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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吳郭魚育種改夏研究

紅色吳郭魚什交種性狀變異之探討 -

郭河﹒蔡添財

S.tudy on the Genetic Improvement 。 f Red Tilapia 一The

Characteristic Variation of Red Tilapia Hybrids

Ho Kuo 個d Tian-Tsair Tsay

The mor 前ometric meristic and serum electrophorectic characteristics

tilapia hybrids.are measured and com 興 red wi 也 their parental species.

The mor 恤ometric and meristic meastirements revealed

strains la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ir paren 包 I species, but the offspring of two

hybrids displayed more or Ie 隨 similar body type to those parental species.

The F 1 hybrids of pure S. ni lotica wi th S. hornorum or S. aurea all

same serum esteraSe .E1 祖dE�bands as pure, S. nilotica.

of red

the hybrids of two pure

appear the

The serum protein of red tilapia hybrids and their parental species displayed a

high polymorphism, there were no patterns similar to other specIes.

It was found the number of major bands of hybrids
軍vas less than their parental

S伊 cies.

前 書

由於吳郭魚類飼養容易不需特別技衛
, 且可利用人類的歷棄物高密度的養殖 ' 足為將來人類動物

性蛋白質最容屬得到的東囂 , 其發展潛力非常好戶。紅色吳郭魚由於其外表美觀 , 蛋白質成份高 , 可成

為將來發展之新魚種 ( 郭 1則 ) 。故已為今日業界主要研究課討之魚類對象。在本省吳郭魚養殖開
發成功的奇嘖過程中什交育種估著很重要的地位

, 福壽魚、單雄性吳郭魚等 ( 郭 1983 ) , 故揉討缸

色吳郭魚類亦需由什交育種著手以求穩定成長快速的優草品系
, 足供推廣應用。

多數魚類之生殖是將卵產投水中然後受精孵化 Karl et al ( 1977 ) , 故品種間之什交情形較之

陸上的動物及鳥類容屬。口孵性的吳郭魚類由於生殖習性相近
, 天然什交之情形非常普通 Giora et

al ( 1981 ) 品種闊的界限逐漸消失
, 容易混淆。至目前為止對吳郭魚類的許多遺傳特性尚未完全明

瞭 Lovshin ( 1982 ) 0 Moav et al ( 1976) 首免芳 l間形質及生化遺傳特徵 ( B iochemi 個 I genetic

markers) 來研究遺傳的特性 , Avtalion ( 1982) 亦剩用生化、電詠、免疫等方法來操討純晶系以

生產單雄性于代。本試驗主要目的在進行紅色吳郭魚人為什交過程中同時揉討什交品種及親魚種間形

質及生化組成上之差異
, 藉能提供商後還種之參考。



自

材料與方法

本試酸所用之缸色吳郭魚 ( Red Tilapia ) 、尼羅魚 ( 8. nilotica ) 、歐利亞 ( S. aurea )

及白色吳郭魚 (White Tilapia ) 為經多年還種交配而來。賀諾魯 ( S. hornorum) 為民國 71 年由

哥斯答黎加進口養成之第一于代。

魚體形賞之割定依 Lagler et al ( 1977 ) 所述之方甚進行 ,
由j 定魚體數為 30 尾。

電流所周之血清蛋白為自魚體口腔用針筒由心臟球中抽取、操血後利用離心攝以 3,000 rpm 離心

30 分鐘 , 抽取上澄澈用黨餾水稀釋 1 倍 , 並於樣品中添加 40 �怒之聽糖及 0.5 % 濃度之 �romophenol

blue 液。

血清脂酪 ( serum esterase). 血清蛋白 ( serum protein) 之電話k 以吳 ( 1983 ) 羅 ( 1982)

為依撮 , 分別以 7.5 % 及 5.5 % 之 Po lacryl amIde ge I 以 vertical slab gel apparatus (glass

plate 16 X 14 X 0.1 cm) 進行 ,
於泳箱中 ( 4 -- 5 � c ) 、 400 V 、 5MA 進行 8 小時。血清脂鷗

在電敢過後以0.2M IitosIitate 巖衝液、 pH = 6.5 及N ← propanol' 1 % α -Naphtlyl acetate'

1 % f3 - Na 凶 thyl acetate 之混合液中作用並以 Fast Garnet GBC bl 間接色星棕色帶。血清蛋

白於電詠之後以1 % Coomassie bri llant blue 染色曇藍色帶。染色以後均以 7.5� 屆 glacial acetic

acid 清說多餘之染料 , 最後用黨餾水清混、照相保存之。
血清蛋自最後以 Gelm 祖 Des i tome ter 分析各是色帶之濃度及相對比例。 Scan l�tb 傅拙nm

、 Light wave lenth 為 425mm. slit size 為 0.1 X 5.mm 。

結 果

一τ形質 :

缸色吳郭魚什交種典章見魚種之形質均有差異存在如衰 1 所示。各形質與體長之比如表 2
' 各組

之間均有差異存在。 BD/BL 之比值介於 0 .37� 前與 0.3241 之間以紅色吳郭魚 , 紅色吳郭魚雌 X ( 尼

羅魚雌魚×歐利亞雄魚 ) 之單雄性魚及紅色雌魚×歐利亞雄魚之什交種等比值較高。以賀諾魯純種

之比值較低 , 0.3241 , 歐利亞純種比植亦低僅 O. 扭扭。 HL/BL 之比值介於 0.3058 典 0.3375 之

間 ,
以賀諾魯純種最高 , 次為紅色吳郭魚以紅色雌魚 X ( 尼羅魚雌魚×歐利亞雄魚 ) 雄魚及尼羅魚

雌魚×歐利亞雄魚 2 組什交種較低。 PL/BL 、 DS/BL 、 AS/BL 等之比值均顯示紅色吳郭魚及

缸色雌魚×歐利亞 2 組較高 , 而以賀諾及紅色雌魚×白色雄魚者較低。 AS/DS 值以歐利亞最高

0.8758
' 而以自色種最低 0.7359 。各形質與頭長之比如衰 3 昕示。 S/HL 及M/HL 比值均以賀

諾魯純種最高, 而以紅色雌魚×歐利亞雄魚及紅色雌魚×白色雄魚之比值最低。 E/HL 以白色最

高尼羅魚純種最低。 DS/HL 及 AS/HL 之比值以缸色雌魚×歐利亞雄魚最高 , 而以賀諾魯純種最
低。其他體色、雌雄比例及紅色比例均見另報郭等 ( 1983 ) 。

宅電詠型圖 :

(寸血清脂臨 ( Serum es terase ) :

其結果如表 4 及國 1J. 時示 :

S. nilo/ica 顯示丸及 Ea

S. aUTea 顯示 E1

S. hOTnorum 顯示 Ea

R (♀) X R () 、 R( ♀) XWhite ( 含) 、 S. nilotica (-9) X S. aurea ( 含) 、 Whi te (♀)

XWhi te () 均顯示與尼羅魚相同的基因幣 1 及 Ea 0 R (♀) X White (的偶而僅出現 E1 帶。
R( ♀) X ( S. nitotica ♀ X S. aurea () ) 顯示出丸 , 偶而 E1 及 E2 問時出現 ,

但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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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紅色吳郭魚什交種其觀魚種各形質翻定值與標準體長及臀棘長之比的比較

Table 2 Compuison of mortitometric measurement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and its parental spp. as ratio 'of standard body length or dosal

spine ler 耳?;th.

Sped es BD/BL

niloti 臼 0.3682

aurea 0.3326

0.37 喝RXR

}l X whi te -
R X( niloticaX au rea )

0.3574

0.3728

hornorum 0.3241

nilotica X.aurea 0.3639

white X white 0.3591

R X hornorum 0.3487

0.3716 . 0.3140

0.3286

R X aurea

BL: “扭曲 rd body length.

BD : BodY depth.

HL : Head length.

HL/BL

0 . 3109

qdn0,A

AUaa
τ

00

。

LHY

呵
。
一

,A

。

aqdqd

nunu

‘

AV

0.3058

0.3375

0.3081

0.3274

PL/BL

0.3349

0.3436

o. 描 57

0.3340

0.3464

0.3 個 8

0.35 個

O. 346 7

0.3310

0.3706

DS/BL

0.1273

0.1271

AS/BL

0.1094

0.1113

0.1516 ,0.1253

0.1250 0.0999

0.1320

O. 1288

0.1375

0.1463

0.1437

0.1517

0.1111

0.1030
,

0.1170

0.1077

0.1147

0.12 偈

AS/DS

0.8590

0.8758

0.8269

0.7994

0.8420

0.7997

0.8504

0.7359

0.7986

0.7949

P L: Longth of pectoral fin.

DS : Length of last dorsal spine

AS : Length of 3rd anal spine.

表 3 缸色具郭魚什交種及其觀魚種各形質測定值與頭長之比的比較

Comparison of mor 戶ometric measurements of red ti lapia hybrids 叩dTable 3

its parental spp. as ratio of head ler 耳?;th.

M/HLS pedes

niIotica

aurea

RXR

R X white

RX (nilotica X aurea )

hornorum

nilotica X au rea

white X white

R X hornorum

Rx aurea

HL : Head length

S : Snout length
、

M : Mouth width

S/HL

0.3527

0.3786

0.3850

0.3599

0.3825

0.4455

0.3669

0.3798

0.4149

0.3429

AS : LeIgth of 3rd anal spine.

E/HL

o. 1886

0.2085

0.1974

。 ;2095

0.2019

0.2023

0.2117

0.2163

0.1924

0.2107

0.2130

0.2173

0.2069

‘ 0.2062

0.2115

0.3038

0.2103

0.2211

0.2410

0.2158

DS/HL

0.4096

0.3968

0.4530

0.3897

0.4315

0.3818

0.4464

0.4469

0.4371

0.4831

AS/HL

0.3518

0.3475

0.3746

0�'1115

O. 3634

0.;3053

0.3796

0.3289

0.3491

0.3840

DS : Ler 沼 th of last dorsal spine.

E : Eye diam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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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交紅色吳郭魚及其親魚種血清脂酪之比較

esterase pattern in 5.5%
表 4

A comparision of serum

of red tilapia hybride 祖d ite parental species.

polyacrylamide gels

Species
Esterase Bands

1 2 3

S. nilotica + +

S. aurea +

RXR
+ +

R X whi te + +

RX ( S.-nilotica xS. aurea') +p

S.hornoru m +

S. ni lo-tica X S.. aurea + +
也

whi te X white

R X S. hornorum

+ +

+ p +

R X S. aurea
+

app 甜 r 扭扭 in all indivJdual tested.(+)

〈一-) not present.
‘

present in some individuals.P ﹒

H

E.
E.

E.

制

圍 1 電諒血清脂酪圈。由左至右分別為 (1) 尼羅魚 (2 獻利亞的 )紅色吳郭魚 (4) 紅色雌×白色一

雄 (5) 紅色雄 X ( 尼羅雌×歐利亞雄 ) 單雄性 (6) 賀諾魯 (7.) 尼羅雌×歐利亞雄 (8) 白色種

(9) 缸色雄×賀諾魯雄 ( 黑色 ) ω缸色雌×賀諾魯雄 ( 缸色 ) 的紅色雌×歐利亞雄 (

紅色 ) (l� 缸色蟬×歐利亞雄【黑色 ) 。

Fig. 1 Electrophoretic patt 訂單 of Red Titapia hybrids and its par 且 tal

species'in 7.5% polyacrYlamide gel of serum esterase b 扭曲﹒

Individuali 11 U3trat 也 Cfrom left to right) sre (1) S. ni lot ica

(2) s. 萄vea(3) R� Tilapia (4) R♀Xwhi te 0 (5) R ♀XeS. nilotic,a ♀

X S. aurea ) 合 (6) S. hornorum (7) S ﹒ nilotica ♀ xS. aurea 0 (8)
‘

whi te Ti lapia (9) R ♀ xS. hornorum 0
( black) (10) R ♀ xS. hornorum

合 ( red ) (11) R ♀ X S. aurea (red) (12) � ♀ X S. aurea (bl 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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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 aurea 合僅顯示 EI 帶。

R ﹒ ( ♀,) x S. hornorum 0 主要出現 EI + E.
' 偶而顯示出 E2 及 E. 。

目血清蛋白質 ( Serum protein) :

結果如國 2 丑聞 3 及國 4 所示。

可以看出血清蛋白各組之間均不相間
,
其變異性很大。不但各魚種之間不間 , 什安于魚與親

魚之間亦有相當大的差異存在。

各組血清蛋自出現的略帶自 16 -- 32 不等如圖 4 。

歐利亞純種出現主要峰帶是 : 1 、 2 、 10 �.0� 11 、 14 、 16 、 18 、 19 0 .

4 正色吳郭魚主要的峰帶為 : 1 、 2 、 5 、 10 、 13 、 16 、 17 、 20 。

紅色雌×白色雄主要峰帶有 : 1 、 6 、 13 、 14 、 15 、 17

紅色雌 x ( 尼握魚雌×歐利亞雄 ) 雄主要略帶有 : 1 、 2 、 3 、 4 、 11 、 12 。

賀諾魯純種主峰帶是 : 1 、 2 、 4 、 �o 、 14 、 21 、 22 、 23 、 25 、錯。

尼羅魚雌×歐利直雄主要峰帶是 : 1 、 4 、 8 、 10 、 17 。

白色種主要峰帶是 : 1 、 2 、 7 、 23 、 24 、鈞、 27 。

缸色雄×賀諾魯錐之黑色于代主要峰帶是 : 1 、 3 、 5 、 8 、 17 、 " 。

缸色于代主要峰帶是 : 1 、 2 、 3 、 19 、 20 、訕。

紅色雌×歐利亞雄之紅色于代主要峰帶是 : 1 、 3 、 11 。

黑色子代主要峰帶是 : 1 、 2 、 5 、 11 、 13 、峙。

--A

叫
開

Fig. 2

電 Vj( 血清蛋白 -由左至右分別為 (I) 尼羅魚 (2 嚴利亞 (3) 缸色吳郭魚包胚﹒色雌×白色

雄 (5) 紅色雌×官 ( 尼羅魚雌×歐利亞雄 ) 學雄性 (6) 賀諾魯 (7) 尼羅魚雌×歡利亞雄 (8) .
白色種 (9) 紅色雌×賀諾魯雄 ( 黑色 ) 帥缸色雌×賀諾魯雄 ( 缸色 ) ω紅色雌×歐

利亞雄 ( 黑色〉ω缸色雌×歡利亞雄 ( 紅色 )

Photogram of serum protein of Red Tilapia hybrids am their

parental species in 5.59 名 polyacylamide gel. Iniividual illustrated

(From left ω right) are (1) S. nilotica (2) S.aurea (3) Red

Tilapia (4) R ♀ X whi te 合 (5) R ♀ x ( S. ni lotica ♀ x S; aurea) 合

(6) S. hornorum(7) S.nilotica ♀ x S. aure.a 合 (8) White Tilapia

(9) R ♀ x S. homarum (black) 00) R ♀ XS. 如 rnorum ( red) (11)

R ♀ X S: aurea ( black) (12) R ♀ XS. aurea 0 (red).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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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 aurea

50

O

10

RxR

50

20

O

101 于

R X whi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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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τ形質 :

一般而言什交種之形質等性狀會趨向於三觀魚種之間 Keenleyside et al (1973 ) 。什交種
之于代遺傳性狀較接什 Kar1.et al. (1977 ) 。本試驗之結果亦是如此 , 如圍 5 冊示 , 尼羅魚雌魚
×歐利亞雄魚其背緝及臀緝軟峰以及姆耙數明顯的介於2 純種親魚之間。其他各組什交種則顯示出

形質增多之趨向如缸色雌×白色雄其背錯、臀緝軟饒及總耙數均明顯的較親魚為高 , 紅色雌×賀諾
魯雄、缸色雌×歐利亞雄亦同樣有增加之勢﹒。

紅色雌X( 尼羅魚雌×歐利亞雄 ) , 其什交子代除臀錯外 ,
背鱷及總耙數增加之勢較不明顯。

其他形質之比如 BD/BL 、 HL/BL 、 S/HL 、 M/HL 、表 2 及表 3 可以顯示出賀諾魯及白色種體

高較小頭較長之體型 ,
尼鱷魚及歐剎車種頭較小 , 體高較大 ,

紅色吳郭魚則屬於頭平斜體高大 , 日
小之體型 ,

但其什交種如紅色雌×賀諾魯雄則明顯的不論純種閱或什交種之于代均趨向於中間性之
體型。

三毛電泳性狀 :

由於尼羅魚峰造歐利亞雄 , 紅色吳郭魚 ,
紅色雌×白色雄以及白色種血清脂臨之電泳帶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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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闡 4 血清蛋白描繪圖 : (1 廠利亞純種 (2) 尼羅魚雌×歐利亞雄。胚色雌X( 尼羅魚雄×

歐利亞雄 ),(4) 紅色雌×歐利亞雄 ( 紅色 )'(5) 紅色雌×歐利亞雄 ( 黑色之 (6) 紅色吳

郭魚 (7) 缸色雄×白色雄 (8) 白色種吳郭魚 (9) 賀諾魯純種直舵色雌×賀諾魯雄 ( 黑色

) ω缸色雌×賀諾魯雄 ( 紅色 ) 。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el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serum protein.

(1) S. aurea (2) S. nil�tica ♀ X $. aurea (3) Red ti lapia X ( S.

niloticaXS. aurea) 合 (4) Red tilapia ♀ X S. aurea 0 ( red )

(5) Red tilapia ♀ X S. aurea 合 ( black) (6) Red tilapia (7) Red

ti lapia ♀ X whi te ti lapia 0 (8) white tilapia (9) S. hornorum

(10) Red tilapia ♀ x S. hornorum 合 (black) (11) Red tilapia ♀

X S. hornorum 0 (red)

E1 :&Et 與純種尼羅魚相同。可紅色雌×歐利亞雖以及缸色雌 X( 尼羅魚雌×歐利亞雄
) 之什交撞出

現丸 ,儲 {師出現 E1 圳 2 與歐利亞純種相間 , 紅色雌×白色雄什緒 , 如果自色雄為歐利亞純
種之瓦時亦會出現 E1 帶。而賀諾魯純種出現 E. 帶 , 但紅色雌×賀諾魯雖則出現 E l:&Ea 2' 帶偶

爾出現 E 品Ea 2 帶
, 可見什安種所星現之血清脂酪遺傳性狀並不一定介於二觀種之間 , 而是接受

遺傳性狀較強之觀魚種 , 本試驗之結果尼羅魚之血清脂鸝遺傳性較強次為歐和j 亞種 . .賀諾魯純種則

較弱。 Ofelia 等 ( 1982) 探討血清脂醋結果各種之間均不相同。又具等 (1983 ) 以體表粘液脂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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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之探討結果紅色吳郭魚典尼羅魚之血輯關保相近。本試瞳之結果都間 , 這是生化證胡郭 ( 1982 ) 謂

紅色吳郭魚為莫三鼻卡 ( S. mossambi ca ) 自費種 ( Albino) 與尼羅魚什交還種而來之事實。但

由本試豔探討之結果 , 血清脂酪並不能單獨用來倒到吳郭魚品系之不間 , 僅可得知其血輯之闢係。

血清蛋白電斌帶顯示各品系及什交種所表現的變異性很大 , 即使自缸色雌魚×賀諾魯雄魚或歐
利亞雄所得之于代其黑色和紅色于代之間亦有很大的差異存在。沒有獨特的遺傳變異存在

, 唯各什

交種之主要蜂帶較少且表現較明顯突出 , 而親魚種則相反。橋本 (1975 ) 認為一般血清蛋白組成因

生理、營養狀態及環揖囡素等常會有大幅變動 , 因而血清蛋白各成份之性質及相互關係這未解闕 ,

很少用來作種族之對別。本試驗亦有相同之結果 , 因各組之間均無相間之分布亦可供爾後品系對§jIJ

之參考
, 唯尚需進一步試驗比較。

摘 要

也紅色具郭魚什交種各種形賞 , 血清脂酪 � 及血清蛋白的探討得到如下之結果 :

-各品系間形質均有差異存在 , 純種閑之什交種其形質趨按中間性 , 什交種問之于代形質有增加之勢
, 唯體型近缸l於親魚之形狀。

三毛與尼羅魚純種交配的第一于代血清脂酪均顯現出與尼羅魚相同之 EI 及 E2 帶
, 以遺傳性而 ,言尼羅魚

最強次為歐利巨
, 賀諾魯較弱 , 故血清脂酪可用來表明親韓之關係而無龍單獨用作種系之飼別。

三美紅色吳郭魚其什交種之血清蛋白均有相當大的差異存在
, 而無遺傳特性基因表現。唯什交種出現的

峰帶均較親魚種單純突出
, 可供品系與i 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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