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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尼罗罗非鱼可量性状进行分析, 并采用 Logistic、Gompertz、
Bertallanffy 三种非线性模型对尼罗罗非鱼生长相关参数进行生长模型构建, 以研究尼罗罗非鱼的生
长发育规律。结果表明: 尼罗罗非鱼各形态性状与体重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体重与全长、体长、体高的相关性相对显著, 与尾柄长的相关性不明显。生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三
种模型均能很好地模拟尼罗罗非鱼生长曲线, 拟合度(R2)均高于 0.983, 其中以 Logistic 模型的拟合
度最高(R2=0.991), 运用这 3种模型对尼罗罗非鱼进行生长曲线的拟合和比较分析较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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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属于鲈形目丽鱼科(Cichlidae)、罗非鱼属
(Tilapia), 原产于非洲, 由于生长速度快、肉质鲜美、
无肌间刺等特点, 现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
荐养殖的优质水产养殖品种 , 现已广泛被世界各国
和地区所引进, 已成为世界性的养殖鱼类。尼罗罗非
鱼(Oreochromis niloticus)是目前最重要的罗非鱼育种
目标品种。养殖最为广泛的吉富罗非鱼(GIFT strain, 
Oreochromis niloticus)就是世界渔业中心在菲律宾用
8个不同地域的尼罗罗非鱼杂交后经过十几年的选育
而成的品种 ; 而由尼罗罗非鱼做母本与雄性奥利亚
罗非鱼杂交获得的奥尼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 
O. aureus)由于具有雄性率高、抗逆性强、生长快速
的优点, 也日益受到养殖户的欢迎。我国的尼罗罗非
鱼是 20世纪 70年代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引进, 由于引进时间较长, 加之生产中对保种
工作不够重视导致其近年来种质退化现象较为普遍, 

因此, 加强尼罗罗非鱼的选育工作势在必行。 
开展选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选育目标 , 本

研究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对罗非鱼生长相关性状进
行相关分析和构建生长模型的方法来确定尼罗罗非

鱼的选育目标。Pearson 相关分析用于双变量正态分
布的资料, 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 已广泛
应用于畜牧选育目标性状的确定(周洪松等, 1994; 易
春明等, 2002; 贺晓宏等, 2004); 同时, 相关分析方
法在水生生物的形态差异分析中也有一些报道 , 如
大口黑鲈(何小燕等, 2009)、奥利亚罗非鱼(曾兰等, 
2012)、南海毛蚶(王辉等, 2009)等。本研究以体重为
目标性状运用 Pearson相关分析剖析各性状对体重影
响作用的大小; 生长曲线模型能反应个体生长发育
的规律性变化(刘海斌等, 2008; 汪峰等, 2008), 生长
曲线的拟合与分析是研究个体生长发育规律的方法

之一(强巴央宗等, 2008), 目前在水产经济动物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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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些研究, 如: 霍堂斌等(2008)利用 Logistic、
Gompertz、Bertallanffy三种生长模型对新疆 3种雅罗
鱼体重生长的拐点年龄进行了比较分析 , 何小燕等
(2011)利用 Logistic、Gompertz、Bertallanffy 三种生
长模型研究了大口黑鲈早期生长发育规律 , 但在尼
罗罗非鱼中未见相关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 三种被广泛采用的非线性模
型(Richards, 1959; Mercer et al, 1978; Pauly, 1981; 
Carlander, 1987; Darmani et al, 2003), 对饲养在广西
南宁国家级罗非鱼良种场的美国品系尼罗罗非鱼进

行生长曲线的拟合 , 以期揭示尼罗罗非鱼的生长发
育规律, 为选育目标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实验用鱼来自广西南宁国家级罗非鱼良

种场的美国品系尼罗罗非鱼选育群体 , 实验池塘面
积 666.7×1.5m2, 放养数量 2000尾。投喂膨化罗非鱼
饲料, 投饲率按实验鱼体重的 3%左右投喂, 实验期
间各阶段的饲养管理水平保持一致, 喂养 1 月、1.5
月、2月、2.5月、3月、3.5月时分别随机选取 80尾, 
测定各项形态参数。 
1.2  形态参数的测量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全长、体长、头长、头高、躯

干长、体高、尾柄长、尾柄高、体宽等形态性状参数, 
精确到 0.01cm; 使用电子天平称量体重, 精确到 0.1g。 
1.3  数据统计及分析 
1.3.1  Pearson相关分析    运用 SPSS17.0软件对所
测各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得出尼罗罗非鱼各
形态性状与体重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和各形态性
状的平均值、标准差, 剖析各性状对体重的影响作用
大小。再运用得出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计算出各形态
性状的变异系数。根据所测尼罗罗非鱼性状的平均值

和标准差 , 得出不同时期的各形状性状的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 

1.3.2  生长模型构建    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不同时
期尼罗罗非鱼的体重平均值等数据拟合 Logistic、
Gompertz、Bertallanffy三种生长模型(表 1)。用 Excel 
2003和 SPSS 17.0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 对处理
后的数据用 SPSS 17.0软件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得
出尼罗罗非鱼各形态性状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剖析
各性状对体重的影响作用的大小, 得出 3种生长曲线
参数估计值。再利用得出的体重平均值, 计算出各种
模型的极限生长量、拐点月龄和最大月增重等参数, 
将拟合度(R2)作为衡量拟合指标优劣的指标, R2 越接

近 1, 表明曲线拟合得越好。 

2  结果与分析 

2.1  尼罗罗非鱼早期性状的表型参数 
通过 Pearson相关分析得出尼罗罗非鱼早期性状

的表型参数(表 2)。由表 2 可知, 尼罗罗非鱼从 2 月
龄到 2.5 月龄之间增重最快, 各月龄体重的标准差由
小到大的顺序为: 1月龄 < 1.5月龄 < 2月龄 < 2.5月
龄 < 3月龄 < 3.5月龄, 说明随着养殖时间的增加, 鱼
群中的体重个体差异越大。根据所测尼罗罗非鱼性状

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得出不同时期的各形态性状的
变异系数(表 2)。由此可知, 体重的变异系数最大, 各
月龄体重的变异系数由小到大的顺序为 2.5月龄 < 3
月龄 < 3.5月龄 < 1.5月龄 < 2月龄 < 1月龄(注: 变
异系数越小, 表明形态差异就越小)。 
2.2  尼罗罗非鱼早期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尼罗罗非鱼形态性状与体重两两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3。由表 3 可知, 各形态性状与体重之
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P<0.01)。
体重与全长、体长、体高的相关性最显著, 与尾柄长
的相关性最弱。其中, 1月龄、2.5月龄时体重与体高
的相关系数最大, 分别为 0.961、0.960; 1.5 月龄、2
月龄、3 月龄、3.5 月龄时体重与全长的相关系数最
大, 分别为 0.980、0.968、0.978、0.954。1—3.5月龄
体重与所测的其他表型性状相比 , 体重与尾柄长的 

 
表 1  三种常用动物生长曲线模型 

Tab.1  Three kinds of growth curve models 

名称 模型 拐点体重(W) 拐点月龄(At) 最大月增重(Mg) 

Gompertz Wt = Ae-bexp(-kt) A/e (lnB)/k kW 

Logistic Wt = A/(1 + Be-kt) A/2 (lnB)/k kW/2 

Bertallanffy Wt = A(1－Be-kt)3 8A/27 (ln3B)/k 3kW/2 

注: Wt为 t时的体重估计值; A为极限生长量; B为调节参数; k为瞬时相对生长率; W为拐点体重, At是拐点月龄; Mg为最大月增重。

表 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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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测性状的表型统计量(n=80) 
Tab.2  The apparent statistics of various traits (n=80) 

月龄 参数 全长 X1 体重 X2 体长 X3 头长 X4 头高 X5 躯干长 X6 体高 X7 尾柄长 X8 尾柄高 X9 体宽 X10

1月 平均值 8.2739 12.4710 6.8220 2.2191 1.6494 2.7304 2.6125 0.8930 1.0352 1.2731

 标准差 1.3322 6.3482 1.0856 0.3729 0.3794 0.4826 0.5210 0.1962 0.1780 0.2333

 变异系数(%) 16.10 50.90 15.91 16.80 23.00 17.68 19.94 21.97 17.19 18.33 

1.5月 平均值 11.2586 33.3820 9.0500 2.8144 2.5997 5.3030 3.8444 0.9856 1.3619 1.8765

 标准差 1.4438 13.0581 1.2233 0.3866 0.3497 0.7227 0.5938 0.1922 0.1976 0.2846

 变异系数(%) 12.82 39.12 13.52 13.74 13.45 13.63 15.45 19.50 14.51 15.17 

2月 平均值 13.5400 56.1525 11.2918 3.6780 2.9762 6.4665 4.4464 1.3967 1.7583 2.1189

 标准差 1.7787 23.0052 1.4193 0.4585 0.3848 0.8952 0.6855 0.2022 0.2583 0.3565

 变异系数(%) 13.14 40.97 12.57 12.47 12.93 13.84 15.42 14.48 14.69 16.82 

2.5月 平均值 16.7256 112.4634 13.8330 4.4585 3.5579 8.1107 5.9474 1.7135 2.2315 2.9699

 标准差 1.2383 27.5009 0.9776 0.3651 0.3163 0.6659 0.6170 0.1736 0.2034 0.3148

 变异系数(%) 7.40 24.45 7.07 8.19 8.89 8.21 10.37 10.13 9.11 10.60 

3月 平均值 17.6468 131.8415 14.5729 4.7050 3.8820 8.6321 6.2390 1.7570 2.3394 3.1704

 标准差 1.4412 34.0611 1.1234 0.3688 0.3432 0.7779 0.6066 0.2016 0.2136 0.3465

 变异系数(%) 8.17 25.83 7.71 7.84 8.84 9.01 9.72 11.47 9.13 10.93 

3.5月 平均值 18.7624 152.5000 15.4560 4.9332 3.9469 9.2177 6.3940 1.8439 2.4100 3.2489

 标准差 1.7392 47.2923 1.5005 0.5239 0.4213 1.0634 0.8716 0.4943 0.2735 0.4185

 变异系数(%) 9.27 31.01 9.71 10.62 10.67 11.54 13.63 26.81 11.35 12.88 

 
表 3  尼罗罗非鱼不同月龄各性状间的表型相关 

Tab.3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Nile tilapia at different age 

月龄 性状 体重 X2 全长 X1 体长 X3 头长 X4 头高 X5 躯干长 X6 体高 X7 尾柄长 X8 尾柄高 X9 体宽 X10

1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58** 1.000         

 体长 0.960** 0.983** 1.000        

 头长 0.899** 0.931** 0.940** 1.000       

 头高 0.873** 0.901** 0.915** 0.956** 1.000      

 躯干长 0.928** 0.961** 0.945** 0.891** 0.852** 1.000     

 体高 0.961** 0.972** 0.970** 0.910** 0.884** 0.950** 1.000    

 尾柄长 0.624** 0.625** 0.655** 0.624** 0.603** 0.696** 0.627** 1.000   

 尾柄高 0.908** 0.937** 0.937** 0.892** 0.859** 0.889** 0.938** 0.574** 1.000  

 体宽 0.929** 0.942** 0.941** 0.904** 0.886** 0.880** 0.920** 0.612** 0.890** 1.000 

1.5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80** 1.000         

 体长 0.959** 0.977** 1.000        

 头长 0.889** 0.897** 0.900** 1.000       

 头高 0.797** 0.803** 0.748** 0.790** 1.000      

 躯干长 0.940** 0.947** 0.919** 0.803** 0.832** 1.000     

 体高 0.966** 0.969** 0.954** 0.861** 0.755** 0.9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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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月龄 性状 体重 X2 全长 X1 体长 X3 头长 X4 头高 X5 躯干长 X6 体高 X7 尾柄长 X8 尾柄高 X9 体宽 X10

 尾柄长 0.672** 0.694** 0.758** 0.662** 0.315** 0.572** 0.723** 1.000   

 尾柄高 0.956** 0.960** 0.953** 0.871** 0.727** 0.905** 0.963** 0.735** 1.000  

 体宽 0.936** 0.948** 0.920** 0.868** 0.783** 0.906** 0.912** 0.616** 0.901** 1.000 

2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68** 1.000         

 体长 0.949** 0.983** 1.000        

 头长 0.935** 0.961** 0.966** 1.000       

 头高 0.928** 0.948** 0.947** 0.929** 1.000      

 躯干长 0.953** 0.980** 0.981** 0.955** 0.947** 1.000     

 体高 0.957** 0.974** 0.967** 0.956** 0.951** 0.968** 1.000    

 尾柄长 0.677** 0.688** 0.695** 0.672** 0.624** 0.686** 0.667** 1.000   

 尾柄高 0.940** 0.960** 0.962** 0.954** 0.951** 0.957** 0.958** 0.702** 1.000  

 体宽 0.950** 0.958** 0.951** 0.924** 0.951** 0.951** 0.951** 0.663** 0.937** 1.000 

2.5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56** 1.000         

 体长 0.952** 0.984** 1.000        

 头长 0.892** 0.888** 0.876** 1.000       

 头高 0.859** 0.825** 0.815** 0.848** 1.000      

 躯干长 0.954** 0.964** 0.958** 0.862** 0.829** 1.000     

 体高 0.960** 0.935** 0.916** 0.899** 0.849** 0.930** 1.000    

 尾柄长 0.703** 0.683** 0.679** 0.640** 0.572** 0.678** 0.679** 1.000   

 尾柄高 0.929** 0.915** 0.906** 0.842** 0.836** 0.920** 0.905** 0.716** 1.000  

 体宽 0.932** 0.884** 0.887** 0.833** 0.851** 0.901** 0.922** 0.639** 0.888** 1.000 

3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78** 1.000         

 体长 0.963** 0.984** 1.000        

 头长 0.901** 0.913** 0.901** 1.000       

 头高 0.871** 0.863** 0.860** 0.838** 1.000      

 躯干长 0.947** 0.954** 0.946** 0.849** 0.788** 1.000     

 体高 0.933** 0.915** 0.883** 0.858** 0.875** 0.871** 1.000    

 尾柄长 0.639** 0.650** 0.656** 0.594** 0.629** 0.604** 0.615** 1.000   

 尾柄高 0.911** 0.904** 0.889** 0.839** 0.812** 0.867** 0.883** 0.626** 1.000  

 体宽 0.934** 0.914** 0.898** 0.848** 0.807** 0.895** 0.893** 0.590** 0.866** 1.000 

3.5月 体重 1.000          

 全长 0.954** 1.000         

 体长 0.848** 0.877** 1.000        

 头长 0.799** 0.799** 0.714** 1.000       

 头高 0.898** 0.895** 0.769** 0.794** 1.000      

 躯干长 0.844** 0.851** 0.784** 0.679** 0.772** 1.000     

 体高 0.891** 0.834** 0.756** 0.734** 0.801** 0.744** 1.000    

 尾柄长 0.333** 0.336** 0.326** 0.318** 0.307** 0.355** 0.291** 1.000   

 尾柄高 0.931** 0.914** 0.805** 0.742** 0.861** 0.764** 0.845** 0.317** 1.000  

 体宽 0.917** 0.872** 0.769** 0.713** 0.818** 0.767** 0.873** 0.318** 0.877** 1.000 

注: **表示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1276 海   洋   与   湖   沼 43卷 

相关性最小, 分别为 0.624、0.672、0.677、0.703、
0.639、0.333。各形态性状之间的相关系数亦达到极
显著水平(P<0.01), 呈现强相关, 有很大可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注: Pearson相关系数越大, 
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2.3  生长模型构建 

尼罗罗非鱼 Gompertz、Logistic 和 Bertallanffy
模型生长曲线拟合参数估计值和拟合度(R2)见表 4、
表 5。 

从表 4 可知, 3 种生长模型均能很好地模拟尼罗
罗非鱼的生长曲线, 其拟合度分别为 0.987、0.991、
0.983。就这三种模型而言, Logistic 模型的拟合效果
最好(R2=0.991)。Logistic模型拟合的尼罗罗非鱼拐点
月龄为 0.725月, 拐点体重是 80.421g, 最大月增重为

85.729g。Gompertz和 Bertallanffy模型拟合的拐点月
龄分别为 2.039 月、 1.957 月 , 拐点体重分别是
69.420g、 69.390g, 最大月增重分别是 75.807g、
71.569g。 

由表 5可知, 用三种生长曲线模型拟合的各月观
测值与实际观测值较为接近。在估计尼罗罗非鱼早期

体重时,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 模型的估计值与实
际测量值更为接近, 但总的来说, Logistic 模型的拟
合度比另外两种模型更好, 拟合精度更高。 

对实际测量值与三种生长模型的估计值进行配

对样本 t 检验, 实际测量值与 Gompertz 模型的估计
值、Logistic 模型估计值、Bertallanffy 三者之间的 P
值分别为 0.881、0.013、0.894, 说明实际测量值与
Logistic模型估计值显著相关(P<0.05 )。 

 
表 4  尼罗罗非鱼 3 种生长曲线参数估计值 

Tab.4  Three growth curve estimation parameter of Nile tilapia 

生长模型 A B k R2 拐点体重(W) 拐点月龄(At) 最大月增重(Mg)

Gompertz 188.683 9.264 1.092 0.987 69.420 2.039 75.807 

Logistic 160.841 4.689 2.132 0.991 80.421 0.725 85.729 

Bertallanffy 217.317 1.421 0.741 0.983 64.390 1.957 71.569 

 
表 5  尼罗罗非鱼体重实际测量值与估计值的比较 

Tab.5  The weight comparison between actual value and estimated value of Nile tilapia 

模型 1月龄 1.5月龄 2月龄 2.5月龄 3月龄 3.5月龄 

实际测量值 12.471 33.382 56.153 112.463 131.842 152.500 

Gompertz 8.428 31.170 66.491 103.138 132.964 154.064 

Logistic* 103.368 134.934 150.883 157.271 159.564 160.360 

Bertallanffy 7.323 32.721 67.431 101.943 131.585 155.277 

注: *表示在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P<0.05, 显著相关)。表内数据均为体重(g) 

 
3  讨论 

3.1  影响尼罗罗非鱼体重的主要形态性状的确定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的一种统计方

法, 当分析多个事物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往往
是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时 , 可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方
法, 并做出统计学判断(李志辉等, 2003)。本研究得到
的结果表明 , 尼罗罗非鱼的各形态性状与体重的线
性关系均极为显著。其中, 全长、体长、体高与体重
的相关性最为显著。这个结果表明, 在选育工作中, 
对生长性状进行选育时 , 如果对鱼体型也有选育要
求(如出肉率等性状), 可只以这几项体型性状作为主
选性状对选育目标进行选育, 从而提高育种效率。但
在不同时期, 三者与体重的相关系数大小存在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尼罗罗非
鱼的个体形态存在差异所致。因此, 今后在尼罗罗非
鱼选育过程中, 可根据本研究结果, 在尼罗罗非鱼生
长不同时期采用相关性最显著的性状作为主选性状, 
将会较大程度地节约育种成本。 
3.2  尼罗罗非鱼体重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衡量观测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计量, 
反应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对于生长性状, 相似性
一般表现为群体内同龄个体间大小的一致性 , 可以
用体重变异系数表示(李思发等, 2000)。生长一致性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群体间基因的同质性 , 基因的
纯合度越高, 生长一致性越好。对于养殖生产, 群体
的体重变异系数越小, 成鱼出池规格差异就越小, 养
殖效益就越高。本试验中得出了尼罗罗非鱼早期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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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变异系数(表 2), 通过双变量分析, 发现不同时期
体重变异系数在 0.05 水平下显著相关。在今后选育
工作中 , 研究人员可根据本研究结果选择在体重变
异系数大的时间段进行选育, 有可能提高选育效率。 
3.3  尼罗罗非鱼生长模型的选择 

尼罗罗非鱼生长模型可以用于描述罗非鱼生长

过程, 反映机体生长发育规律。利用生长模型及其推
导出的参数方程能为尼罗罗非鱼制定早期生长发育

标准, 进行预测各生长阶段的累积生长、绝对生长、
相对生长等生长资料 , 确定拐点月龄、饲料营养水
平、制定生产计划等, 为尼罗罗非鱼的进一步选育和
规模化养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已有许多生长

模型用于鱼类的生长研究中(Jolicoeur, 1985; Parks, 
1982; Wan et al, 1998; Kosc, 2001), 本研究所采用的
3种非线性模型均能很好地拟合尼罗罗非鱼的体重生
长, 其拟合度都在 0.983以上, 其中以 Logistic模型的
拟合度最高, 这与何小燕等(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进一步分析 3 种模型的拟合参数 ,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 拟合的体重值与实际测量值更为接近 , 
而 Logistic模型拟合的体重值与实际测量值有较大差
异, 存在这个差异的原因, 可能是 Logistic 模型在尼
罗罗非鱼中有一定适用性问题, 运用 Logistic 模型 
对尼罗罗非鱼生长进行拟合是否可行 , 需要进一步
研究。 

生长曲线拐点的含义是生长速率最快的时候(项
云等, 2000)。本试验拟合 Logistic模型拟合的尼罗罗
非鱼生长拐点为 0.725月龄, 要明显早于Gompertz和
Bertallanffy 模型的拟合结果。就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模型而言, Gompertz模型曲线拐点(2.039
月)出现要稍稍晚于 Bertallanffy 模型(1.957 月)。但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 模型拟合的体重值与实际测
量值较为符合 , 同时这两个曲线得到的生长曲线拐
点也较接近, 因此作者也认为, 尼罗罗非鱼的真实生
长曲线拐点应该在 2个月左右。 

在动物生长最适模型的研究上 , 对不同物种或
同一物种的研究结果多不一致 , 可能与研究对象在
不同的生长环境中都有其特定的生长规律有关(颉晓
勇等, 2009)。影响罗非鱼生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
水质、温度、饵料、管理水平之间的差异。因鱼类种

苗不同以及生长环境的差异 , 对不同鱼类或者同一
鱼类利用同一模型预测, 所得到的参数也不一样, 根
据本研究 , 作者认为生长曲线拐点 Gompertz 和
Bertallanffy模型对于尼罗罗非鱼较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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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GROWTH MODEL IN NILE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XIAO Jun1, 2,  LING Zheng-Bao1, 2,  TANG Zhan-Yang2,  LUO Yong-Ju2, 
GUO Zhong-Bao2,  GUO En-Yan2,  YAN Xin2,  ZHANG Ming1,  GAN Xi2 

(1. Guangxi University, Animal Reproduction Institute,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ubtropical 
Agro-bioresources, Nanning, 530004; 2. Guangxi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Genetic Breeding and Healthy Aquaculture, Nanning, 530021)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gular pattern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Nile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we 
use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ree nonlinear models which were Logistic, Gompertz and Bertallanffy to 
structure the growth model of Nile tilap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Nile tilapia between every 
morphological traits and body weight had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P<0.01), total length, body length and body height 
had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body weight, but the correlation with caudal peduncle length was not obvious. This study 
structured three growth models of Nile tilapia which were Logistic, Gompertz and Bertallanffy,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is three models could simulate the growth curve well, the goodness of fit (R2) using the three models were 
higher than 0.983, and the Logistic model (R2=0.991) is highest.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hat using these three models to 
simulate the growth curve of Nile tilapia. This result could increase efficiency of Nile tilapia selective breeding. 
Key words    Nile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Growth model,  Correl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