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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发 现 杂 色 山 雀 

1987年 10月 25日，我们在山东省北部的 

长岛县进行环志时，网捕到一只雄性杂色山雀， 

经鉴定为 (P=ru s口口ri p口r j)。度量衡：体 

重 l 6克，体长 l 28毫米 ，翼长 7 毫米，嘴峰 l 3 

毫米，跗艘 l8毫米，尾长 60毫米。其前额、脸 

为棕白色，头顶及颈侧为黑色，后枕部杂以棘白 

色羽毛，上背棕色 ，背灰色，腰具少量棕白色杂 

毛，初级飞羽外嘲沾灰绿，内嘿灰白，下颏至前 

胸黑色、腹至尾下覆羽棕色 ，胸部色深，下部较 

淡。嘴黑 ，端部淡灰 ，跗踺、趾爪为紫褐色。 

关于杂色山雀 ，据郑作新先生(1976)在《中 

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板中记载有两个亚种 ，即 

P8r* p8r 8 t埘 Dp 订 亚种分布在台 

湾，属留鸟o Parus voriu5 varius亚种分布在 

东北南部沈阳、丹东、草河口一帝为留鸟。这 

次在山东北部长岛地区，地理座标为东经 12 0。 

36’，北纬 3 7。58’发现该鸟 ，是华北区和山东省 

鸟类新纪录o 

(山东省长岛候乌保护环志中心站 范强求 

盍 燕 婷 孙 为连) 

杂种优势在鱼类生产上的利用 

罗 俊 烈 
(广州师薅学院生物最) 

现代育种学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培育新 

品种，另一是利用杂种优势。前者是采用系统 

选育、杂交或人工诱变等方法，培育出符台人们 

所需要的优良新品种 ，但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良种在生产上 

的作用。而后者则是选择优良的杂交组台，将 

两个亲本杂交以获得较大的杂种优势，供生产 

上利用，因而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明显的增产效 

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鱼类生产上必然对养殖品种不断提出新的要 

求，但在我国育种工怍还是比较薄弱，新品种不 

能充分满足生产需要的情况下，我们要多快好 

省她发展谈水渔业，就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一方面既要广琵地利用现有的原始材 

料，积极培育优良的鱼类新品种，另一方面又要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鱼的产量，以解决当前生产 

上迫切要求良种的问题，这样把鱼类育种工作 

申的长期选种目标与近期生产效果紧密地结告 

起来，这对加速发展我国的淡水渔业具有重大 

意义。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经 过 十 多 年的 观 

察、试验、研究，得出了生物界“杂交有益、自交 

有害 的普遍规律。在生物界中 ，遗传组成不同 

的个体间的有性杂交第一代 (FI)，常常具有强 

大的生活力，这表现在杂种生长健壮，发育快， 

适应性和抗病力强，繁殖力高等，这种 F 比其 

双亲和以后世代具有优势的现象，称为杂种墟 

势，因杂种优势一般只限于杂种一代，故最简单 

的表示方法，可以是 P< R > ，即杂种一代 

的优势大于亲本 ，也大于杂种二代。由于杂种 

优势所涉及的性状多数为数量性状 ，因此 ，就某 
一 性状来说，通常以 Fz超过其双亲平均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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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来表示优势的程度 ，但也有人认为 ，在育 

种实践中，当 Fl的性状表现超过其双亲中最 

优的亲本时 ，才算是真正的杂种优势。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很早 

就发现并利用杂种优势，如在 l 400多年前我国 

就有利用马和驴杂交 ，利用杂种一代骡子的记 

载。在植物方面，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摄早的是 

烟草 (1760年)，最先取得显著成绩的是玉米。 

因而，杂种优势是生物界极为普遍的现象，动物 

界有 ，植物界也有，它既见之于种间，也见之于 

种内。目前不仅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怍 

物上 ，而且在家 畜 、家禽 、家 蚕以至鱼类 的育种 

中，都在广泛应用 ，这对提高农业生产起了重大 

作用。 

关于杂种优势的遗传学理论 

在生物界中，具有遗传差异的两个亲本进 

行杂交，所产生的杂种一代为什么会有优势?为 

了回答这个问题 ，遗传学家曾提出过多种假说 ， 

现将主要的两种假说，简述如下： 

(一)显性假说 这种假说认为生物 在 长 

期的自然选择怍用下 ，显性基因大都对生长发 

育有利，而相对的隐性基因大都对生长发育不 

利。杂种优势就是因为杂交可以把两个亲本对 

生长发育有利的显性基因累积于杂种一 代 中， 

因而有利的显性基因遮盖了隐性基因的不 利作 

用，使所有的隐性基因都不能发生作用，而所有 

的显性基因都同时发生作用，并能相互弥补，它 

们共同地发挥了综合的效应，所以杂种就表现 

出强大的杂种优势。 

(二)超显性假说 这个假说认为，杂种优 

势来源于杂合等位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因杂合 

等位基因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并无显隐 

性关系，可是当它们彼此结合与相互作用时，就 

能促进生物体的旺盛代谢，而且基因杂台的位 

点越多，每对等位基因问作用的差异程度越大， 

F|的杂种优势就越暇显。例如，将荷包红鲤 

与元江鲤 杂交，得到荷元鲤杂交种，通过蛋白 

质电泳的研究表明，荷元鲤的两个亲本都具有 

特定的血清蛋白图谱，而杂交所产生的杂种荷 

元鲤的血清蛋白图谱与双亲有差异 ，其中有几 

条蛋白邑带染色强度超过了双亲，说明杂种一 

代的基 因型表现 了超显性基 因的作用 ，即这种 

基因在纯台时控制着特定蛋白的正常合 成 量， 

而当它们处在杂台状态时 ，表现了超显性基因 

作用 ，使特定的蛋白面台成量增加，因而使其生 

长发育得更好，所以产生出杂种优势。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鱼产量 

解放后，我国育种工作者曾做过各种鱼类 

的人工杂交，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共散了一百种 

以上的杂交试验，其中有不少杂交组台具有杂 

种优势。因此，在鱼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是 

获得增 产的一项有效措施，近年来，在生产上已 

引起重视，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仅举数例说 

明如下： 

(一)田头鲂 9×长春冀 的杂 交 种 这 

两种鱼杂交，受精率达 60移，孵化率达 70弗，杂 

种形态界于双亲之间。因其具有生长快，耐运 

输等优点 ，故可提供鲜活鱼出口创汇。在生长 

方面，杂种优势较为突出，其生长速度比长春鳊 

快 l5—2O％，比团头鲂快 3O一40％。目前这种 

杂交鱼在广东中山、顺德等县早已推广养殖，它 

畅销国内外市场，深受群众欢迎。 

(二)鲤 ×鳞 的杂交种 其正、反交的 

受精率均达 90移 以上，杂种形态属于中间型， 

其适应性强，且疾病少，生长较鲫鱼快，肉质比 

鲤鱼细嫩鲜美，雌鱼性碌发育正常 ，而雄鱼则不 

育。 

(三)兴国红簋 ×散鳞镜鲤 的 杂交 种 

这种杂交鲤是水生生物研究所于 1972年 杂 交 

成功的，其杂种优势明显，病害少，成活率高，生 

长速度快，生产周期短，当年鱼可养成商品鱼。 

在同样条件下，一般比当地鲤鱼净增产 5O弼左 

右。同时，杂交鲤的空体壳占体重 80弗 以上， 

背高体厚，产肉量高，肉眯鲜美，杂交鲤曾在全 

国十六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推广养殖试验，普 

遍反映良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广东兴宁县的 

群众，把它誉为“丰鲤 。 

(四)荷包红鳃 ×元江鲤 的杂交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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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鲤) 荷元鲤是长江水产研究所于 1 974年利 

用荷包红鲤与元江鲤进行杂交试验而获得的一 

个杂交种 ，其主要特点是生长快，产量高 ，适应 

性 强 ，养殖周期短 ，体型美观 ，商品质量高 等。 

例如，荷元鲤与荷包红鲤、元江鲤的同池对比 

试验，荷元鲤的群体产量比荷包红鲤 高 50 3— 

9 2 0％，比元江鲤高 3O一55 2％。 近年来在生 

产上应 用 ，颇受群 众欢迎。 

(五)莫桑比克罗非鱼 早×尼罗罗非 鱼 

的杂交种(福寿鱼) 福寿鱼是 我 国 台 湾 省 于 

1 969年杂交成功的一个杂交种， 我国 大 陆于 

1 977年由香港jl进。 该鱼具有明显的 杂 种优 

势，其生长速度比奠桑比克罗非鱼快 96．6％，比 

尼罗罗非鱼快 6．7弗。由于福寿鱼个体生长较 

均匀，雌雄个体间差异较小，且肥满度高 ，抗寒 

力较强等，因此 ，我国南方现已大面积推广养 

殖o 

(六)荷元馒 Ft × 欧滑I镜鲤 的 三 杂 

交鲤 1 980年长江水产研究所采用荷 元 鲤 F- 

代为母本与欧洲镜鲤为父本进行杂交，在国内 

首次获得三杂交鲤。在同样的养殖条件下，进行 

生长对比试验 ，初放养时，荷元鲤规格 (全长 

为 2．92±0 2t厘米，体重 3．670±O 218克)显著 

大于三杂交鲤 (全长为 2 4O±0 18厘米，体重 

3．002±0 255克)，到年终捕捞测定，三杂交鲤 

平均体长为 3l_25厘米，比荷元鲤 (28．41厘米) 

大 ，三杂交鲤平均体重为 1 2375斤 ，比荷 元鲤 

(1 0425斤)重，再从平均绝对增重比较，三杂交 

鲤为 L 2314斤 ，荷元鲤为 1．0352斤，通过实验 

证实，三杂交鲤生长比荷元鳃快。 

(七)胡子鲶 辛×革胡子鲶 的杂交种 珠 

江水产研究所于 1 984年将这两种鱼进 行 杂 交 

试验，获得了杂交种。据报道，其受精率和孵化 

率都在 8i唠以上，培茁率亦达 80％。杂交种的 

体圆，肥满旺大，其可数性状偏向母本，而体型 

性状则偏向父本。杂交种既保持了革胡子鲶内 

质细嫩、味美和抗寒能力较强的特点 ，又具有革 

胡子鲶生长快的优势，体重在 50一l 5O克的生 

长阶段中，其生长速度大大超过革胡子鲶， 在 

胡子鲶的销售过程 中，迭瑚这个规格便可起捕 

上市 ，因此 ，杂交种是一个养殖周期短 ，经 济效 

益较高，很有发展前途的优良品种。 

由此看来，杂种优势在鱼类生产上的利用，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并 已取 得明显的增 产效 

果。故可断言，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 

的成 绩。 

利用鱼类杂种优势应注意的问题 

在鱼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一般只是利 

用杂种一代，杂种二代因性状出现分离和重组， 

产量便开始下降，这就是所谓杂种优势的衰退， 

所以杂种二代不能作种用。 目前杂种优势还不 

能固定，因而必须年年制种，供生产上应用。我 

国现在推广养殖的鱼类杂交种，一般制种方法 

都 比较简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杂交制 种时 。 
一

定要选择纯种作亲本 ，这样才能保持和稳定 

的得到杂种优势，如果亲本混杂不纯，则会影响 

生产效果。因此 ，在养殖过程中，必须避免亲本 

的混杂和重视纯种亲本的选育工作 ，所以最好 

做到专池培育，分别繁殖纯种亲本。除了严格的 

饲养管理 ，防止品种退化外 ，还可根据亲本的某 

些具有突出特点的性状，特别是某些质量性状 

(如体色、鳞被等)进行鉴别 ，不断地进行选择和 

淘汰。近年来 ，我国在鲤鱼杂交选育过程中，已 

选育出双隐性重组的红镜鲤，为鉴别鲤鱼亲本 

基因型的纯合程度提供了一个测试品种。在生 

产实践上 ，通过聚丙烯酰胺血清蛋白电泳的方 

法，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杂交制种时所用的亲本 

是否纯种，因纯种亲本部具有特定的血清蛋白 

图谱，这种具有种群稳定特征的图谱，表明亲本 

是稳定和纯合的，而杂种的血清蛋白图谱与双 

亲有差异。但以血清蛋白电泳图谱为指标进行 

选择亲本，需有专门的仪器和设备 ，其操作技术 

也较复杂 ，要逐尾抽血进行电泳鉴定 ，恐不是一 

般生产单位所能做到的。因此，为了保证亲本 

不混杂以确保良好的生产效果，所以应考虑在 

垒国建立若干个纯种繁育基地，以便做好纯种 

亲本的保存和进一步选优工作，并及时向全国 

各地提供纯种亲本，这对发展渔业生产是很有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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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利用鱼类的杂种优势 ，并不是所有 鱼 

类间的杂交 部能 产生强大的优 势 ，因此 ，生产上 

利用杂种优势时 ，须先测定不同亲本间的配合 

力，才能选出优良的杂交组合。所谓配合力，就 

是两个杂交亲本相对结合的能力 ，一般是指经 

济性状方面的优势而言 ，即以杂种的生产力为 

指标 ，两个个体交配表现高的产量，就认为有高 

的配合力 ，故在还没有可靠方法预测杂交后代 

的优势前 ，配合力只有经过各种杂交组合，比 

较 F·的产量后才能肯定。因此，在生产上利用 

杂交种，必须先做杂交组合试验，其目的就在于 

测定双亲的配合力 ，找出具有最优良配合力的 

组合，制成杂交种，以发挥最高的生产性能。但 

要测定不同亲本间的配合力，这是一项既费劳 

力又费时间的工作，为此，鱼类能否也象植物一 

样，利用线粒体互补、酵母测定法、同功酶预测 

配合力、以及 DNA 含量与其它生理生化差异 

等方法能事先知道两个亲本杂交后，其后代在 

经济性状上就有强大的优势，从而省去配合力 

镯6定 ，达到多快好省地利用杂种优势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待今 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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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 椎 动 物 的 最 长 寿 命 

王 会 志 娄 建 珊 
(上海师范大学 生物系) 

本文根据最新出版的 《动物吉尼新 大 全》 

(The Guiness Book of Animal Facts and Feats) 

及其它有关资料，给出了 105种目前可查的脊 

椎动物最长寿命 (见表 1)。 

寰 l 脊椎动物量长寿命 

序号 中 文 名 学 名 英 ’文 名 最 爱寿 命 
f年) 

1 麦氏陆龟 ’ r tudo *itii Marlon’s tottOl sc l 2 

2 普通箱 龟 Te” apen㈨ f。ih0 Comlxlon box tortM*e I 38 

3 欧洲弛 龟 Efitsy orbtcularlg European pond ；o rtoJle I20 

4 希腊陆 龟 Testudo gr Ⅲ  Spur—thlghed tortolt~ Il6 

5 逆截鲸 Orcinus 0r d Killer whale 90 

6 欧洲蝗鲡 nguill4 arts ~ill$ European eel 8B 

7 亚酣象 Elepkas maximus A~iatic elephant 7B 

0 鲸 鲨 Rkiniodo f whale*hark 70 

非 洲象 Loxodoata 4，， Ⅲ  Af rican elephant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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