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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吳郭魚育種改良研究

紅色艱巨魚什交種性狀變異之探討
河﹒絮添財郭

of Red Tila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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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吳郭魚類在天然之中什交情形非常普遍 ( Giora et al 1981 ). 品種昇限逐漸損失 ,
外

表形質量壘
, 且易受外界環境因素之影響 , 使得利用形質鑑別品系比較困難 (Mcandrew and

Majumdar 1983; Basiao and Taniguchi 19

移動分別其帶電性及形狀 , 已證實對品種鐘別非常有用 ( Thorpe 1979 ; Allendorf and Utter

1979 ) 。而且在品類生活史的各階殷均有相同的紋果
, 不受大小、年齡及最境之影響 ( Cruz,

Thorpe and Pull in 1982) 。故利用電泳研究吳郭魚鑑定品獵者已逐漸增多。本語毆是繼續去年

之研究 ( 郭、蔡 1984 ) 以電秘方法配合外部形質之擇討
, 崩龍服解在人工選種交配之時對各品系

及什交禮的形質及生化組成之盡興
, 供繭後還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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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 說毆所用之魚為末年度什交配對養成之白色 , 紅色及什交品種共七組。形質 illY 定
, 踩血法、

膠體配製 ' 筒泳過程及血清脂鵲
( serum es terase ) 均與前線 ( 郭、姦 1984 ) I司。轉鐵蛋白 (

transferrins ) 測定及染色法依 Payne ( 1974 ) 、血色素 ( haemoglobin) ‘依 Beck et al (

1983 ) 之法處理。血色素及總鐵蛋白 tl.Gelman Densi tometer 分析各墨色帶溫度
, scan

length 為 1l0mm, slit size 為 5 x 3 mm ' wave length 前者為 475 μ
, 後者為 500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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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τ形真 :

本試驗各魚值及紅色吳郭魚什交通 i之形質均有差異存在
, 則表 1:& 國 7 所示。各形質均曇重

疊之現象
, 高低值之間偏亦小 , 尤以背錯、臀績為然。背輯軟條舔了賀諾蚊雌 X 歐利亞錐之平均

值較親魚種增加外
,
其餘各什交淵之平均

{也都在 w:i fJl JXl �. 丘之 II\! ; 們的 'I(X 能小均 ill'( 叫 '; r ( ) 己的rf1J:(tltlt

x 自色雄 ) F. 白交組及缸色雌×白色雄 = 組有降低外
, 各什交種亦在兩親魚種之間 , 顯示什交

種趨於兩親魚種聞之特性 ( Keenleyside et al 1973 ; Karl et al 1977 ) 。總把數之越異

範圈較大
, 以賀諾蚊雌×自色雄最大的一 35 ' 而以與歐利亞什交遷之數值較高

, 尼羅魚雌×歐

利亞繼平均 30 '
白色品系之什交通平均值反而降低。

二毛電詠性狀:

H 血清脂臨 ( serum es terase) :
其結果即表 2 及國 1 所示。

尼羅魚、歐利亞及賀諾蚊出現的基因帶均與去年相同、尼羅魚出現 E. 及 E2 帶
, 歐利亞出

現 E. 幣、賀諾蚊出現 E. 幣
, 另尼羅魚雌 X 歐利亞雄

, 白色雌×白色雄二組均出現與尼羅魚相

闊的 E. 及 E2 二帶。但紅色雌 x 白色鐘之缸色子魚出現 E. 帶
, 黑為色子魚出現 E. 及 E2 二帶

, 缸色×缸色所得子魚自色出現 E. 而紅色則出現 E. 及 L 二帶
, 其他各自色品系什交繩子魚

亦各有其特殊的是色帶出現。賀諾蚊雌×白色錐之黑為色及紅色子魚均出現 E. 及 E. 二帶
, (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 F. EI 交組 , 黑 ;褐色子魚出現 L 帶偶而出現 E. 及 L 二帶
, 而紅色子魚僅

出現 E2 幣﹒ ( 歐利亞雌×自色雄 ) F. 雌×賀諾蚊雄、黑袍色及紅色子魚均出現 L 及 L 二帶

。賀諾蚊雌×缸色雄之缸色子魚出現 E. 而黑色子魚則出現 E. 及 L 二帶。

本年度紅色及白色禮之什交子魚血清脂酪呈現的基因帶較去年度直維
( 郭、蔡 1984 ) ,

尤其間組不同顏色之子魚出現不同的基因帶
, 可見紅色及白色品系在遺傳上已星現混亂之現象

。此可能是早先四色品系之白色幢大量死亡
, 致目前所使用之白色種多半來自歐利亞雌×白色

雄所得三色種晶系選種交配而來
, 而紅色種亦因成長良好被保留養成 ,

由於 2/( 泥池不敷使用已

被混淆交配
, (
郭 1980

) , 是故末年度缸色 X 紅色研得之子代白色子魚出現同於歐利亞之 E.

帶
, 缸色雌 x 白色雄之紅色子魚亦僅出現 E. 帶

, 賀諾蚊雌 x 紅色錐之紅色子魚出現已帶
,
而

黑福色子魚出現 E. 及 E. 二帶。而賀諾奴雌×白色雄之子魚均出現 E. 及 E. 二幣
, 賀諾蚊雌 x

歐利亞縫之于魚亦出現 E. 及 E. 二帶
, 二品種同時呈現特性 , 亦顧示紅色及白色種偏向歐利亞

品種之晶向。 ( 歐利亞雌 x 白色雄 ) F. 雌×賀諾蚊雄
, 黑福色及缸色子魚均出現 E. 及 E, 二

帶
,
而 (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 F. 自安組于魚則均出現 E2 幣

, 黑色子魚偶而出現 E. 及 E2 二帶

均顯現出不規則的遺傳性
,
缸l 乎趨向於返祖的現象。

叫血色素蛋白 ( haemoglobin) :

血紅素之電泳結果即國 2 及國 4 所示。

各組之是色之峰帶有 3---6 個不等
, 同組子魚顏色不同者亦有不同峰帶存在 , 胡圈 4 。

( 歐利亞雌 x 自色縫 ) F. 雌 X 賀諾蚊雄
, 黑為色子魚主要峰帶有 3 '

以第一峰帶最尖銳

, 以第 2 峰帶相對濃度最高 38.0%
; 同組黑色于魚出現 4 個峰帶 , 以第 1 略帶最尖銳

, 相對

濃度亦最高 40.5 % ' 第 4 略帶較弱。
( 尼羅魚雌×白色雄 ) F. 自交組

, 紅色魚呈現 4 個峰

帶
, 以第 1 略帶最尖銳

, 第 2 峰稽相對濃度最高 42.6% ' 第 4 峰帶最弱 ; 同組黑色魚亦出現

4 個略帶
,
同樣以第 1 條帶最尖銳

, 第 2 峰帶相對濃度最高 42.7% ' 而第 4 峰帶較弱。

紅色雌×白色雄
, 黑福色魚出現 3 個峰帶

,
第 1 略帶最尖

, 相對濃度則以第 3 峰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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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2 紅色吳郭魚什交極血清脂臨之比較

Comparision of serwn esterase pattern in 5.5 %

polyacrylamide gels of red ti lapia hybrids.

Tabl 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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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sEsterase
Speci es

321

++black( aurea ♀ x whi te 合 ) FI 9

�

++black brownhornorum 合

+

+

+

black

red

( nilotica ♀ x whi te 合 )FI ♀

X

FI 合

red ♀ x white 合 red

++brown

+

+

+

+

+

+

+

+

+

bl ack brown

red

hornorum ♀ x white 合

nilotica 9 x nilotica 合

niloti 臼 � x aurea 合

aUrea ♀ x aurea 合

aurea 9 x aurea 合 +

+hornorum ♀ x hornorum 合

+whi tered 9 x red 0'
++red

++hornorum 9 x aurea 合

+redhornorum ♀ x red 0'
+

+

+

+

black

white ♀ x whi te 合

37.3% ' 同組缸色魚亦呈現 3 個峰帶
,
第 1 峰帶最尖銳

, 第 3 略帶相對濃度最高 41.3 % 。

賀諾蚊雌×白色 k 裳 , 黑褐色魚出現 5 個峰幣
,
第 1 峰帶較尖銳

,
第 4 略帶相對濃陸最高

32.6% .第 2 及第 5 略帶較弱。同組紅色魚同樣出現 5 個峰帶 , 但未出現尖銳的略帶 ,
並

以第 3 峰帶相對濃度最高 45.5% .第 1 第 2 第 5 三略帶均較弱。

缸色雌×紅色雄 , 紅色魚出現 4 個略帶
, 第 1 峰帶末日 i 觀尖銳峰形 , 以第 2 略帶相對濃度

最高 43.2 % ' 第 4 峰帶較弱
,
同組白色魚出現 5 個峰帶

, 亦未出現尖銳峰形 ,
以第 3 峰帶相

對濃度最高 45.4 % .第 1 .都 2 及第 5 峰的均弱。

賀諾蚊雌×紅色雄 , 紅色魚有 6 個峰帶
,
未出現尖銳峰形

, 第 3 峰帶相對濃度最高 48.9



圖 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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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泳血清脂鸝圈。由左至右分別為 :
(1) ( 歐利亞雌 x 白色鐘 ) Ft 雌×賀諾魯維〈黑色 )

m(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FtxFt( 紅色 )

(3)( 尼羅魚雌 x 自色雄 )Ft xFt (,m 色 )

(4) 紅色雌 x 自色雄 ( 黑福色 )

(S) 缸色雌×白色峰 ( 缸色〉

(6) 賀諾魯縫 x 自色雄 ( 黑為色 )

(7) 賀諾魯雌×白色雄 ( 缸色 )

(8) 紅色雌 x 紅色雄 ( 紅色 )

(9) 缸色雌 x 缸色雄 ( 自色 )

。。賀諾魯雌×缸色雄 ( 缸色 )

ω賀諾魯雌 x 紅色雄 ( 黑色 )

ω白色雌 x 白色雄 ( 白色 )

Ele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in 7.5 % polyacrylamide gel of serum esterase

bands.

Individual illustrated ( from left to right are

(1) (S. aurea ♀ xwhite 合 )Ft ♀ x S. hornorum 合 )

(black)

(2) (S. ni loti ca ♀ x whi te 合 ) FIx F t ( red)

(3)( S. nilotica ♀ x whi te 合 ) F t X F 1 ( black)

(4) Red ♀ x whi te 0'
( black brown )

(S}Red ♀ x whi te 0'
( red)

(6) S. hornorum ♀ x wh it eO' (black brown )

(7)S. hornorum ♀ x whi te 合 (red)

(8) Red � x Red 合 (red)

(9)Red � x Red 0' (white)

ω S. hornorum ♀ x Red sp. 合 ( red)

aDS. Izornorum ♀ x Red sp. 兮 ( black)

a�whi te � xwhi te 合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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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泳血色素蛋白。一由左至右。

(1) ( 歐利亞雌×白色雄 ) F 1 雌 x 賀諾魯縫 ( 黑色 )

(2) ( 歐利亞雌 x 自色雄 ) F. 雌 x 我諾魯雄 ( 黑搗色 )

(3)(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F.xF.( 缸色
)

(4)( 尼擺 flt 雌×白色雄 )F. xF. ( 黑色 )

(5) 紅色雌 x 自色雄〈黑褐色 )

(6) 紅色雌×白色雄 ( 缸色 )

(7) 賀諾魯雌×白色雄 ( 黑為色 )

(8) 賀諾魯雌 x 白色雄 ( 紅色 )

(9) 缸色雌 x 紅色雄〈紅色 )

aD) 紅色雌×缸色雄 ( 白色 )

ω賀諾魯雌 x 紅色雄 ( 紅色 )

a� 賀諾魯雄×缸色雄 ( 黑色 )

的白色雌×白色雄 ( 白色 )

of red tilapia hybridsFig. 2 Photogram of haemoglobin

5.0 % polyacrylamide gel.

Individual illusfrated ( from left to-right) are

(1)( S. au rea
� Xwhite c) Fl ♀ x S. hornorum 合

(black brown )

(2) ( S. 伽 rea ♀ x whiteO' ) F. ♀ x S. hornorumO'

( black)

(3)(S. nilotica ♀ x whi te 合 ) F I X F I
( red)

(4)( S. nilotica<¥ x white 合 ) F. x F. ( black)

In

(5)Red ♀ x whi te 合 ( black brown)

(6) Red ♀ x whi te 合 ( red)

(7) S. hornorum � x whi te
0'

( black brown

hornorum ♀ x whi te 合 (red)

(9) Red ♀ x Red 合 (red)

(\0) Red
�

x Red 合 (white)

(11) S. hOr1/orum ♀ x Red sp. 0'
( red)

a�s. hOY1lorum �
x Red sp. 合 ( black)

a3whi te ♀×咱 ite 合 (white)

)

(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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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3 電泳轉鐵蛋白。由左至右。
(1)( 歐利亞雌 x 白色雄 ) F ‘雌×賀諾魯雄 ( 黑色〉

(2) ( 歐利亞雌 x 白色雄 ) FI 雌 x 賀諾魯雄 ( 黑為色 )

。 ) ( 尼羅魚雌×白色雄 )FI xFI ( 黑色 )

(4) (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 FI X

(5) 紅色雌 x 白色峰 ( 黑褚色 )

(6) 缸色雌×白色雄 ( 紅色 )

(7) 賀諾魯雌×白色雄〈缸色 )

(8) 賀諾魯雌×白色雄 ( 黑福色 )

(9) 紅色雌 x 紅色雄 ( 缸色 )

00> 賀諾魯雌×紅色雄 ( 紅色 )

ω賀諾魯雌 x 缸色雄 ( 黑色 )

ω白色雌 x 白色雄 ( 自色 )

FI

Fig. 3 Ele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in 7.5 % polyacrylamide gel of serum transferrins.

Individual illustrated ( from left to right) are

(1) (S. aurea ♀ x whi te 合 ) FI � X S. hornorum 合

( black brown )

(2) ( S. aurea ♀ x whi te 合 ) FI ♀ x S. hornorum 合

( black)

(3)(S. nilotica ♀ x whi te 合 )FI�xFI 合 ( black)

(4)( S. nilotica ♀ x whi te 古 ) F I ♀ x F I 合 ( red)

(5)Red ♀ x 叫}i te 合 ( black brown )

(6)Red � x white 合 ( red)

(7) S. hornorum � x white 合 ( red)

(8) S. hQrnorum � x white 古 ( black brown)

(9) Red ♀ x RedO'
( red )

00> S. hornorum ♀ x Red sp. 合 ( red)

自 ]) S. hornorum � x Red sp. 合 ( black)

(l�Whi te � x white 合 (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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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為第 4 略帶 34.8% 餘各峰帶均弱。同組黑色魚有 5 個峰幣 ,
第 1 峰帶尖銳

, 相對濃度
以第 3 峰帶最高 35.1% .第 5 蜂帶較弱 , 第 2 峰帶稍弱。

白色雌 x 白色縫
,
出現 5 個略帶

, 第 1 峰帶尖銳 , 相對濃度以第 5 略帶最高 29.8%

峰帶濃度相差較小。

由上可以看出各組主要峰幣的在 2-3 個
,
賀諾放雌 x 紅色雄

, 雖然皇親 6 個峰幣
,
但濃

度較高之 � 帶亦僅 2 個 ; 而相對濃度較高之峰帶主要在第 2 或第 3 峰帶 , 僅白色種出現在第 5

峰帶 , 賀諾蚊雌 x 白色縫出現在第 4 峰帶。餘 ( 歐利亞雌 x 白色雄 ) FI 雌×賀諾蚊縫之組外

輿賀諾蚊相交之各組峰帶偏多。但各組之型態則與其他魚類相位
,
惜木 C 1975 ) 、山口 (

1975 ) 、 Beck et al C 1983 ) 。

i三) 轉鐵蛋白 C transferrins ) :

結果如國 3 、圖 5 及區 6 所示 , 各組出現 1-7 個峰帶。

( 歐利亞雌 x 白色雄 ) FI X 賀諾蚊雄
, 黑色子代出現主要峰帶為 1 、 4 、 5 、 6 、 7 以

第 5 峰帶濃度較低。黑裙色子代主要峰帶為 1 、 4 、 6 、 7 .第 5 略帶未出現。

( 尼羅魚雌 x 白色雄 ) FJ 白交姐 , 黑色子代出現主要略帶為 l' 、 1 、 2 、 3 、 4 、 6 、

7 而紅色子代主要略帶為 1 、 3 、 4 、 6 、 7 第 3 略帶濃度較低 , 第 2 略帶不明顯。

缸色雌 x 白色娃、黑褐色于魚主要略帶為 l' 、 2 、 3 、 4 、 6 、 7 .第 2 及第 6 略帶濃度

較低。紅色子魚主要峰帶為 1 '
、 2 、 3 、 4 、 6 、 7' 、 7 但 l' 、 6 、 7 三條帶濃度很低。

賀諾蚊雌×白色雄 , 黑稿色子魚主要峰帶為 1 、 3 、 5 、 6 、 7' 、 7 其中 1 、 6 、 7 三帶

濃度較低。紅色子魚主要峰帶有 1 、 3 、 5 、 6 、 7
'
、 7 其中 1 、 7 二峰帶濃度較低。

缸色雌 x 紅色雄
, 主要峰帶為 1 、 2 、 3 其中第 1 略帶濃度低 , 5 、 6 、 7 三略帶不明顯

, 各

。

賀諾蚊雌 x 紅色雄
, 紅色子魚主要峰帶為 1 、 2 、 3 、 5 、第 6 及第 7 峰帶不叫顯。黑色

子魚主要有 1 、 3 、 5 、 6 等峰帶 , 第 2 及第 7 二略帶不明顯。

白色雌×白色縫之于魚主要 �學帶悶 1 、 3 、 5 、 7 等 , 第 1 峰帶濃度較低
, 第 6 峰帶不明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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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缸色吳郭魚什交種及其親魚極之背攝、臀緝歌 l樣

Dorsal and anal fin ray numbers of red tilapia hybrids andFig. 7

its parental sped es

由上之結果顯示轉鐵蛋白之蜂型以紅色種第 2 及第 3 二蜂帶較單純白色種則為第 1 、 3 、

5 、 7 四峰型 ; 什交種除了三對什交 ( 歐利亞雌 x 白色維 ) FI 雌 x 賀諾蚊縫之于魚為四峰帶

外 ,
各組均有續多之現象。但各組主要續異帶在第 2 至第 6 綠帶間較為明額。各缸中雖然不同

顏色子魚是色峰帶不盡相同
,
但都非常接近

, 唯賀諾蚊雌 x 缸色縫之黑色子魚與缸色子魚之差

異較大 , 圖 6 - 10 及 11 。而紅色雌 x 白色錐子魚之墨色帶 /' 圖 6 -5 及 6 , 不是二親魚種之遺
傳融合 , 圍 6-9 及 12 。其他各組之情況宜更進一步傑討比較各親魚之星色峰幣。

摘 要

由缸色及自色種吳郭魚什安第皇之形質測定
, 血清脂醋、血色素及轉鐵蛋白之電泳分析所在討各

什交品系問之差異
,
得到創下之結果 :

(1) 各組什交種之形質雖有差異存在
,
但星重疊之現象

,
並顯示出什安縫之形質極於兩親魚種問之

特性。

(2) 各組什交種中不同顏色子魚星現不同的血清脂臨基因帶
,
顯示不同顏色之子魚有不同的遺傳因

子。

(3) 什交禮之轉鐵蛋白峰帶顯示出較純種倡多
, 且純種之遺傳因子並非完全顯示於什交子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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