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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吳郭魚育種改良研究

紅色吳郭魚什交種性狀變異之探討

Study on

郭

the Genet ic

河﹒蔡 j芽、財

Improvemen t of Red Ti lapia ﹒

The Characteristic Variation of Red Tilapia Hybrid.

Ho Kuo and Tian-Tsair Tsay

The morphometric, meristic were measured and poly 配 rylamide gel electr 啦)Or 晶 is

were performed on serum esterase, haemoglobins and transferrins in red tilap 泊 ,
white tilap 泊 , S. aurea, S. ni lotica and their hybrids for providing basic informa-

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of these tilapias in Taiwan.

In the meristic deta the overlap were presented whereas the morphometric. mea-

surements revealed highly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colour hybrids. The pelvicfin

length of sex reversed fish were increased whereas the 1st dorsal spine length were

decreased. Specific characters were showed in the pattern of gel electrophoresis

of serum esterase, haemoglobin and transferrins of pure strains, but the hybrid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t colour offspring were no.t- showed.

貪官 雷

吳郭魚類具有對疾病抵拉力強 , 容易養殖等優點 , 世界各國哥哥先研究。由於不同的晶種對養殖趣
濟及魚體晶質相差甚邊 , 故研究的同時和用電話k以分辨晶系者已很普遍。 ( Avtal ion 1982, Grus

et al 1982, Mcandrew et al 1983, Basia:o et al 1984 及吳等 1983) 。雖然對什交種之分辨

上較為困難 , ( 郭、毒害 1984 、 1985 ) , 但在進行什交育種的問時如能配合外衰形質之捌定 , 課討各
什交種之生化特性對提供吳郭魚類晶系之餌別具有很高的價值。近年來利用荷蘭黨處理費住魚不斷出

現 , 其性狀及生化組成的變化如何亦值得探討。本試驗在蟬讀前兩年之研究 , 主要擇對各種吳郭魚什
交種之佳狀費異以供選種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用之魚為多年來不斷還種安配保存者。本年度有缸色 ( Red ti lapia) 、自色 (whi te

tilapia ) 、尼攝魚 ($. �iJotica ) 、歐科亞 ( S. aurea ) 、實諾放 ( S: hornorum ) 及其什

交種 , 其中自色雌 x 福色雄及紅色雌×賀諾蚊雄
, 二組以雌性荷葡車處理養性為雖性 , 自色種以雄性

有高豪處理費陸第雄性
, 共計 11 組。形質測定 , 按血佳、膠體配艷、電詠過程及轉鐵蛋自 ( trans-

ferr ins) 、血色葉蛋自 ( haemoglobin.) 、血清脂酪 ( Serum es terase ) 等電詠處理均與前報

( 郭、蔡 1985 ) 間。血色素蛋自及轉鐵蛋自以 Gelman Densitometer 分析各墨色帶之濃度其

Scanning length 第 125 10m, S Ii t s"ize 為 0.2 x 3 mID' wave length 為 475 戶m 。

結果與討論

一J 瞥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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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各魚種及雜交 ,種之形質如表 1 及表 2 所示。各品種間形質均多少出現重疊之現象 ,
並沒

有很明顯的差異存在。但各雜交種之形質如背館、臀輯、總耙、倒線鸝數等多半還是居於二親種之

間。但同組中不同顏色子魚形質上則均有少許之差別。顯示不同顏色之遺傳形式不悶
,
如表 1 。由

衰 2 中各形質與體長及頭長之比可以君出各晶系體形之差異
, 不單各品種間有差別存在 ,

同組中不

同顏色之子魚亦有差別存在。 ED / BL 值以紅色種最高為 0.4310 ; 白色種經荷爾蒙處理組次之為

0.4049 ; 而以缸色雌×賀諾蚊雄經荷蘭蒙處理組之黑色于魚最低為 0.3372 , 其次是白色雌×褐色

雖經荷繭蒙處理組之白色于魚為 0.3405 。白色雌×褐色雄經荷蘭蒙變性組及未變性組均以褐色于

魚之 BD/BL 較紅色及白色于魚為高
, 未變性組又較變性組為高。臉紅色雌×歐利亞雄組黑色于魚

之 BD/BL 值駛缸色于魚高外
, 其餘各組均以褐色于魚高於白色及缸色于魚及紅色子魚高於是真色于

魚。 HL/BL 比值亦以紅色種最高為 0.3537" 次為歐利亞積為 0.3432 ; 而以賀諾蚊雌×白色雄組

之紅色于魚最低為 0.3047
, 次為尼羅魚種 0.3123 。白色雌×褐色雄經荷爾蒙處理及未處理組白色

及紅色子魚 HL/BL 1直較褚色于魚高
, L且其反交之褐色雌×白色直在組卸以自色于魚最低 , 紅色于魚

最高。其他各組則沒有明顯的規則 , 而與親魚有關。白色雌×為色雖經荷蘭蒙處理組及未處理組
HL/BL 比值相近沒有什麼差異。 Pc I /BL1 直以歐利亞種最高為 0..3824

, 次為紅色種 0.3637 ;

以缸色雌×賀諾蚊雄變性組之褚色于魚最低為 0.2676
, 次為賀諾扭種 0.2853 。除賀諾蚊種外 Pcl

/BL 比值純種較雜交種高 , 而同組中以黑色及褐色比值較高。與賀諾蚊鐘之雜交種比值偏低。自
色雌×褐色雄組經賀爾蒙處理及未處理者沒有顯著差異。 Pel / BL 比值亦以歐利亞種最 ,高為

0.3208 、紅色種次之為 0.3188 ; 而以賀諾蚊雌×白色雄組之紅色子魚最低為 0.2554
, 白色雌×

褐色雄組之紅白色于魚吹之為 0.2574 。但變性組之 pe I /BL 值較未變性組為高。 CD/BL 值以

紅色種最高為 0:1650 , 其次是白色雌×褐色雄經荷爾蒙處理組之紅色于魚為 0.1630 ; 而以賀諾蚊

種最低 , 其次是賀諾蚊雌×白色權組之紅色于魚為 0.1414 。白色雌×褐色雄經荷爾蒙處理及未處

理之 CD/BL 值相接近無很大差別。賀諾蚊種與其雜交種CD/BL 值較低
, 其他各組以紅色及白色

子魚鞍褐色及黑色子魚為禹。 DS/BL 值以紅色種最高為 0.0522 ' 次為白色種 0.0484 ; 而以褐色

雌×白色雄之白色于魚最低為 0.0359 '
其次是白色雌×褐色雄經荷爾蒙處理組之缸色于魚殿 .0376

。荷蓋自蒙處理組之 DS/BL 組有明顯下降之趨向。同組中黑色及褐色于魚較紅色及白色于魚為高。

表 2 中亦顯示 SL 、 ED 、 DS 及 I S 與頭長之比。 SL/HL 值以賀諾蚊種最高為 o. 益的 2 .' 其次是

賀諾蚊雌×白色雄組之褐色于魚為 0.4532 ; 而以厄羅魚種最低為 0.3791 , 其次為紅色雌×歐利亞
縫之黑色子魚為 0.3872 。白色雌×褐色縫組未經荷爾蒙處理組以紅白色于魚 SL/HL 值較褐色于

魚為高 , 但經荷爾蒙處理組則褐色于魚反較紅、白色于魚為高 ; 其反雜交組亦以褐色于魚較紅、白

色子魚為高。自諾蚊積及其雜交種 SL/HL 值較高。 ED 斤fL 值以白色雌×褐色雄未經荷爾蒙處理

組之紅白子魚最高為 0.2468
, 其次是經椅爾蒙處理組之白色子魚為 0.2370 , 再次是賀諾放種為

0.2314 。而以紅色雌×歐利亞錐之黑色子魚最低為 0.1959 , 次為褐色雌×白色縫之褐色子魚

0.2041 。經荷爾蒙處理魚較未經荷爾蒙處理組稍低
,

但相差不大。各組中除紅色雌 X( 紅色雌×賀

諾蚊媛) Fl 黑色雄組之紅包子魚較黑色子魚為低外其餘各組之白色及紅色子魚均教褐色及黑色子

魚為高。 DS/HL 值以尼羅魚種最高為 0.1520
, 其次是白色種為 0.1459 ; 而以褐色雌×白色雄之

白色子魚最低為 0.1115
'
次為自色雌×褐色雄經荷爾蒙處理組之紅色子魚為 0.1142 。未經荷爾蒙

處理組之比值較經荷蘭蒙處理組為高。各組中黑色、褐色子魚之前/HL 值較紅色及白色于魚為高

。 I S/HL 值以紅色雌×歐利亞雄組之紅色子魚最高為 0.4249 , 其次是白色雄×褐色雖經荷爾蒙

處理組篤。.4184 ; 而以賀諾蚊種最低為 0.3357
, 次為紅包雌×耐諾蚊雄組之黑色子魚 0.3586 。

經荷爾蒙處理組興未處理組魚無閉緝的差異存在。爸組除白色雌×褐色線組之褐色于魚較白色、紅

色于魚為高 , 其餘爸組之褐色于魚 IS/HL1 區均眼白色、祉色于魚偏低。

自上各形質捌定之結果可以看出各組形貴如背贈、臀餾、醋耙、偵.U 腺鱗等多敷出現重盤現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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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1 。在體型上差異較大
, 如表 2 所示

, 可以看出其遺傳形式不同。紅色種體高、頭長、胸牆、尾

柄、第 1 背棘等比例較高
, 但其雜交積並沒有明顯的揖高。各組褐色于魚體高較大、尾柄鞍細、胸

體、臀鱷較長、助較長、眼徑小、眼球較大等特徵。賀諾蚊種及其雜交種助長、胸餾輝、眼徑大、
眼球較小。此些結果與前報相同

( 郭、蔡 1983 ) 。而經商爾蒙處理之魚臀錯覺長而第 1 背棘變題

。

二電派性狀 :
(寸血清脂酪 ( Serum esterase) :

所得結果如表 4 及圖 1 所示。

表 4 紅色吳郭魚雜交種血清脂悔之比較

Comparison of serum esterase pattern in" 7.0 % polyacrylamide
Tabl e 4

gel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Esterase Bands

Species
32

++Pred

++whi te
White ♀ X brown 0

P+Pbrown

P+red
red ♀ X red 0

+Pred

十Pwhi te
brown ♀ X whi te 0

++brown

P+red
P

+
+Pblack

black

red ♀ X aurea 0

hornorum ♀ X hornorum 古

hornorum ♀ X whi teo
++red
PPP

+
brown

black
aurea ♀ X aurea 合

whi te ♀ X whi te 0 +
+P

+
whi te

brown
十P+black

red ♀ X hornorum 0

++whi te

+
+
P

+
P

P
+
十

brown

red

whi te ♀ X brown 0

red ♀ x ( red ♀ X hornorum 0) F1black 0
black

appearance in all individual tested.(+)

t 一〉
(P)

not present

present in some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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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泳血清酪酪圖 , 由左至右分別為 :

Ele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in

7.0 % polyacrylamide gel 0

illustr.ted (from left to right) ar� :

圖 1

Fig. 1

(U 白色雌×褐色雄 ( 缸色〉
(2) 白色雌×福色雄〈福色〉

�) 自色雌×為色雄 ( 自色 )

(4 紅色雌×紅色維 ( 紅色〉
(5) 為色雌×白色雄 ( 紅色〉

(6) 褐色雌 X 自色雄 ( 為色〉

(7) 褐色雌×自色雄〈白色〉
(8) 紅色雌×歐利亞雄〈紅色〉
(9) 紅色雌×歐利亞雄 ( 黑色〉

帥賀諾蚊雌×賀諾蚊雄

叩賀諾蚊雌×白色維 ( 紅色〉

叫賀諾放雌×自色雄 ( 為色〉

a3 歐利亞雌×歐利亞雄

心白色雌 x 自色雄〈白色〉
( 經荷蘭蒙處理〉

a& 尼鱷魚雌×尼羅魚雄

a& 為色雄×自色雄〈白色〉

問紅色雌×賀諾放雄 ( 為色〉

( 經荷蘭豪處理〉

叫紅色雌×賀諾蚊錐〈黑色〉

仰自色雌×為色雄 ( 白色〉
( 經荷蘭蒙處理〉

ω白色雌×褐色雄 ( 福色〉

制紅色雌 x ( 紅色雌×賀諾釵雄〉

FI 黑色雄〈紅色〉

翎缸色雌 x ( 紅色雌×賀諾蚊雄〉

FI 黑色雄 ( 黑色〉

f Individual

Whi te ♀ x BrQwn 0 ( red)

Whi te ♀ x Brown 0 ( brown)

Whi te ♀ x Brown 0 (white Y
Red ♀ x Red 0 ( red)

Brown ♀ x white 0 ( red)

Brown ♀ x white 0 ( brown)

Brown ♀ x whi te 古 ( whi te )

Red ♀ x S. aurea 0 ( red)

Red ♀ x S. aurea 合 ( black)

S. hornorum ♀ x S. hornorum 0

S. hornorum ♀ x whi te 0 ( red)

S. hornorum ♀ x wh i t e 古 ( brown

S. aurea ♀ x S .aurea 0

Whi te ♀ x white 0 ( white)

( be treated with androgens)

S. ni/otica ♀ x S. nilotica 0
Brown ♀ x white 0 ( white)

Red ♀ x S. hornorum 合 ( brown)

( be treated with estrogen� )

Red ♀ x S. hornorum 合 ( black)

White ♀ x Brown 0 ( w hit e )

( be treated with estrogens)

Whi te ♀ x Brown 合 ( brown)

Red ♀ x ( Red ♀ x S. hornorum

FI black 0 ( red)

Red ♀ x ( Red ♀ x S. hornorum 合

古 black ( I::>lack )

合〉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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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雌×為色雄組n 色于魚今敢出現,Ez 及缸 , 偶爾亦出現 El 及 Ez
; 白色子魚、則僅出現 Ez 及

R 一帶 , 稿色子魚與紅色子魚相反 , 多敷出現 E1 及 Ez 帶
, 偶爾出現 Ez 及 E3 二帶。經雌性荷蘭

一理之後白色及福色于魚都僅出現 Ez 及 E3 二帶
, 興未處理組不盡相同。

紅色種之紅色于魚出現 El 帶 , 偶爾出現 E1 及 Ez
二帶。為色雌×白色雄組紅色及白色于魚出現

Ez 帶 , 偶爾出現 El 及 Ez 二帶
, 喝色子魚則僅出現 El 及恥二? 。

紅色雌×歐利亞雄組 : 紅色于魚出現 E 1
t 偶亦出現 El 及島

, 即黑色子魚則出現 El 及 Ei 三帶

, 偶聶出現 Ez 及 E3 二帶。

費諾放種則僅出現 E3 帶。

費諾放雌×白色雄組紅色于魚出現 El 及 E3 二帶
, 為色子魚頁。不穩定主要常出現 Ez 及 E3 二帶

,

偶單獨出現已帶。

歐利亞種僅出現El 帶。

白色種經雄性荷蘭豪處理組多數出現 Ez 帶 , 偶亦出現 El 及 Ez 二帶。

紅色雌×賀諾放雖經雄性荷蘭蒙處理組主要出現 El 及 E3 二帶
, 偶爾出現已帶。

缸色雌 xC 紅色雌 X 賀諾放雄 ) Fl 黑色雄之組
, 紅色子魚主要出現 E1"1 是 E3 二帶

, 偶爾亦會出現

Ez 及 E3 二帶。而黑色于魚較不穩定
, El ; El 及 E3 ; 也及 E3 均曾發現。尼羅魚則出現 El 及

1 二帶。
正見各純種魚如歐利亞、賀諾放、尼羅魚等之墨色帶均與往年相同依次為 El ' E3 及 El+ 品。

〈郭、藝 1983, 1984
) 。缸色種多數出現 El 帶亦與去年相間

, 蓋因母魚係選自歐利亞雌與白

色雄之什交種。白色種魚主要出現 Ez 帶 , 偶亦出現已及 Ez 二帶
, 可見自色種晶系已逐漸脫離

尼羅魚
, 歐利亞等晶系而具有獨立之特性。白色雌×稿色錐之自色于魚經商爾蒙處理組及未處理

組其星也帶相同都是 Ez 及 E3 二帶
; 但為色于魚未經荷蘭蒙處理組主要出現 El 及 Ez 二帶

, 偶爾

出現 Ez 及 E3 ; 而經荷蘭黨處理魚貝u僅出現 Ez 及 E3
二帶、二者不同其他各組荷蘭要處理魚是否

亦有此種變異現象需進一步探討之。各什交種間不開顏色于魚之畢色帶均有變異
, 尤其缸色雌×

〈紅色雌×賀諾放雄 ) F 1 黑色蜂組之黑色于魚極不種定
, 可見品系愈復雜 , 遺傳情況亦較接雄

。

仁}血色素蛋白質 ( haemoglobin) 卜

血色素蛋白的電話k 結果如圖 2 、圖 3 及圍 4 研示。

自色種之峰帶最為單純
, 僅出現 6 、 7 、 10 及 11 等 4 個較明顯的峰帶及第 3 峰帶較潰

, 如

圖 4 一呵。

尼羅魚種則出現 6 、 7 、 8 、 10 、陳 5 個明顯蜂帶及 3 、 12 等三較潰之峰帶如圖 4 -16

。

歐利亞種出現 6 " 7 、 10 、 11 等 4 個蜂帶及 2 、 3 、 8 、 12 等較潰之峰帶與尼羅魚種相顛

倒。園地一 14 0

、 2 、 3 等 3 個較
缸色吳郭魚則出現 6 、 7 、 8 、 9 ' 10 及 11 等 6 個主要明顯之蜂帶及

潰之峰帶、較自色種多出 8 、 9 二明顯峰帶。如圍 4-4 。

賀諾放種出現的蜂帶最多有 l' 、 1 、 2 、 3 、 4 、 5 、 5' 、 6 、 7 、 7' 、 8 、 9 、 10 、 11

、 2 等 15 個明顯的峰帶。如圖 4 - 11 。

自色雌×為色雄組間各種顏色研單之峰帶相近缸
, 為色子魚出現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及 12 等 9 個明巔峰帶 , 紅色哥魚第 9 及 12 二峰帶較淡
, 而白色于魚第 9 峰帶較漲。第

8 、 9 及 12 峰帶為此組不開顏色間的變異。此組經雌性荷蘭蒙處理魚
; 自色于魚出現 6 、 7 戶

a 、 o 、 11 等明顯峰帶 4 、 5 及 12 較潰 , 較未經荷蘭蒙處理組少了 4 、 5 二明顯峰帶。褐色于

主出現 6 、 7 、 8 、 m 瓦時 5 個明顯峰帶及第 12 峰帶較淡、較之未處理組亦缺少了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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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 2 電泳血色素蛋白。 ( 自左至右〉

Fig. 2 Photogram of haemoglobin of red tilapia hybrids

in 5.0 9出 polyacrylamide gel. Individual illustrated

left to right(from ) are

(1) 自色雌×福色雄 ( 紅色〉

(2) 自色雌×竭色雄 ( 福色 )

(3) 自色雌×為色雄〈白色〉

(4 紅色雌×缸色雄〈紅色〉

(5) 為色雌×自色雄 ( 紅色〉

(6) 福色雌×自色雄〈福色〉

(7) 福色雌×自色雄 ( 白色〉

(8) 紅色雌×歐刺亞雄 ( 紅色〉

(9) 紅色雌×歐利亞雄 ( 黑色〉

ω缸色雌×歐利亞雄 ( 白色〉＼

的賀諾放雌×賀諾蚊雄

a� 賀諾蚊雌×自色雄〈紅色〉

(l� 賀諾蚊雌×自色雄 ( 福色〉

04J 歐利亞雌×歐利亞雄

a$ 自色雌×白色雄 ( 自色〉

( 經荷蘭蒙處理〉

ae 尼羅魚雌×尼鱷魚雄

的福色雌×自色錐 ( 白色〉

(l� 紅色雌×賀諾蚊雄〈褐色〉

( 經荷蘭豪處理〉

叫紅色雌×賀諾蚊雄 ( 黑色〉

仰白色雌×褐色雄 ( 白色 )

〈經荷蘭蒙處理〉

仰自色雌×福色雄 ( 福色〉

翎紅色雌 x ( 紅色雌×賀諾蚊雄〉

Fl 黑色 ( 紅色〉

的紅色雌 x ( 紅色雌×賀諾奴雄〉

F� 黑色 ( 黑色〉

Whi te ♀ x Brown 古 ( red)

white ♀ x Brown 合 ( brown)

wh i te ♀ x Brown 古 ( white)

Red ♀ x Red 0 ( red)

Brown ♀ x white 0 ( red)

Brown ♀ x white 0 ( brown)

Brown ♀ x white 0 (white)

Red ♀ x S. aurea 合 ( red)

Red ♀ x S. (Jurea 合 (black)

Red ♀ x S. aurea � ( white)

S. hornorum ♀ x S. hornorum 0

S. hornorum ♀ x whi te 0 ( red)

S. hornorum ♀ x whi te 古 (brown

S. aurea ♀ x S. aurea 0

Whi te ♀ x Whi te 0 ( whi 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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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等明顯之峰帶且第 12 峰帶轉弱。圖是一 1 、 2 、 3 及 20 、 21 所示。

竭色雌×白色雄為上組之皮雜交、出現之峰帶主要有 6 、 7 、 8 、 10 、 11 及 12 等 6 個主

要明顯之峰帶及 1 、 3 、 9 等 3 個較淡之峰帶 , 較上組缺少 4 、 5 二明顯蜂.帶而與荷爾蒙處理組

相似。叉此組黑色及白色子魚出現峰帶相仙
, 紅色則不盡相同 , 第 3 及第 9 峰帶紅色于魚甚明顯

但黑色及自色于魚則較跤
, 且黑色及白色于魚缺少較淡之第 2 峰帶。圖 4-5 、 6. 、 7 及 17 。

紅色雌×歐利亞雄組主要蜂帶有 6 、 7 、 8 及 10 、 11 、 12 等較紅色種少第 9 峰帶、但較歐

利亞種多出第 8 峰帶。圖 4 - 8 、 9 、 10 。文紅色于魚第 12 蜂帶較明顯而黑色及白色于魚較潰

, 但黑色及自色于魚則多出第 2 及第 4 等 2 較淡之峰帶。

賀諾蚊雌 x 白色雄之蜂帶與賀諾蚊相似唯少部份峰帶較淚。如圖 4
一 12 、 13 。紅色于魚 I'

、 1 、 4 、 5' 、 7' 、 9 及 12 等峰帶較賀諾蚊種為淡且缺少 1 ' 峰帶。顯然紅色與褐色子魚聞亦
有差異。

紅色雄 x 賀諾蚊雄 , 此組之峰型與紅色種較相傲 , 並沒有賀諾蚊種那麼多的峰帶。為色于魚

主要明顯的峰帶有 6 、 7 、 10 及 11 等 , 4 、 5 、 8 及 12 等則為較漠之峰帶。但黑色于魚主要峰

帶較多有 5 、 6 、 7 、 8 、 9 及 10 、 11 、 12 等 8 個明顯峰帶及 4 、 5' 二較淡之峰帶如園 4
一

18 、 19 0

紅色雌 x ( 紅色雌×賀諾放雄 ) Fl 黑色雄之紅色于魚較黑色于魚多出第 9 峰帶
, 其餘主要峰

帶為 6 、 7 、 8 、 10 、 11 、 12 等 6 個。如圖 4 一 22 、 23 。近似於紅色種之峰型分布。

橋本 ( 1975 ) 認為魚類 Hb 電涼圖型具有種的特異性且不受性別及環境條件而變化
,
本試驗

中各品種魚如歐利亞、賀諾鼓、尼羅魚、白色種、紅色種等均有相異之峰型分佈 ' 亦即具有種之
特異性。文橋本 ( 1975 ) 、山口 ( 1975 ) 均認為魚類 Hb 電流圖型成分很多

, 屬於多成分系的
Hb , 並推測是魚類對種體生活環撞在呼肢生理上的一種適應現象。本試驗 Hb 電放之結果亦屬

於多成分型
, 可見吳郭魚呼膜生理上之適應性。 Manwell et al (1983) 及 Sick et al (1983)

研究什交種魚類 Hb 電詠像之變化發現什交種陽極端之成分增加很多而非僅是雙親物理混合的形

狀。本試驗發現除賀諾蚊種之什交種外
, 什交種之成分均較親魚種為多 , 但增加的成分並不只限

於陽極端
, 在起點附近及中聞部分亦有新成分增加。雖然 Hb 電搶在鞋、轉魚類的分析被認為可

以用來分別不同的種族
, 但 �ano et al (1971) 研究發現鯽魚 Hb 電話k 具有種內之變異。本試

驗各什交種之不同顏色子魚間多數亦存在 Hb 電話k 變異 , 故在用於種接到別時宜併用其他各種酵
素之電泳分析

, 相互比較。
(三) 轉鐵蛋白 ( transferrins ) :

電流結果如圖 5 、圖 6 及圖 7 所示。

Fig. 5

圖 5 電話k轉鐵蛋白。由左至右與圖 1 問

Ele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in 7.5 %
polyacrylamide

gel of serum transferrins ﹒ Individual illustrated (from left to right

) are same as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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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鐵蛋白峰型以紅色績最單純傳出現第 3 、 4 及 8 等 3 個明顯峰帶及第 13 較潰之峰帶。如 I國

7-4 。

其次是自色種僅出現 4' 、 5 、 8 及 13 等 4 個明顯蜂帶及較潰的第 1 峰帶。如閏 7 -14 。具

有 4' 蜂帶為其特徵。

尼鱷魚種具有 4' 、 5 、 6 、 8 、 13 等 5 個明顯之峰帶及較淡的 l' 峰帶。如圖 7 - 15 0 l'

及 4' 二蜂帶為其特徵。

歐利亞種之甘峰帶較寶雄具有 4 、 5 、 7 、 8 、 9 及時等 6 個明顯之峰帶及 1 、 3 等二個

較接峰帶。其中第 7 峰帶為其他各種所沒有
, 為其特徵。如國 7 一 13 。

賀諾蚊種之 Tf 峰帶很多有 3 、 4 、 5 、 6 、 8 、 9 及 13 等 7 個明顯峰帶及第 1 、 2 等二較

書是之峰帶。間時具有3 、 4 、 5 、 6 等四個蜂帶為此一品種之特徵。如圖 7 - 10 。

自色雄×福色攘
, 白色子魚較單純具有 2 、 3 、 4 、 8 、 9 及 13 等 6 個明顯峰帶。褐色于魚

具有 1 、 2 、 3 、 4 、 5 、 8 、 9 等 7 個明顯峰帶及較淡的第 13 峰帶。紅色于魚峰帶最多有 1 、

2 、 3 、 4 、 5 、 8 、 9 及 13 等 8 個明顯峰帶。不同顏色間有差異存在。經荷藹車處理組之自色

及福色于魚均具有 1 、 2 、 3 、 4 、 5 、 8 、 9 及 13 等 8 個明顯峰帶。興未處理組相較顯然自色

于魚增加了第 1 及第 5 二個峰帶。如圖 7
一 1 、 2 、 3 及時、 20 。

為色雌 x 自色雄、♂此組三種不同顏色于魚所出現的蜂型相差很多
, 如圖 7-5 、 6 、 7 、。紅

色于魚出現 1 、 3 、 4 、 5 、 8 及 13 等 6 個峰帶。福色于魚蜂帶最多有 1 、 2 、 3' 、 4' 、 8 、

9 、 10 、 11 、 12 及 13 等 10 個明顯峰帶 3' 、 4' 、 11 及 12 為其他各種所無 , 為其特徵。而

白色于魚出現 1 、 3 、 4 、 5 、 8 、 9 及 13 等 7 個峰帶 , 較紅色多出第 9 峰帶。

缸色雌 x 歐利亞雄 , 紅色與黑色于魚峰型相缸 , 缸色于魚出現 1 、 3 、 4 、 9 及 13 等 5 個峰

帶
, 黑色于魚第 13 蜂帶較潰。此組魚與紅色種峰型相傲。如圖 7-8

、 9 。紅色種具有第 8 峰帶

而此組魚較紅色種多第 1 及第 9 峰帶而無第 8 峰帶。

賀諾蚊雌 x 白色雄 , I比組紅色及稿子魚峰型無差異 ; 明顯峰帶有 4 、 5 、 9 及 13 等 4 個 , 第

1 及第 3 二峰帶較潰。如闡 7 � 11 及 12 。不像賀諾蚊種亦不像自色績。

紅色雌×賀諾蚊雄
, 二不同于魚之間峰型不同。如聞 7- 17 、 18 所示。褐色于魚出現 3 、

4 、 5 、 8 及 9 等 5 個明顯蜂帶及第 1 、 13 等二較潰之峰帶。而黑色于魚則出現 4 、 5 、 8 、 10

13 及 14 等 6 個明顯峰帶
, 其中第 10 及 14 二蜂帶為其特徵峰帶。

紅色雌 x ( 紅色峰 x 賀諾放雄 ) Fl 黑色雄 , 紅色及黑色于魚所出現的峰型相似。黑色于魚出

現 2 、 3 、 4 、 5 、 8 及 13 等 6 個明顯峰帶及較漲的第 1 峰帶。紅色于魚第 8 蜂帶較潰。此組峰

型與紅色種及賀諾蚊種均不相同。如圖 7 - 21 、 22 。

鈴木 (1972) 、 M'Qller et al C1966) 及 Payne
( 1971 ) 均認為 Tf 種的變異性大、用來做

種族區別的指標非常有用。本試驗結果亦可以君出不同晶種均具有種的特異性、非常容易區別
,

但什交種不同顏色之子魚具有不同的峰型
, 此種差異性值得繼續探討 , 書尋求什交種問之特殊性及

規則性。

自上之探討可以君出形質上什交種之不同顏色于魚具有不同的形質。在 Es 、 Hb 及 Tf 之

研究中可以容易的區別出不同的品種 ; 但什交種在生化系統上並無特異性及規則性 , 在間一組的

什交于魚中不同顏色之子魚均有不同的形質及電詠峰型表現
, 足見其遺傳因子頗不穩定而且不是

單一的因于表現。如何使這些不同顏色之于魚擴少變異
, 將是繼續研究努力的目標。

摘 要

紅色、白色、歐利亞、賀諾蚊等吳郭魚及其什交種經形質測定
, 電流分析血清 II 冒臨 ( S 叭f

es terase ) 、血色素蛋白 ( haemogl 曲 in ) 及轉鐵蛋白 ( transfer 巾 s ), 以謀討各品系及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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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間之差異
, 期能建立什交種及純種問之生化系統 (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為目標 , 而能用

以鑑別品系。結果在形質上各品種問均有璽疊之現象
, 但體型上差異較大。什交種之不同顏色體型亦

不相悶。而解荷爾蒙處理之魚臀攜增長但第 1 背棘誡鐘。電流分析之結果純種間均有差異性存在
, 可

用之為晶種的區別。 {十交種因不同顏色具有不同的峰型且不同種問相同顏色之子魚亦不相同 , 尚無特

異的規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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