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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鲍与皱纹盘鲍 !盘鲍杂交的初步研究 ∗

柯才焕 田 越 周时强 李复雪

厦门大学海洋系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提要 于 ∗ 年在福建厦门和东山两地养殖场 对我国主要养殖鲍即杂色鲍与皱纹

盘鲍 !盘鲍进行杂交试验 ∀结果表明 皱 ⎯ ≅ 杂 α的受精率为 ∗ 平均 ∀皱

α ≅ 杂 ⎯ 的受精率为 ∗ 平均 ∀杂交成功的受精卵的胚胎和幼体发育均正

常 ∀杂色鲍 ≅ 盘鲍杂交组合的受精率明显高于杂色鲍 ≅ 皱纹盘鲍 无论哪个组合杂色鲍作为

雌性亲本的杂交受精率均比反交大大提高 ∀

关键词 鲍 杂交 受精率

我国目前的养殖鲍中 福建惠安以北主要养殖皱

纹盘鲍 Ηαλιοτισ δισχυσ ηανναι) 和盘鲍 ( Η . δισ2

χυσ) ,惠安以南主要养殖杂色鲍( Η .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συ2

περτεξτ) ,其中盘鲍系从日本引进 杂色鲍 又称九孔

鲍 系从我国台湾引进 ∀相对而言 皱纹盘鲍和盘鲍较

耐低温不耐高温 而杂色鲍较耐高温不耐低温 ∀在养

殖过程中皱纹盘鲍和盘鲍的特点是早期生长较慢后

期生长快 而杂色鲍早期生长较快后期生长慢 ∀因此

它们在生态和经济上互补性强 是较佳的杂交育种组

合 ∀聂宗庆等 年培育出盘鲍 ≅ 皱纹盘鲍杂交

种 ∀ 和 年也曾进行 种鲍的人

工杂交试验 ∀本文报道我国最主要的 种养殖鲍即杂

色鲍 !皱纹盘鲍和盘鲍的杂交授精结果 为进一步开

展鲍的杂交育种生产实践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杂色鲍与皱纹盘鲍的杂交

于 年 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嶝田

鲍鱼养殖场进行 ∀杂交亲本杂色鲍 台称九孔鲍 系

从台湾引进并已在当地养殖数代的成熟鲍 所选雄鲍

平均壳长 雌鲍平均壳长 ∀另一亲本

皱纹盘鲍系从大连引进并在当地驯化多年 雄鲍平均

壳长 雌鲍平均壳长 ∀亲贝催产采用阴

干 !紫外线照射过海水刺激和流水刺激的方法 ∀用于

杂交的配子限于排放后 以内的配子 ∀

杂色鲍与盘鲍杂交

于 年 月在福建省东山县海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进行 ∀杂交亲本杂色鲍 台称九孔鲍 直接从

台湾运来 雄鲍平均壳长 雌鲍平均壳长

∀盘鲍亲鲍取自福建莆田 系从日本引进并在当地

繁殖数代的成熟鲍 雄鲍平均壳长 雌鲍平均

壳长 ∀亲贝催产和配子杂交方法同上 ∀

结果

杂色鲍与皱纹盘鲍的杂交

皱 ⎯ ≅ 杂 α 组合的授精结果表明 表 批次

杂交授精实验中各批次的受精率和孵化率相差甚大

其中受精率 ∗ 孵化率 ∗

∀皱 α ≅ 杂 ⎯ 组合的 个批次的受精率和孵化率均明

显比皱 ⎯ ≅ 杂 α 组合低 分别仅为 ∗ 和

∗ ∀杂交组合的正反交的受精率和孵化率均比

其 亲本自交要低很多 ∀但杂交受精卵胚胎发育正

常 孵化率与受精率很接近说明了这一点 ∀观察得知

孵出的担轮幼体的形态和游泳行为也都正常 ∀

皱 ⎯ ≅ 杂 α 组合中 提高授精水温的 ! 和

较自然水温的另 批杂交受精率有明显的提高

表 ∀

杂色鲍与盘鲍杂交

盘 ⎯ ≅ 杂 α 组合的授精结果表明 表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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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杂色鲍与皱纹盘鲍杂交效果(海水盐度 . )

Ταβ .1  Τηε ρεσυλτσ οφ γαµετιχ ηψβριδιζατιον βετωεεν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συπερτεξτ ανδ Η . δισχυσ ηανναι

批次

皱 ⎯ ≅ 杂 α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皱 α ≅ 杂 ⎯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皱自交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杂自交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平均

3 孵化率 孵出担轮幼体数 受精卵子总数 ≅ 下同 ∀

表 2  杂色鲍与盘鲍杂交效果(海水盐度 . )

Ταβ .2  Τηε ρεσυλτσ οφ γαµετιχ ηψβριδιζατιον βετωεεν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συπερτεξτ ανδ Η . δισχυσ δισχυσ

批次

盘 ⎯ ≅ 杂 α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盘 α ≅ 杂 ⎯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盘自交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杂自交

受精率 孵化率 授精水温

ε

平均

次杂交授精实验中各批次的受精率和孵化率相差甚

大 其中受精率 ∗ 孵化率 ∗

∀盘 α ≅ 杂 ⎯ 组合的 个批次的受精率和孵

化率均明显比皱 ⎯ ≅ 杂 α 组合低 分别仅为 ∗

和 ∗ ∀杂交组合的正反交的受精率

和孵化率均比其二亲本自交要低很多 ∀但杂交受精卵

胚胎发育正常 孵出的担轮幼体的形态和游泳行为也

都正常 ∀授精水温对杂交受精率的影响没有显示规律

性的变化 表 ∀

讨论

鲍的种间杂交和亚种间杂交已有一些报道 杂

交结果所获得的受精率在不同的组合差异很大 如红

鲍 α ≅ 皱纹盘鲍 ⎯ 的杂交受精率为 红鲍 ⎯ ≅

皱纹盘鲍 α 的杂交受精率为 ≈ 皱纹盘鲍与盘

鲍是亚种关系 它们的杂交受精率与自交基本没有太

大的差别 ∀ 年在澳大利亚东南沿海采集

到黑鲍和绿鲍的中间种 通过遗传学研究认为是它们

的杂交种 ∀ 和 年报道了原产于

美国加州沿岸的 种鲍的人工杂交试验结果 包括红

鲍 ≅ 绿鲍 红鲍 ≅ 白鲍 !红鲍 ≅ 绿鲍和红鲍 ≅ 粉红鲍

这些杂交组合都能不同程度地受精 其后代还能正常

地发育和生长 ∀本研究又增加了两个可受精的杂交组

合 ∀可见鲍属内的杂交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但也可以

看出 由于亲缘关系的疏近不同 导致各种杂交组合

的受精率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

本研究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杂色鲍 ≅ 盘鲍杂

交组合的受精率明显高于杂色鲍 ≅ 皱纹盘鲍 无论哪

个组合杂色鲍作为雌性亲本的杂交受精率均比反交

大大提高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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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受精成功的杂交胚胎的发育一般与自交无明显

差异 ∀在配子杂交时 影响受精率的主要因子初步可

以筛选出水温 !配子产出时间和海水的洁净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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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饵料及添加剂对中国对虾幼体的影响

朱丽岩 郑家声 王梅林 祁自忠 徐怀恕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提要 在连续两年春季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χηινενσισ 育苗期间 采用几种不同的饵料 ) ) ) 人

工饵料为主 !活饵料和两种强化饵料分别培育中国对虾幼体 以存活率 !体长 !体重 !抗感染力

和缺氧耐受力等指标检验育苗效果 ∀结果表明 人工饵料为主的喂养方式各项指标均显著劣

于活饵料 强化与未强化的活饵料效果相近 强化的人工饵料在体长和耐缺氧方面显著优于

人工饵料 存活率略低于后者 增重和抗感染方面与后者相近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χηινενσισ 幼体 饵料 存活率 生长 抗感染力 缺氧耐受力

近几十年来 我国以中国对虾为主的对虾养殖业

得到了迅猛发展 ∀然而 随着养殖面积的扩大 各种问

题也层出不穷 诸如营养问题 !病害问题以及养殖水

体污染问题等 极大地限制了养虾业的发展≈ ∀

在对虾育苗过程中 使用全价饵料 提供健康强

壮的虾苗 是成功养殖的关键之一 ∀ 年代至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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