的结果是明显的 ∀从另一方

面看 年选育对虾子 代平均体长 而

对照池对虾平均体长只有 差异显著 ∀根据

其他品种选育经验 ∗ 代的选育结果还是初步的

一般 ∗ 代效果比较显著和稳定 ∀但是还应该看到

遗传育种研究内容是非

常丰富的 采用个体选择

和群体选择相结合 常规

技术和高新技术相结合

的方法 培育生长速度

快 !抗逆能力强的养殖新

品种 品系 同时对选育

出的优良品种 品系 进

行遗传结构和分子生物

学特性分析 研究和建立

优良种群 品系 的延续

保护体系和相关技术将

是研究重点 ∀作者下一步

还将进行家系选育 通过

分析比较不同家系的遗

传结构 构建遗传图谱

对与优良性状紧密相连

锁的基因进行标记 进而进行标记辅助选育 加快选

育速度 尽快培育出中国对虾高产 !抗逆品种 为我国

的对虾养殖二次创业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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