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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缘鲫（日本白鲫!\兴国红鲤" ）

人工繁育获得成功

陈道印
（南昌莲塘水产试验中心 南昌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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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莲塘水产试验中心科研人员，

自>%%R年开始进行日本白鲫（A)’)114$1)$’)%
&$1-$C4(’4）!\兴 国 红 鲤（A0:’4,$1-)’:4.
,05$14,=$.,(141）"X>代的繁育试验及生物学

研究，根据鱼类遗传学原理，采取人工催情，有

性繁殖的方式，成功地繁育出具有一系列优良

性状的属间远缘杂交X>代———“远缘鲫”（暂定

名）。

经连续L年的繁育试验和生物学研究考

证，“远缘鲫”具有如下特点：（>）体型短，体高且

厚，体色呈淡灰色，稍偏灰绿色，腹部银白，各鳍

呈桔红色，吻端有不明显的须突一对；（@）生长

速度快，当年水花鱼苗在适当稀养的条件下可

长到>@"!R?AH，可见，与母本相比有其显著的

生长优势；（!）食性杂，不仅摄食浮游动植物，人

工饲料亦是其喜食的佳肴；（R）耐低氧，经对数

尾体重为（>#L^!L_#>）H的个体进行初步测

试，当水温在@#‘时，窒 息 点 在A_@!!A_@R
:H／&之间，与白鲫的窒息点几乎相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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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起捕率近似白鲫；（!）抗病力强，经多年养殖

观察未出现有较大危害的疾病，尤其是对白鲫

极易感染的暴发型细菌性鱼病，在远缘鲫试养

过程中，尚未发现有感染迹象；（"）性腺发育不

良，繁殖季节解剖#龄的雌性个体，其卵巢呈不

同步带状发育；#龄的雄性个体，虽有部分精巢

发育较明显，但挤压腹部时，始终未发现有精液

流出 的 个 体。经 染 色 体 组 型 观 察 发 现，有

$%&"%’的染色体有丢失现象；经性腺组织切片

观察，发现有畸形症状，从鱼类繁殖生理学角度

分析，其可育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营养丰

富，经 测 定 肌 肉 营 养 成 份，蛋 白 质 含 量 为

$"&)*’，脂肪为#&)$’，还富含人体"种必需

氨基酸，总量为%%&()+,／,，且与鱼肉鲜味有

关的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天冬氨酸的总量

高达%&"(’，因而，具有味美的优点。

“远缘鲫”的生物学性状，已于日前通过了

国家淡水鱼类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新的养

殖品种鉴定检测，被确认为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江西省科技情报所经国内科技资料查新，结果认

为：进行日本白鲫!-兴国红鲤".$代的人工

繁育试验与系统的生物学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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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奥甲螨属一新种记述（蜱螨亚纲：甲螨亚目：奥

甲螨科） 文在根 动物分类学报 $***，#$（$）：

/!!/(
河北大锥蚤一新亚种记述（蚤目：角叶蚤科） 刘井元

马立名 动物分类学报 $***，#$（$）：$0#!
$0!

拟盘旋线虫属一新种（线虫门：垫刃目：纽带科） 赵洪

海 刘维志 段玉玺 动物分类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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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喇叭螺属的研究及六新种记述（肺螺亚纲：柄眼

目：虹蛹螺科） 陈德牛 吴 岷 张国庆 动物

分类学报 $***，#$（)）：$)/!$#%
湖北省黑头蜈蚣一新种（唇足纲：蜈松目：蜈松科）（英

文） 张崇洲 王克勤 动物分类学报 $***，#$
（)）：$#!!$#"

中国数种熊蛛研究（蜘蛛目：狼蛛科） 陈 军 宋大

祥 动物分类学报 $***，#$（)）：$#(!$/#
# 脊椎动物遗传（染色体、同工酶）、形态、分类

学等

(、纵纹腹小(和红隼视器的比较形态学研究 雷

富民 张育辉 尹 祚 华 动 物 学 报 $***，$%
（/）：#"$!#""

成年白腰文鸟端脑新生神经元的光镜和电镜研究 左

明雪 向 斌 彭卫民等 动物学报 $***，$%
（/）：#"(!#(/

*(洪灾对江西鄱阳湖越冬鹤类的影响 赵金生 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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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思茅地区的陆生野生动物 普建明 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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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蛙类资源现状 桂庆平 野生动物 $***，#&

（!）：$/!$%

’ 动物地理、环境、行为、生态学等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比较种群生态学"：种群动态

与繁殖 杨跃敏 曾宗永 邓小忠 兽类学报

$***，!"（/）：)"%
大绒鼠体温调节和热特征 王政昆 刘 璐 梁子卿

等 兽类学报 $***，!"（/）：)"!!)*!
根田鼠的熟悉性及其自然动情下的配偶选择 赵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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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夏季温光条件及被迫迁移对东方田鼠繁殖的

影响 郭 聪 张美文 王 勇等 兽类学报

$***，!"（/）：)*(!#0"
不同品系卤虫耐寒力的比较 贾沁贤 陈立靖 动物

学报 $***，$%（$）：#)!#*
迷卡斗蟋和短翅鸣螽的行为谱及交配行为 贾志云

蒋志刚 动物学报 $***，$%（$）：/*!%!
相岭山系大熊猫和小熊猫对生境的选择 魏辅文 冯

祚建 王祖望 动物学报 $***，$%（$）：%"!!#
卧龙自然保护区血雉的社群组织 贾陈喜 郑光美

周小平等 动物学报 $***，$%（)）：$#%!$/)
布氏田鼠冷暴露中的适应性产热机理 侯建军 李庆

芬 黄晨西 动物学报 $***，$%（)）：$/#!$/"
#12345———一种大中型野生动物家域研究模型 杨

奇森 冯祚建 王 祖 望 动 物 学 报 $***，$%
（)）：$/(!$%/

贵州省啮齿动物地理区划 黎道洪 罗 蓉 宋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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