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海洋科学  / 2014年  / 第 38卷  / 第 10期 

黑鲪半同胞家系选育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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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培育优良的黑鲪(Sebastes schlegeli)养殖新品种, 作者于 2005~2007 年以采捕于荣成、日照、

青岛和长岛的 4 个黑鲪野生地理群体及 2006 年荣成群体选育的 F1 代为亲本, 采用杂交选育和半同胞

家系选育的方法,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成功构建了 6 个杂交群体和 41 个半同胞家系。采用比较分析和

方差分析对其生长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各个选育群体和半同胞家系间体重差异较大, 体长变化

较小。综合筛选获得 2 个优良杂交群体和 10 个优良半同胞家系: RCF1、WCF1 为 2009 年最优杂交群

体, CC2、QQ1、QC1、CC1 为 2010 年最优半同胞家系, 2RZ1、F27、F29、F28、F26、F23 为 2011 年

最优半同胞家系。当以种源(即杂交亲本)为单位时, RC、WC 为 2009 年最优种源; QQ、CC 为 2010 年

最优种源; 2RZ、F1 为 2011 年最优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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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鲪(Sebastes schlegeli), 鲉又名许氏平 , 俗称

黑寨、黑鱼、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石鲈, 隶

鲉属于 形目(Scorpaeniformes) 鲉、 科(Scorpaenidae)、

鲉平 属(Sebastes), 是一种温水性岩礁鱼类 , 营养和

经济价值都较高, 是人们喜食的名贵鱼之一。主要分

布于西太平洋中部和北部, 在黄海和东海、朝鲜半

岛、日本、鄂霍次克海南部均有分布[1]。其具有抗病

力强、生长速度快、耐低温、在北方海域可以自然

越冬等特点 , 已成为中国北方网箱养殖 [2]和池塘养

殖[3]的主要鱼类之一。随着对这一经济鱼类优良苗种

需求的快速增长, 海捕野生苗种的获取方式已远远

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但目前还没有针对黑鲪良种

选育方面的研究, 仅有少数学者对其繁殖生物学[4]、早

期形态发育[5]及人工育苗[6-13]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选择育种是鱼类育种工作中最根本的方法。其

目的在于分离优良性状, 迅速固定和发展有益的变

异 , 提高养殖鱼类的经济性状 , 提纯和复壮鱼类品

种 [14]。在海洋经济鱼类方面, 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15]、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16]、大黄

鱼(Pseudosciaena crocea) [17]等海洋鱼类利用选择育

种方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 

本实验利用青岛、日照、威海、烟台的野生群

体及烟台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群体选育的威海群体

作为亲本, 建立不同年份的杂交群体和同母异父半

同胞家系 , 并对其进行统一日常管理 , 通过测量其

苗种的体长和体质量 , 研究各自的生长特性 , 以期

鲪筛选出生长快速、优质抗病的黑 良种。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2005年 4月~2007年 12月分别取自威海、日照、

青岛、长岛和烟台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的性成熟个体

做为亲本, 选择标准为健康、无伤病、活力强、个体大

小均匀。烟台泰华亲鱼为烟台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于

2006年从威海荣成引进并进行群体选育的优良 F1代。

然后在烟台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进行室内养殖管理。 

1.2  方法 

1.2.1  杂交群体和半同胞家系建立方法 

对各地采捕的亲鱼做统一管理和强化培育,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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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 6个杂交群体和 41个半同胞家系(表 1)。2009

年通过四个地理群体杂交建立了 6 个杂交群体, 构

建方法: 一个地理群体的 30 条雌鱼与另外一个地理

群体的 30 条雄鱼放入同一个池子中自由交尾, 产仔

时把同一地理群体的所有待产雌鱼放入同一个池子

中进行产仔 , 所产仔鱼即为一个杂交群体。

2010~2011 年建立了 41 个半同胞家系, 构建方法: 

一个地理群体的 30条雌鱼与相同或另外一个地理群

体的 30 条雄鱼放入同一个池子中自由交尾, 产仔时

每条待产雌鱼进行单独生产, 同一条雌鱼所产所有

仔鱼即为同母异父半同胞家系。 

群体或半同胞家系建立后于同一个车间培育管

理。为了区分不同群体和家系的个体, 养殖 1 a后将

编好的鱼牌打在各个群体的鱼苗上, 再将每 3 个半

同胞家系混养在同一个 21 m3水体的池子中。养殖饲

料为颗粒配合饲料(升索牌), 养殖水温与自然水温

同步, 波动范围–1℃~26℃。 

1.2.2  杂交群体和半同胞家系指标测量 

2012 年 3 月中旬到 4 月中下旬, 首先通过鱼牌

将各个半同胞家系的个体分开, 然后每个杂交群体

和半同胞家系随机取样 60 尾, 用电子秤和直尺对样

品的体质量体长进行测量。测量方法如下: 
 

表 1  所建杂交群体和半同胞家系 
Tab.1  Hybrid populations and half-sib families 

类型 父母本 代码 父母本 代码 

日照♀×长岛♂ RCF1 威海♀×青岛♂ WQF1 

威海♀×长岛♂ WCF1 长岛♀×威海♂ CWF1 
2009年 

杂交群体 
青岛♀×日照♂ QRF1 长岛♀×日照♂ CRF1 

长岛♀×长岛♂ CC1-CC2 青岛♀×日照♂ QR1-QR2 

日照♀×长岛♂ RC1 青岛♀×青岛♂ QQ1 

长岛♀×威海♂ CW1-CW2 威海♀×日照♂ WR1-WR2 

威海♀×威海♂ WW1-WW2 青岛♀×威海♂ QW1-QW3 

长岛♀×青岛♂ CQ1-CQ2 日照♀×威海♂ RW1 

2010年 

半同胞家系 

青岛♀×长岛♂ QC1-QC3   

荣成 1代 2RC1-2RC6 青岛 1代 2QD1-2QD2 

长岛 1代 2CD1 泰华选育 2代 F21-F29 
2011年 

半同胞家系 
日照 1代 2RZ1-2RZ2   

注: 代码中数字表示同样地理群体来源的不同母父本所建立群体数量 
 

从各个养殖池中随机取样放入泡沫箱中, 用浓

度为 0.1 g/L 的麻醉剂 MS-222 将其麻醉, 然后用电

子称和直尺对其体质量(精确到 0.1 g)和体长(精确到

0.1 cm)进行测量, 测量完后鱼苗用清水冲洗并放回

原池培育。 

1.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和分析, SPSS17.0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 

1.2.4  优良群体的筛选 

比较每个杂交群体和半同胞家系的体质量体长

平均值和标准差, 结合方差分析结果和日常的生长

状况, 从中选出生长比较快的优良杂交群体和半同

胞家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2009 年杂交组合的生长比较 

将 RCF1、WCF1归为一组, WQF1、CWF1、QRF1

归为一组。RCF1、WCF1与CRF1差异性显著(P<0.05); 

WQF1、CWF1、QRF1与 CRF1间没有显著差异, 即

RCF1、WCF1为体重优良的杂交组(图 1)。 

将 RCF1、WCF1归为一组, CWF1、CRF1归为

一组。RCF1、WCF1 与 CWF1、CRF1 差异性显著

(P<0.05); QRF1 与 CWF1、CRF1 间没有显著差异; 

WQF1与 CRF1间差异性显著(P<0.05), 与 CWF1间

没有显著差异, 即 RCF1、WCF1 为体长优良的杂交

组(图 1)。综上, RCF1、WCF1为 2009年优良杂交组。 

2.2  2010 年半同胞群体间的生长比较 

2.2.1  以半同胞家系为单位的数据测量 

将 CC2、QQ1、QC1归为一组, CC1、WR1、CW2、

RW1、QR1、QW2、WR2归为一组, CQ2、RC1、QC2、

CQ1、QR2、WW2 归为一组, CW1、QC3、QW3、

QW1、WW1归为一组。CC2、QQ1、QC1与 CQ2、

RC1、QC2、CQ1、WW2、CW1、QC3、QW3、QW1、

WW1差异性显著(P<0.05); CC1、WR1、CW2、R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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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1、QW2、WR2 与 CW1、QC3、QW3、QW1、

WW1 差异性显著(P<0.05), 即 CC2、QQ1、QC1 为

体质量最优半同胞家系, CC1、WR1、CW2、RW1、

QR1、QW2、WR2次之(图 2)。 

 

图 1  各杂交群体平均体质量和平均体长的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average weight and average length of each hybrid population 

 

图 2  各半同胞家系平均体质量和平均体长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average weight and average length of each half-sib family 
 

将 CC2、QQ1、QC1、CC1、QR1归为一组, CW2、

RW1、CQ1、WR1、QC2、QW2、WR2归为一组, QC3、

WW1 归为一组, CQ2、RC1、QR2、CW1、WW2、

QW3、QW1 归为一组。CC2、QQ1、QC1、CC1、

QR1 与 WW2、QW3、QW1、QC3、WW1、CQ2、

RC1、QR2、CW1差异性显著(P<0.05); CW2、RW1、

CQ1、WR1、QC2、QW2、WR2 与 QC3、WW1 差

异性显著(P<0.05), 即 CC2、QQ1、QC1、CC1、QR1

为体长最优半同胞家系, CW2、RW1、CQ1、WR1、

QC2、QW2、WR2次之(图 2)。 

综上 , 考虑体长变化范围较小 , 所以 CC2、

QQ1、QC1、CC1为 2010年最优半同胞家系, CC1、

WR1、CW2、RW1、QR1、QW2、WR2次之。 

2.2.2  以种源为单位的数据测量 

由图 3 可以看出各种源体长差异较小 , 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分析, QQ 种源与其他差异显著

(P<0.05)表现较优, CC、RW、WR次之。 

2.3  2011 年半同胞家系选育 

2.3.1  以半同胞家系为单位的数据测量 

将 F27、F29、F28、F26、F23、F25、2QD1、

F24、2RZ2、2RC3、2CD1 归为一组, F21、2RC5、

F22、2RC6、2RC1、2QD2、2RC4 归为一组, 2RZ1

与 F21、2RC5、F22、2RC6、2RC1、2QD2、2RC4、

2RC21差异性显著(P<0.05); F27、F29、F28、F26、

F23、F25、2QD1、F24、2RZ2、2RC3、2CD1与 2RC21

差异性显著(P<0.05), 即 2RZ1 优势最明显, F27、

F29、F28、F26、F23、F25、2QD1、F24、2RZ2、

2RC3、2CD1 次之。F2 半同胞家系比其他半同胞家

系平均高 1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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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种源平均体质量和平均体长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average weight and average length of each seed source 

 

图 4  各半同胞家系平均体质量和平均体长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average weight and average length of each half-sib family 

 
2.3.2  以种源为单位的数据测量 

将 2RZ1、2QD1、F27、F25、F26、F23、F28、

2RC3、F29归为一组, 2RC5、F24、2RZ2归为一组, 

F21、2RC6、2CD1、F22、2RC4、2RC1、2QD2、2RC2

归为一组。2RZ1、2QD1、F27、F25、F26、F23、

F28、2RC3、F29与 F21、2RC6、2CD1、F22、2RC4、

2RC1、2QD2、2RC2 差异性显著(P<0.05), 与 2RC5

无显著性差异, 但与 F24、2RZ2差异性显著(P<0.05), 

即 2RZ1、2QD1、F27、F25、F26、F23、F28、2RC3、

F29为 2011年体长较优半同胞家系。F2半同胞家系

比其他半同胞家系平均高 6%(图 4)。 

综上 , 由于各半同胞家系的体长变化较小 , 所

以 2RZ1为 2011年最优半同胞家系, F27、F29、F28、

F26、F23、F25、2QD1、F24、2RZ2、2RC3、2CD1

次之。  

由图 5 可以看出各种源体长差异较小 , 并用

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2RZ和 F2种源表现较优。 

3  讨论及结论 

黑鲪是中国重要的海水经济鱼类。由于其繁殖

方式比较特殊, 属于卵胎生鱼类且存在一雌多雄的

交尾方式 [18-19], 本研究采用不同地理群体间杂交和

同母异父半同胞家系构建的方式对其良种选育进行

了初步研究。虽然同一条雌鱼所产仔鱼的父本有可

能不止一条 , 但在养殖环境基本相同的前提下 , 对

半同胞家系的生长性状测量比较还是能够反映出每个

母本和相应父本遗传因子差别及对后代性状的影响。 

选择育种是对一个原始品种群体实行有目的、

有计划的反复选择淘汰, 而分离出几个有差异的系

统 , 将这样的系统与原始品种比较 , 使一些经济性

状表现显著优良而又稳定, 于是形成新的品种[20]。国

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鱼类选择育种方面做了很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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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种源平均体质量和平均体长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average weight and average length of each seed source 

 
究, 陈松林等[21]对半滑舌鳎进行了生理雌鱼比例高

且生长快的良种选育, 研究结果表明家系选育是一

种有效手段。本研究 2009~2011 年共建立了 6 个杂

交群体和 41 个半同胞家系, 通过比较发现同年所建

群体间的生长差异比较大, 但都会出现几个生长比

较快的群体, 比如 2009年 RCF1、WCF1群体, 2010

年 CC2、QQ1、QC1半同胞群体, 2011年的 2RZ1半

同胞群体, 这些生长优势群体可以保留作为进一步

筛选的基础群体。从而培育出生长优势明显的优良

品种。 

对 2010 和 2011 年以种源为评价单位时, RC、

WC为 2009年最优种源; QQ、CC为 2010年最优种

源; 2RZ、F2 为 2011 年最优种源。在这些种源中选

择具有优良表现的个体, 开展杂交选育等研究并加

以改良, 将有较大潜力。因为 2011年中 F2为 TH中

经群体选育的优良个体建立的半同胞群体, 而 2RC

为 TH 没经过群体选育的的个体建立的半同胞群体, 

很明显, F2半同胞群体中各参数均优于 2RC半同胞

群体,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群体选育的必要性。 

Falconer 等 [22]认为, 如果基础群体的基因频率

不同, 那么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将产生杂种优势。

2009年的杂交群体中, RCF1和WCF1表现更为优良, 

原因可能是日照和威海群体与长岛群体的遗传距离

较远。这也与刘丽娟等[23]用等位酶技术研究黑鲪群

体遗传结构的结果一致。但在 2010年建立的半同胞

群体中, CC、QQ种源却表现优良, 这可能由于 2010

年半同胞群体多, 在挂牌前很多半同胞群体都是用

圆网分割养于同一池内, 这样网内和网外半同胞群

体的生长可能由于生活空间不一样而生长指标出现

了差异, 一般是网内鱼大于网外养殖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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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genetic breeding program of Sebastes schlegeli, 41 families and 6 hybrid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half-sib family breeding and hybridization breeding methods. The growth situation of 

them was studied in 2009, 2010 and 2011. Wild parental animals were collected from Qingdao, Rizhao, Rongcheng, 

Changdao and Taihua Marine Aquaculture Co. LTD of Yantai from April 2005 to March 200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eight and no marked difference in length between fish in testing groups. 

Ten superior half-sib families and two superior hybrid groups were obatined through screening, RCF1 and WCF1 

were the best hybrid groups of 2009. CC2, QQ1, QC1 and CC1 were the best half-sib families of 2010. 2RZ1, F27, 

F29, F28, F26 and F23 were the best half-sib families of 2011. Considering the provenance (the source of the 

hybrid), family RC and WC, family QQ and CC, family 2RZ and F2 were the best provenances of 2009, 2010, 201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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