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第 1 期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Vol.11，No.1
2002 年 03 月 J0URNAL 0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MarCh，

!!!!!!!!!!!!!!!!!!!!!!!!!!!!!!!!!!!!!!!!!!!!!!!!!!!!!!!!!!!!!
2002

文章编号：1004 - 7271（2002）01 - 0001 - 05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生长特性

与养殖效果的比较

收稿日期：2002-01-23
基金项目：国家“九五”攻关资助项目（尼罗罗非鱼选育），96 - 008 - 01 - 02 - 03 号；上海市青年基金资助项目（性逆转法生产尼奥全

雄罗非鱼技术研究），99QC46.0108 号；该文获 2000 年度中国水产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作者简介：李家乐（1963 - ），男，浙江乐清人，农学博士，副研究员。在国内外各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曾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

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次。

李家乐
1
，李思发

1
，韩风进

2

（1. 上海水产大学农业部水产增养殖生态、生理重点开放实验室，上海 200090；

2. 国家级青岛罗非鱼良种场，山东 青岛 266317）

摘 要：在青岛罗非鱼良种场水泥池饲养环境里，对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生长特性与养殖效果进行

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 80 天以前，它们的体重均呈直线增长；在体长小于 10Cm 时，相同体长的个体，二者

的体重差异不明显，在体长超过 10Cm 后差异加大，相同体长的尼罗罗非鱼比台湾红罗非鱼重；饲养 230 天，尼

罗罗非鱼的生长速度、起捕平均规格、单位面积净产量和肥满度均高于台湾红罗非鱼，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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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growth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 and Nile tilapia

LI Jia-le1，LI Si-fa1，HAN Feng-Jin2

（1 .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y and Physiology in Aquaculture Certifica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0，China；2 . National Tilapia Seed Farm of Qingdao，Qingdao 266317，China）

Abstract：Growth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aiwanese red tialpia and Nile tilapia were
Compared in ConCrete tanks at National Tilapia Seed Farm of Qingdao. Both of them grew with straight line at early
80 days .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weights between them when their body length were less than
10Cm；signifiCant when more than 10Cm；Nile tilapia was heavier than Taiwanese red tilapia at same body length .
Growth rate，average CatChing sizes，net produCtion and fat faCtor of Nile tialap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 when they were Caught at 230 days .
Key words：Taiwanese Red Tilapia；Nile Tilapia；Growth；Culture

罗非鱼由于具有生长快、耐粗食、抗逆性强等优点，现已成为世界性养殖鱼类。尼罗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是罗非鱼类中的主要养殖种类［1］，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尼罗罗非鱼的生长和养殖做

过研究［2 - 6］。但对台湾红罗非鱼的生长及养殖效果方面的研究较少。人们对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

鱼的遗传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白俊杰等［7］分析了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染色体组



型及观察了它们的核仁组织者，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进而将台湾红罗非鱼称为红尼罗罗非鱼；

但李家乐等［8 - 10］发现它们在鱼种阶段的耐盐性存在差异，在盐度为 16 的环境里，在鱼种阶段的生长率

也不相同，并进一步通过对它们的可量性状和框架参数进行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主成份分析后认为二

者差异显著。本试验就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生长特性、养殖效果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摸清

二者的关系，以期为日后对它们的生产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和所用鱼类

试验在位于青岛胶州市的国家级青岛罗非鱼良种场进行。

试验所用的台湾红罗非鱼，其来源见文献［11］；所用的尼罗罗非鱼为“78”品系尼罗罗非鱼，见文献

［6］。

1.2 试验设计与管理

使用水泥池 8 口，规格为 2 . 15m × 1. 60m × 0. 88m（长 × 宽 × 高），分别放养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

非鱼，每个品种四个重复，放养量 100 尾 /池。

试验共进行 230d，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放养规格分别为 2 . 79 士 1. 18（30）（1）和 1 . 06 士 0.24
（30）（括号内为测量尾数）。在开始 80 天，每 20 天取样、测量一次，测量后放回原池继续饲养，共 4 次，

每次每个水泥池各测量 30 尾。此后，一直养到试验结束，捕出后计数、称重，算成活率、平均规格、单位

面积净产量和肥满度。放养时和每次取样测量后都泼洒鱼特灵防病，在鱼病多发季节还在鱼饲料中添

加防病药物，试验期间没发现由于鱼病而造成的死鱼现象。

试验过程中，每天投饵四次；投饵量根据储鱼情况而定，以吃饱为度；每个水泥池投饵量相同。所投

饵料由该场颗粒饵料加工场自己生产，蛋白质含量约 32%。

试验期间，各水泥池的水位相同，水化情况一致，水温 18 .0 ~ 29 .5℃，pH 7.32 ~ 7.96，溶氧 3 . 7 ~ 5 .8
mg / L，透明度 30 ~ 46Cm。

1.3 数据处理

罗非鱼的生长参数和肥满度按下式计算［12］：

体长绝对生长率（AGRl，mm / d）=（l2 - l1）/（t2 - t1）
体重绝对生长率（AGRw，g / d）=（w2 - w1）/（t2 - t1）
肥满度（K）= 体重（g）/体长3（Cm）× 100

图 1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体长与体重关系曲线

Fig.1 Relationship of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Nile tilapia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之间成活率、

单位面积净产量、平均规格、肥满度及生长速度

的差异使用方差分析［13］。

2 结果

2.1 生长特性

2 .1 .1 体长与体重关系

经计算，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体长

与体重呈幂函数关系（图 1）。

台湾红罗非鱼：W= 0.0327 × L2.994，
R2 = 0.9917

尼罗罗非鱼： W= 0.0302 × L3.075，
R2 = 0.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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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生长曲线

Fig.2 Growth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 and Nile tilapia

从图 1 可以看出，开始阶段（体长 < 10Cm
时），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个体重量差异

很小；但随着它们的生长（体长 > 10Cm 时），个

体重量差异逐渐扩大；同样体长的个体，尼罗罗

非鱼比台湾红罗非鱼大。

2 .1 .2 生长方程

把前 80 天所测的体重和饲养天数相关，得

到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体重（W）- 饲

养天数（t）回归图如图 2 和回归式如下（以初始

体重为零点）。

台湾红罗非鱼：W= 2.2582 + 0.3674t
R2 = 0 .9946

尼罗罗非鱼： W= - 0.4354 + 0.4834t
R2 = 0 .9925

从图中可以看出，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体重实测值就在回归线附近，且回归系数接近于 1，

说明方程拟合良好。

2 .1 .3 生长速度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生长速度如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不管是台湾红罗非鱼，还是尼罗罗非鱼，它们的体长生长速度在开始 20 天最高；

以后，逐渐下降，在 40 ~ 60 天最低；此后，又提高。体重生长速度有随个体增大而提高的趋势。试验期

间尼罗罗非鱼的体重平均生长速度为 1 . 238g / d，比台湾红罗非鱼（1 . 155g / d）高 7 . 2%，差异显著（P <
0.05）。

表 1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生长速度

Tab.1 Growth rate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 and Nile Tilapia

时间（d）
台湾红罗非鱼

AGR1（mm/ d） AGRW（g / d）

尼罗罗非鱼

AGR1（mm/ d） AGRW（g / d）

初始 ~ 20 1 .165 士 0 .035（4） 0 .279 士 0 .026（4） 1 .495 士 0 .031（4） 0 .295 士 0 .017（4）

20 ~ 40 1 .030 士 0 .042（4） 0 .485 士 0 .039（4） 1 .365 士 0 .029（4） 0 .642 士 0 .021（4）

40 ~ 60 0 .425 士 0 .021（4） 0 .283 士 0 .016（4） 0 .500 士 0 .016（4） 0 .403 士 0 .009（4）

60 ~ 80 0 .680 士 0 .028（4） 0 .552 士 0 .030（4） 0 .950 士 0 .016（4） 0 .743 士 0 .014（4）

80 ~ 230 0 .793 士 0 .043（4） 1 .559 士 0 .056（4） 0 .746 士 0 .021（4） 1 .621 士 0 .039（4）

整个试验 0 .804 士 0 .037（4） 1 .155 士 0 .047（4） 0 .861 士 0 .024（4） 1 .238 士 0 .034（4）

2 .2 养殖效果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养殖效果如表 2 和图 3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水泥池养殖条件下，尼罗罗非鱼的成活率、平均起捕规格、单位面积净产量和

肥满度分别比台湾红罗非鱼高 0 .9%、7 .5%、9 . 4%、18 . 4%。除成活率外，其它三项指标二者差异均显

著（P < 0 .05）。

表 2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养殖效果

Tab.2 Culture results of Taiwanese red tilapia and Nile tilapia

成活率（%） 平均规格（g） 平均产量（100g / m2） 肥满度（K × 10）

台湾红罗非鱼 90 .5 士 3 .7（4） 265 .5 士 14 .04（4） 69 .3 士 3 .3（4） 32 .1 士 0 .2（4）

尼罗罗非鱼 91 .3 士 2 .75（4） 285 .5 士 4 .84（4） 75 .8 士 2 .8（4） 38 .0 士 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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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养殖效果

Fig.3 Cu1ture resu1ts 0f TaiWanese red ti1apia and Ni1e ti1apia

3 讨论

在本次试验，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

饲养的环境条件是一致的。但从结果可以看

出：尼罗罗非鱼的肥满度显著地高于台湾红罗

非鱼，尼罗罗非鱼的生长速度也显著快于台湾

红罗非鱼。这些结果的差异是由于遗传因素造

成的，即台湾红罗非鱼在遗传上不同与尼罗罗

非鱼，这与李家乐等［8 - 10］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次研究的“78”品系尼罗罗非鱼体长和体

重的关系式与李思发等［6］用“78”品系得出的关

系式（W = 0 .034848L3 .016995）基本相似，但与吴福

煌 等［5］研 究 的“ 78”品 系 关 系 式（ W♀ =
0 .120366L2 .60795，W♂ = 0 .084799L2 .75846）差异较大，这可能与吴福煌等［5］所取群体的样本少有关。

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在前 80 天体重呈线性生长，这与很多学者［2 - 4］研究罗非鱼在开始阶段

呈线性增长的结果相似。尼罗罗非鱼（雌雄混养）如按初始规格为 1 .06g 计算的生长率为 1 .238g / d，按

初始规格为 42 .7g 计算的生长率 1 .621g / d，说明初始规格不一致对罗非鱼生长率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影

响。

根据邬国民等［14］和梁幼嫦等［15］的研究结果，莫桑比克罗非鱼（Orechromis mossambicus）（♀）和尼罗

罗非鱼（♂ ）的杂交子代即福寿鱼的生长速度比尼罗罗非鱼快 56 . 7%；比其反交种［莫桑比克罗非鱼

（♂ ）和尼罗罗非鱼（♀）］快 36 .5%；这说明莫桑比克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正反杂交后代都比尼罗罗

非鱼生长快。本次试验所用的红罗非鱼是台湾红罗非鱼后代，台湾红罗非鱼是莫桑比克罗非鱼红色突

变种和尼罗罗非鱼杂交后经选育而来［15］，其生长速度不应比尼罗罗非鱼慢。但本次研究表明，青岛罗

非鱼良种场的台湾红罗非鱼生长速度比尼罗罗非鱼低 7 . 2%，这是因为这个杂交种在引入青岛罗非鱼

良种场后没有进一步选育［11］的结果。为了提高青岛罗非鱼良种场台湾红罗非鱼的生长率，应对该场的

台湾红罗非鱼进行选育，选育的方向一是体色鲜红，二是提高生长速度。根据 Kuo［16］介绍的方法，将台

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杂交，再进一步选育，有望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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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水 产 大 学 九 十 周 年 校 庆 公 告

2002 年 11 月 1 日是上海水产大学建校 90 周年

的日子，为进一步弘扬水大师生和校友爱国荣校的

光荣传统，鼓舞广大师生在新世纪积极向上的士

气，激发海内外校友为水大发展献计献策的热情，

学校将于 2002 年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国内外校友返校聚会，举行

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召开庆祝大会、编辑出版全

校校友名录、各学院校友通讯录、校友风采集、重新

布置校友陈列室、编写校史、编撰朱元鼎传、筹集 21
世纪水产教育发展基金等。

为搞好本次活动，学校成立了上海水产大学 9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周应祺校长

担任，党委副书记万峰担任副主任兼上海水产大学

9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秘书：李晔、

陈祺，021 - 65710296，y1i@ shfu. edu. cn。办公室下

设学术、外联与通讯、会务、光盘与网站、筹资、校史

传记等工作小组。联系办法如下：

学术组：李家乐，021 - 65710338，j11i@ shfu. edu.
cn

外 联 与 通 讯 组：章 华 明，021 - 65710302，

hmzhang@ shfu. edu. cn
会务 组：王 明 华，021 - 65710299，mhWang @

shfu. edu. cn
光 盘 与 网 站 组：张 相 国，021 - 65710307，

xgzhang@ shfu. edu. cn
筹备 组：张 继 平，021 - 65710881，jpzhang @

shfu. edu. cn
校史 传 记 组：宁 波，021 - 65710302，bning @

shfu. edu. cn

各学院已成立了学院校庆筹备小组，联系办法

如下：

渔业学院（原养殖系）：联系人：路安民，021 -
65710215，am1u@ shfu. edu. cn

海洋学院（原海渔系、渔工系、工学院）：联系

人：江卫平，021 - 65710202，Wpjiang@ shfu. edu. cn
食品学院（原加工系、食科系）：联系人：张帆，

021 - 65710211，fzhang@ shfu. edu. cn
经贸学院（原渔 经 系）：联 系 人：柳 萍，021 -

65710308，p1iu@ shfu. edu. cn
人文与基础科学学院（原外语系、社科部、基础

部）：联系人：冷春芳，021 - 65710208，cf1eng@ shfu.
edu. cn

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刘丽燕，021 - 65710880，

1y1iu@ shfu. edu. cn
成人教育学院（原夜大学、职教科）：联系人：付

昱，021 - 65710267，fyu@ shfu. edu. cn
学校将聘请有关领导及热心校友担任校庆筹

备顾问，并征集各位校友对校庆活动的意见，欢迎

各地校友分会、海内外校友对校庆筹备工作提出意

见与建议，也请您把本人及所在班级、校友分会的

校友通讯地址告诉学校或学院校庆筹备办（小组）。

为方便广大海内外校友与学校联系，学校已在

校园网（http：/ / WWW. shfu. edu. cn）上开设了校庆专

题，欢迎光临。

学校 地 址：上 海 市 军 工 路 334 号 邮 编：

200090
特此公告。

上海水产大学 9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

51 期 李家乐等：台湾红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的生长特性与养殖效果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