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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鳍棘鲷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水经济鱼类， 是目前尚没有通过国家原良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的新品种。 为做好黄鳍棘鲷新品种选育工作， 培育出生长速度快的新品种， 需估计生长

性状的遗传力。 本研究以黄鳍棘鲷为研究对象， 采用巢式设计和人工授精方法， 构建了 １９ 个

黄鳍棘鲷全同胞家系 （包括 ７ 个半同胞家系）， 测量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的生长数据， 并使用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软件对其全长进行遗传力估计。 结果表明，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全长的遗传力为

（０ ２３４ ±０ ０４７）， 属于中等水平遗传力。 研究结果可为黄鳍棘鲷的良种选育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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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Ｓ９１７ 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６ － ９８４８（２０２３）０１ － ００２３ － ０７

　 　 黄鳍棘鲷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ｇｒｕｓ ｌａｔｕｓ） 隶属于鲈形

目 （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 鲷 科 （ Ｓｐａｒｉｄａｅ ）、 棘 鲷 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ｇｒｕｓ）， 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水养

殖鱼类［１ － ２］。 黄鳍棘鲷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
在海水及咸淡水养殖业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３］。
但是近年来， 由于过度捕捞， 黄鳍棘鲷自然资源

逐年衰减。 海区悬浮物浓度的增加也给黄鳍棘鲷

养殖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４］。 在长期养殖过程

中， 由于缺乏系统选育， 黄鳍棘鲷养殖群体种质

衰退明显［５ － ６］， 面临生长速度变慢、 抗逆能力变

差以及养殖效益降低等问题［７］， 亟待进行遗传

改良， 培育出具有生长速度快、 抗逆性强的新

品种［８］。
黄鳍棘鲷的养殖周期较长［９］， ３５ 日龄是黄

鳍棘鲷养殖中的一个早期阶段， 通过测定 ３５ 日

龄黄鳍棘鲷的生长数据， 可以估计出它的早期遗

传力， 以便于对黄鳍棘鲷的生长性状进行早期选

育。 对于养殖鱼类而言， 生长速度最为直接的体

现是体长和体质量， 因此该两者也就成为动物育

种中选择的主要目标性状。 全长作为黄鳍棘鲷的

主要经济性状之一， 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数量性

状， 与体长呈正相关。 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的不

同之处在于， 前者更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且个

体间的变异规律是呈连续性正态分布， 而后者在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表现较为稳定， 变异呈间断

性， 因此无法利用质量性状的方法去分析数量性

状的遗传机制。 研究质量性状常用的方法是系谱

和概率分析， 而数量性状的研究则需要结合遗传

学和生物统计学方法。 在实验中， 可先采集数量

性状的表型值， 再运用统计学方法估算出各因子

的方差组分， 进而估计遗传参数［１０］。
遗传参数是水产动物选育的重要依据， 能反

映水产动物的重要遗传特征， 准确可靠的遗传参

数对于评估育种值、 制定和改进育种计划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１１］。 数量性状遗传分析常用的两

个遗传参数是遗传力和遗传相关［１２］。 遗传力是

研究表型变异及其遗传实质的一个关键的定量指

标， 是进行育种值估计、 育种规划决策等方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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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１３］。 遗传相关是数量遗传学中另一个

重要的遗传参数， 可用来描述不同性状之间由各

种遗传原因造成的相关程度大小［１４］。 对遗传力

有效评估， 可以了解选育动物把特定性状遗传给

下一代的能力， 从而制定合理的育种计划， 使子

代的遗传增益实现最大化。 目前， 国内外已有很

多鱼类遗传参数的报道， 比如： 虹鳟 （ Ｓａｌｍｏ
ｇａｉｒｄｎｅｒｉ） ［１５ － １６］、 大西洋鲑 （ Ｓａｌｍｏ ｓａｌａｒ） ［１７］、
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 ［１８］、 大菱鲆

（Ｓｃ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 ［１９］、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
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ａ） ［２０］、 翘嘴鳜 （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ｃｈｕａｔｓｉ） ［２１］

等， 涉及体质量、 体长、 体宽等经济性状以及耐

热、 耐盐、 干露等抗逆性状。 但目前尚未见到有

关黄鳍棘鲷生长性状遗传参数的报道。 为此， 本

研究采用巢式设计构建黄鳍棘鲷家系， 记录其表

型数据， 并使用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 软件估计 ３５ 日龄黄

鳍棘鲷全长的遗传力， 以期为黄鳍棘鲷良种选育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家系构建

本实验在漳州市龙海区港尾镇东方鲀遗传育

种中心开展。 实验材料为 ２００ 尾健康无病的黄鳍

棘鲷， 购自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诚信水产育苗

场。 实验分为亲鱼暂养和幼苗培育两个阶段。 暂

养期间水温为 （２５ ± ０ ７）℃， 盐度为 ３１， 持续

曝气。 每日投喂两次， 投喂新鲜牡蛎和活虾， 换

水两次， 换水量为总水量的 ７０％ 。 暂养持续

一周。

暂养结束后， 从 ２００ 尾黄鳍棘鲷中随机挑选

性腺发育良好的个体作为亲鱼， 催产繁殖。 催产

剂由促黄体素释放激素 Ａ３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３， ＬＨＲＨ － Ａ３）、 绒膜促性腺

素 （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 ＨＣＧ） 和 ０ ９％ 氯

化钠注射液混合配制而得， 采用背肌注射的方式

进行催产。
在本实验中， 采用巢式设计 （１ 雄∗２ 雌或

１ 雄∗３ 雌）， 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成功地建立了

１９ 个全同胞黄鳍棘鲷家系 （其中包括 ７ 个父系

半同胞家系）， 每个家系单独进行养殖。
１ ２　 苗种培育

每个家系取适量受精卵， 转移至 ０ ５ ｔ 重的

圆形玻璃钢孵化桶中进行培育。 ３６ ｈ 后， 受精

卵孵化成仔鱼， 再根据各孵化桶中鱼苗数量， 定

期进行密度调整。 幼苗培育期间的水质状况为水

温 （２３ ７ ± ０ ５）℃、 盐度 ３０， 日常要进行水质

管理， 定期更换新水， 换水量为孵化桶体积的

１ ／ ２。 投喂饵料与其他海水鱼类饵料基本一致，
仔鱼开口前 ３ ｄ 投喂尺寸小的牡蛎受精卵作为过

渡饵料； ４ ～ １２ 日龄黄鳍棘鲷饵料以经小球藻强

化的褶皱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ｐｌｉｃａｔｉｌｉｓ） 为主，
１３ ～ １８ 日龄投喂卤虫 （Ａｒｔｅｍｉａ ｓａｌｉｎａ） 及其无

节幼体， １９ 日龄以后投喂小型桡足类， 投喂量

根据幼苗进食情况进行调整。 待家系个体培育至

３２ 日龄后停止进食， 并且在培育至 ３５ 日龄时进

行表型数据测量。 培育过程中， 尽量保持每个家

系的养殖水温、 饵料、 充气等条件一致。 家系建

立情况及表型数据测量见表 １。

表 １　 黄鳍棘鲷家系亲本及表型数据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ｆ Ａ ｌａｔｕ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家系编号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亲本

Ｐａｒｅｎｔ
全长 ／ ｃｍ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体长 ／ ｃｍ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体质量 ／ ｇ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Ｊ０１
ｄ０１ ♀ ３３． ７ ２８． ６ ８４３． ８０

ｓ０１ ♂ ２６． ２ ２１． ９ ３５２． １０

Ｊ０３
ｄ０３ ♀ ２７． ２ ２３． ７ ４４０． ５５

ｓ０１ ♂ ２６． ２ ２１． ９ ３５２． １０

Ｊ０５
ｄ０５ ♀ ２９． ７ ２５． ５ ５３８． ８０

ｓ０２ ♂ ２５． ９ ２１． ７ ３３１． ４５

Ｊ０６
ｄ０６ ♀ ２９． ９ ２５． ２ ５６０． ２５

ｓ０２ ♂ ２５． ９ ２１． ７ ３３１． ４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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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家系编号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亲本

Ｐａｒｅｎｔ
全长 ／ ｃｍ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体长 ／ ｃｍ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体质量 ／ ｇ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Ｊ０９
ｄ０９ ♀ ３０． ２ ２５． ９ ５６４． ０５
ｓ０３ ♂ ２７． ５ ２２． ９ ３８０． ７５

Ｊ１０
ｄ１０ ♀ ３１． ８ ２７． ２ ７９４． ３５
ｓ０４ ♂ ２９． １ ２５． ６ ４９２． ２０

Ｊ１１
ｄ１１ ♀ ３３． ０ ２８． ６ ６８０． ７５
ｓ０４ ♂ ２９． １ ２５． ６ ４９２． ２０

Ｊ１７
ｄ１７ ♀ ２８． ５ ２６． ３ ６９１． ５０
ｓ０７ ♂ ２８． ４ ２５． ０ ５０４． ６５

Ｊ１８
ｄ１８ ♀ ２７． ５ ２４． ６ ５３７． ６０
ｓ０７ ♂ ２８． ４ ２５． ０ ５０４． ６５

Ｊ１９
ｄ１９ ♀ ２６． ９ ２４． ０ ４９７． ５０
ｓ０７ ♂ ２８． ４ ２５． ０ ５０４． ６５

Ｊ２０
ｄ２０ ♀ ２７． ５ ２４． ６ ５１０． ５５
ｓ０８ ♂ ２７． ４ ２４． ９ ４５５． １５

Ｊ２１
ｄ２１ ♀ ３１． １ ２７． ２ ７６４． ２０
ｓ０８ ♂ ２７． ４ ２４． ９ ４５５． １５

Ｊ２３
ｄ２３ ♀ ２８． ３ ２５． ５ ５４７． ５０
ｓ０９ ♂ ２５． ４ ２３． １ ３２５． ７０

Ｊ２４
ｄ２４ ♀ ２７． ２ ２４． ３ ５２３． ３０
ｓ０９ ♂ ２５． ４ ２３． １ ３２５． ７０

Ｊ２５
ｄ２５ ♀ ２７． ３ ２４． ６ ４７６． ３０
ｓ０９ ♂ ２５． ４ ２３． １ ３２５． ７０

Ｊ２６
ｄ２６ ♀ ２７． ７ ２５． ２ ５６５． ３０
ｓ１０ ♂ ２８． ３ ２５． ４ ５０６． ６０

Ｊ２９
ｄ２９ ♀ ２７． ６ ２４． ６ ５３１． ６５
ｓ１１ ♂ ２６． ６ ２４． ０ ４１９． ９０

Ｊ３０
ｄ３０ ♀ ２７． ７ ２５． ５ ５４８． ５５
ｓ１１ ♂ ２６． ６ ２４． ０ ４１９． ９０

Ｊ３１
ｄ３１ ♀ ２７． ２ ２５． ０ ４７５． ７５
ｓ１１ ♂ ２６． ６ ２４． ０ ４１９． ９０

１ ３　 性状测量

待黄鳍棘鲷幼苗培育至 ３５ 日龄后， 用尺子

测量每个家系子代的全长， 精确到 ０ ０１ ｃｍ。 全

长的测量方法： 上颌吻前端至尾鳍末端的水平

距离。
每个家系子代计划测量 ３０ 个个体， 具体测

量数目根据子代养殖情况和死亡率而定。
１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收集完 １９ 个家系 ３５ 日龄鱼苗的全长后， 将

原始数据输入至 Ｅｘｃｅｌ 软件中， 按照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
软件规定的格式整理为表型数据文件和系谱文

件， 文件格式见表 ２ 和表 ３。

表 ２　 表型数据文件格式

Ｔａｂ． ２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ｉｌｅ

字段名称

Ｆｉｅｌｄ ｎａｍｅ
类型及位置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宽度

Ｗｉｄｔｈ
小数位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ｐｌａｃｅ

子代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整数 １ ９ －

父本 Ｓｉｒｅ 整数 ２ ９ －

母本 Ｄａｍ 整数 ３ ９ －

家系 Ｆａｍｉｌｙ 整数 ４ ９ －

全长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实数 １ ３ ２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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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系谱文件格式

Ｔａｂ． ３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ｆｉｌｅ

字段名称

Ｆｉｅｌｄ ｎａｍｅ
类型及位置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宽度

Ｗｉｄｔｈ

子代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整数 １ ９

父本 Ｓｉｒｅ 整数 ２ ９

母本 Ｄａｍ 整数 ３ ９

　 　 采用育种实践中常用的动物模型估计 ３５ 日

龄黄鳍棘鲷全长的方差组分。 将各种效应列入方

程组中， 通过ＭＴＤＦＲＥＭＬ 软件进行遗传力估计：
Ｙｉｊ ＝ μ ＋ ａｉ ＋ ｆ ｊ ＋ ｅｉｊ （１）
式 （１） 中， Ｙｉｊ 为个体生长性状的观测值； μ

为总体均值； ａｉ 为第 ｉ 个个体的加性遗传效应； ｆ ｊ
为第 ｊ 个全同胞家系效应 （共同环境效应）； ｅｉｊ 为
随机残差效应； ｉ ＝ １，２，３… 为子代个体数； ｊ ＝

１，２，３… 为家系数或母本数。
遗传力计算公式：
ｈ２ ＝ σ２

ａ ∕σ２
ｐ ＝ σ２

ａ ∕ σ２
ａ ＋ σ２

ｆ ＋ σ２
ｅ

( ) （２）
式 （２） 中， ｈ２ 为家系狭义遗传力； σ２

ａ 为加

性遗传方差组分分量； σ２
ｐ 为表型方差组分分量；

σ２
ｆ 为家系方差组分分量； σ２

ｅ 为随机误差方差组

分分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黄鳍棘鲷各家系生长情况

黄鳍棘鲷家系 ３５ 日龄全长统计结果见表 ４。
其中全长最大的家系为 Ｊ０５， 全长最小的家系为

Ｊ１１， 平均值分别为 １ ２２、 ０ ６７ ｃｍ。 家系全长平

均值的变异系数为 ２１ ４７％ ， 表明不同家系黄鳍

棘鲷在 ３５ 日龄时的生长差异就已十分明显。

表 ４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全长统计结果

Ｔａｂ． ４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３５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Ａ ｌａｔｕｓ

家系编号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数量

Ｃｏｕｎｔ
最大值 ／ ｃｍ

Ｍａｘ
最小值 ／ ｃｍ

Ｍｉｎ
平均值 ／ ｃ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 ％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Ｊ０１ ３０ １． １１ ０． ６０ ０． ８９ ０． １１ １２． ００

Ｊ０３ ３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０． ９０ ０． ０８ ９． ０７

Ｊ０５ ２０ １． ４５ １． ００ １． ２２ ０． １８ １２． ２５

Ｊ０６ ３０ １． ３９ ０． ９８ １． １６ ０． １０ ８． ７９

Ｊ０９ １９ １． ０５ ０． ５０ ０． ６９ ０． １４ １９． ７５

Ｊ１０ ３０ １． ０３ ０． ５０ ０． ７４ ０． １５ ２０． ０６

Ｊ１１ ３０ １． ２２ ０． ５０ ０． ６７ ０． １４ ２０． ３３

Ｊ１７ １７ １． ０５ ０． ６０ ０． ７９ ０． １２ １４． ８３

Ｊ１８ ３０ １． １９ ０． ６５ ０． ８９ ０． １７ １８． ８７

Ｊ１９ ３０ １． ２５ ０． ６５ ０． ９０ ０． １１ １２． ０１

Ｊ２０ ３０ １． ２０ ０． ８２ ０． ９７ ０． ０９ ９． ７５

Ｊ２１ ６ ０． ９１ ０． ７２ ０． ７９ ０． ０７ ８． ６５

Ｊ２３ ３０ １． ０５ ０． ７０ ０． ８９ ０． ０８ ９． １０

Ｊ２４ ３ １． ０５ １． ００ １． ０２ ０． ０２ ２． ０１

Ｊ２５ ３０ ０． ９５ ０． ５０ ０． ７９ ０． １０ １２． ４５

Ｊ２６ ３０ １． ０５ ０． ６０ ０． ８２ ０． ０８ １０． ０２

Ｊ２９ ６ １． ２５ ０． ６５ １． ０１ ０． ２０ ２０． ２７

Ｊ３０ ３０ １． ０５ ０． ５０ ０． ８５ ０． １５ １７． １２

Ｊ３１ ２０ １． ４０ ０． ９５ １． １３ ０． １１ ９． ９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２４ １．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８９ ０． １９ ２１． ４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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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黄鳍棘鲷全长的遗传力估计

应用单性状动物模型分析表型数据， 获得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全长的方差组分和遗传力估计

值， 结果见表 ５。 根据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 软件说明书

和收敛标准， Ｆ 值越小， 说明收敛效果越好， 计

算 结 果 越 可 靠。 经 过 运 算， 当 Ｆ 值 为

－ １ ２７７ ０２ １１０时最小， 鱼苗全长性状的遗传力

为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４７）， 介于 ０ ２ ～ ０ ４ 之间， 属于

中水平遗传力， 说明对黄鳍棘鲷生长性状进行选

择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表 ５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软件运行结果统计

Ｔａｂ．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ｕｎ ｂｙ ＭＴＤＦＲＥＭ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最大似然数中最小 Ｆ 值

Ｍｉｎ Ｆ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

方差组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σ２
ｐ σ２

ａ σ２
ｆ σ２

ｅ

ｈ２ （ｘ ± ＳＥ）

－ １ ２７７． ０２１ １０ ０． ０３６ ３４ ０． ００８ ４９ ０． ００６ ８７ ０． ０２０ ９８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４７

　 　 注： σ２
ｐ 为表型方差组分； σ２

ａ 为加性方差组分； σ２
ｆ 为共同环境方差组分； σ２

ｅ 为残差方差组分；ｈ２为遗传力。
Ｎｏｔｅｓ： σ２

ｐ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σ２
ａ ｗ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σ２

ｆ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σ２

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ｈ２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　 讨论

　 　 选择育种已在水产动物经济性状改良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２２ － ２４］。 遗传力是重要的遗传参数之

一， 对遗传力合理有效的评估， 可以了解选育动

物把特定性状遗传给下一代的能力， 从而制定合

理的育种计划， 使子代的遗传增益实现最大

化［１０］。 水产动物一般具有较大的产卵量， 且人

工繁育技术相对成熟， 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建立

全同胞或半同胞家系， 这也是水产动物易于进行

遗传估计和品种改良的优势之一［２５ － ２７］。
本实验通过构建 １９ 个全同胞家系， 对 ３５ 日

龄黄鳍棘鲷全长进行遗传力估计， 得到的结果为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４７） （遗传力根据数值大小可分为：
低遗传力 ０ ０５ ～ ０ １５， 中等遗传力 ０ ２０ ～ ０ ４０，
高遗传力 ０ ４５ ～ ０ ６０， 超高遗传力 ０ ６５ 以上），
属于中水平遗传力［２８］。 由于养殖过程中部分鱼

苗出现死亡， 样本含量减少， 造成每个家系中用

于检测的数量不一致， 可能导致最终得出的全长

遗传力偏低。 本研究结果与虹鳟体长［１５］、 草鱼

幼鱼体长［２０］、 ２ 月龄红鳍东方鲀全长［２９］ 以及 ４０
日龄大黄鱼全长［３０］ 的遗传力水平相近， 而稍低

于翘嘴鳜体长［２１］ 和彭泽鲫 １ 冬龄全长［３１］ 的遗传

力估值。 总体而言， 大多数水产动物的遗传力属

于中、 高水平。 造成遗传力估算的精确度存在差

异的因素有很多， 例如实验对象的养殖环境［３２］、

交配的设计方式、 家系的大小以及数目、 分析模

型［３３］和分析方法［３４］等。
本研究存在家系数量偏少的问题， 同时由于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个体偏小， 体长、 体质量不好

测量， 本实验仅测量了全长， 因此很难结合体质

量、 体长， 对黄鳍棘鲷生长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和

整体评估。 这些不足， 均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

步改进， 比如扩大家系数量、 多测量几个生长阶

段的表型数据等等， 从而对黄鳍棘鲷生长性状进

行更精准的遗传参数估计。

４　 结论

　 　 本研究采用巢式设计构建了 １９ 个黄鳍棘鲷

全同胞家系， 使用动物模型对 ３５ 日龄黄鳍棘鲷

全长进行遗传力估计。 研究表明， ３５ 日龄黄鳍

棘鲷全长的遗传力为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４７）， 属于中

等水平遗传力。 本研究结果可为下一步黄鳍棘鲷

生长性状的选择育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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