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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快罗氏沼虾生长速度，以５个罗氏沼虾专门化品系选择系（Ａ、Ｂ、Ｃ、Ｄ、Ｅ系）子四代为亲本，运用
完全双列杂交方法建立了２５个交配组合，９０ｄ后对这些交配组合的子一代生长性状（体长、头胸甲宽、第一
腹节宽、第一腹节高、体质量）进行种内杂交优势及遗传力与遗传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Ｄ×Ｃ组合外，其他
杂交组合生长性状表型值均优于自交组合；所有杂交子一代均表现出平均杂种优势与超亲杂种优势，其中

Ａ×Ｅ组合杂交优势最大，可使体长增加１７．２２％，体质量增加７１．０８％；体长、头胸甲宽、第一腹节宽、第一腹
节高及体质量的遗传力估计值依次为０．５４９、０．５４８、０．５２７、０．５１６和０．５８０，均达到了高度遗传力的标准；体长
与体质量的遗传相关与表型相关均最大，分别为０．７５２２和０．９８００；头胸甲宽与第一腹节高的遗传相关最小
为０．６６７５，体长与第一腹节高的表型相关最小为０．９２４０。本研究可对罗氏沼虾进一步提高生长速度的杂交
选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罗氏沼虾；生长性状；杂种优势；遗传力；遗传相关

中图分类号：Ｓ９１７　　　文献标志码：Ａ

　　罗氏沼虾（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是目前
中国主要的淡水养殖虾类，广泛分布于江浙沪及

两广地区［１］。但是，２１世纪以来罗氏沼虾经过多
代的人工选育，虽然育苗及养殖技术有了很大的

突破，但是由于用于罗氏沼虾繁殖的种虾大多来

自自繁虾苗的养成群体，不断的种内近交导致种

质退化严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２３］。尤

其是２０１０年以来，由于其个体小、生长慢从而造
成抵抗力下降、病害严重，“蝎子虾”、性早熟及肠

孢子虫感染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罗氏沼虾产业的

发展。在水产生物的其他领域，学者们通过杂交

选育的方式达到了解决物种生长变慢，种质退化

问题。因此，通过杂交育种的方法加快罗氏沼虾

的生长速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方式。通过

找到优势的交配组合，进而选育出优良的罗氏沼

虾品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罗氏沼虾种质问题，

从而找到解决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办法。杂种优

势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遗传类型（不同基

因型）的物种、品种、或品系杂交产生的杂种一

代，在生长势、抗病性、生活力、产量及品质等方

面比其双亲有优势的现象［４］。杂种优势现象在

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水产生物［５６］中得

到广泛应用。在罗氏沼虾方面，范忠刚［７］发现孟

加拉与越南野生种群杂交后代繁殖力及对氨氮

的耐受能力超过亲代；罗坤等［８］利用广西群体、

缅甸群体、浙江群体杂交发现５月龄杂交子一代
生长性状均表现出一定的杂种优势；周劲松等［９］

发现浙江群体与缅甸群体杂交后代遗传多样性

高于浙江本地品种。

在水产动物育种过程中，各生长性状之间存

在紧密的相关性。通过对不同性状之间遗传力

与遗传相关分析，可以对某些不易选择的性状进

行相关性状的间接选择，从而达到选育目的。目

前在我国水产领域，已经对中国对虾、凡纳滨对

虾、大菱鲆、虹鳟等品种进行了生长性状的遗传

力与遗传相关分析［１０１３］。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６卷

本研究首次以 ５个罗氏沼虾专门化品系选
择系为基础进行完全双列杂交，通过分析杂交子

一代的杂种优势、遗传力与遗传相关，以期对罗

氏沼虾的遗传育种工作提供帮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用虾的基础群体选自上海申漕特种水

产开发公司经过多年封闭式选育留下的体格健

壮无病害的５月龄罗氏沼虾。通过对其生长性
状的测量分析将基础群体分为５个专门化品系
选择系，其中依据第一腹节宽与体长的比值范围

划分出 Ａ选择系（０．１７３，０．１８９）、Ｂ选择系
（０．１８９，０．２３２）；依据第一腹节高与体长的比值
范围划分出 Ｃ选择系（０．１７４，０．１９６）；依据头胸
甲宽与体长的比值范围划分出Ｄ选择系（０．１９５，
０．２２１）、Ｅ选择系（０．２２１，０．３１７）［１４］。实验用虾
为以５个罗氏沼虾专门化品系选择系子四代为
亲本经过完全双列杂交繁育出的杂交一代。

１．２　实验设计
从５个选择系子四代中挑选出体格健壮、无

病害且性腺发育成熟的罗氏沼虾各２５尾（雌雄
比为４∶１），共计１２５尾进行荧光标记，按表１进
行完全双列杂交，每个交配组合保证各有４只雌
虾１只雄虾，并及时对选育群体补充死亡亲虾。
按单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方法对每个交配组

合的子代进行生长对比实验，每组设３个平行，
每个平行３０尾虾。

表１　５个选择系双列杂交配组方式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ｄｉａｌｌｅｌ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ｆｉｖ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Ａ（♀） 自交 反交 反交 反交 反交

Ｂ（♀） 正交 自交 反交 反交 反交

Ｃ（♀） 正交 正交 自交 反交 反交

Ｄ（♀） 正交 正交 正交 自交 反交

Ｅ（♀） 正交 正交 正交 正交 自交

１．３　育苗及养殖管理
亲虾交配期间鲜活鱼肉强化培育，待卵变为

灰色后将亲虾捞至育苗桶孵化。幼体在孵化桶

变为仔虾后，暂养 １５ｄ，之后随机放入水泥池
（１．２ｍ×１．２ｍ×１．０ｍ）养殖。每个交配组合放
３个水泥池，每个水泥池放 ３０尾仔虾。实验期
间，不间断气石充气，并保持水温在（２８．０±０．５）

℃。每隔１０天换水１次，换水量为实验水体的一
半。每天早晚各投喂一次饲料，早期投喂 ０号
料，饲料颗粒逐渐增大至２号料，待２个月后，开
始投喂清洗处理过的野杂鱼及螺狮肉。９０ｄ后
用电子游标卡尺（０．００１ｃｍ）及天平（０．０１ｇ）统
一测量各水槽个体的体长ＢＬ（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头胸
甲宽ＣＷ（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ｗｉｄｔｈ）、第一腹节宽 ＡＷ（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ｗｉｄｔｈ）、第一腹节高 ＡＨ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和体质量ＢＷ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５个生长指标，并统计成活率 Ｓ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ｉｏ）。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实验利用遗传分析软件 ＱＧＡ２．０［１５］并运
用加性显性遗传模型分析５个生长性状的杂种
优势及遗传相关［１６１８］。具体的线性模型如下：

Ｙｉｊ＝μ＋Ａｉ＋Ａｊ＋Ｄｉｊ＋Ｂｋ＋ｅｉｊ （１）
式中：Ｙｉｊ为来自母系 ｉ×父系 ｊ组合的子一代表
型值；μ为群体均值；Ａｉ为母本 ｉ的加性效应；Ａｊ
为父本ｊ的加性效应；Ｄｉｊ为来自母系ｉ×父系ｊ组
合的显性效应；Ｂｋ为区组效应；ｅｉｊ为试验误差。

采用最小范数二阶无偏估计法———ＭＩＮＱＵＥ
法（ＭｉｎｉｍｕｍＮｏｒｍ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Ｕｎｂｉａｓ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估算各性状的方差分量（σ２ｐ）。

表型方差：

σ２Ｐ＝２σ
２
Ａ＋σ

２
Ｄ＋σ

２
ｂ＋σ

２
ｅ （２）

加性遗传方差与显性遗传方差：

ＶＡ＝２σ
２
Ａ，　ＶＤ＝σ

２
Ｄ （３）

根据方差分量计算遗传力：

ｈ２＝（ＶＡ＋ＶＤ）／ＶＰ （４）
遗传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表型相关ｒＰ＝ＣＰ／ＶＰ（Ｘ）ＶＰ（Ｙ槡 ） （５）

遗传相关ｒＧ＝ＣＧ／ＶＧ（Ｘ）ＶＧ（Ｙ槡 ） （６）

加性相关ｒＡ＝ＣＡ／ＶＡ（Ｘ）ＶＡ（Ｙ槡 ） （７）

显性相关ｒＤ＝ＣＤ／ＶＤ（Ｘ）ＶＤ（Ｙ槡 ） （８）
式中：ＣＰ、ＣＧ、ＣＡ和 ＣＤ分别为性状 Ｘ与 Ｙ的表
型协方差、遗传协方差、加性协方差和显性协方

差，ＶＰ（Ｘ）与ＶＰ（Ｙ）、ＶＧ（Ｘ）与ＶＧ（Ｙ）、ＶＡ（Ｘ）与ＶＡ（Ｙ）、ＶＤ（Ｘ）
与ＶＤ（Ｙ）分别为性状 Ｘ与 Ｙ的表型方差、遗传方
差、加性方差和显性方差。对上述相关系数进行

显著性ｔ检验。
杂种优势计算如下：

平均杂种优势ＨＭ（％）＝（Ｆ１－ＰＭ）×１００／
ＭＰ （９）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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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亲杂种优势ＨＢ（％）＝（Ｆ１－ＰＢ）×１００／
ＢＰ （１０）
式中：Ｆ１为杂交组合子一代某性状的平均值；ＰＭ
为自交组合子一代某性状的平均值。ＰＢ为最优
自交子一代中某性状的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长性状表型差异
２５个交配组合子代各生长性状的表型值如

表２所示，除Ｄ×Ｃ组合外，其他杂交组合生长性
状均优于自交组。其中，Ａ×Ｅ杂交组合的体长、
体质量以及头胸甲宽均达到最大，Ａ×Ａ组合除
成活率外各生长性状均最小。２５个交配组合成

活率范围为６３．３３％～８８．３３％。
２．２　杂交优势分析

罗氏沼虾５个生长快品系选择系所构建的
２０个杂交组合的平均杂种优势值、超亲杂种优势
值分别列于表３、表４。杂交子一代均表现出平均
杂种优势，且均具有正向的超亲杂种优势。其

中，Ａ×Ｅ的组合在大多数性状中均表现出了最
高的杂种优势，说明这两个选择系的罗氏沼虾具

有较高的杂交选育价值。相反，Ｂ×Ｃ与Ｃ×Ｅ组
合的大多性状杂交优势均较小，杂交意义不大。

本实验通过杂交选育可使体长增加 ５．４６５％ ～
１７．２２０％，可使体质量增加２０．９６％～７１．０８％。

表２　罗氏沼虾２５个交配组合生长性状的表型均值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ｎ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ａｉ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交配组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表型性状（Ｍ±Ｓ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ｔｒａｉｔｓ
体长／ｃｍ

ＢＬ

头胸甲宽／ｃｍ

ＣＷ

第一腹节宽／ｃｍ

ＡＷ

第一腹节高／ｃｍ

ＡＨ

体质量／ｇ

ＢＷ

成活率／％

ＳＲ
Ａ×Ａ ４．４２５±０．４８６ａ ０．８２５±０．１１１ａ ０．７４８±０．１１３ａ ０．６９８±０．１１０ａ ２．０１±０．７６ａ ６８．３３ａｂｃ

Ａ×Ｂ ５．０３０±０．７２９ｅｆｇｈ ０．９６１±０．１７７ｃｄｅｆ ０．８６４±０．１５６ｃｄｆｅｇ ０．８０４±０．１４７ｃｄｅｆｇ ３．２２±１．３９ｅｆｇｈｉ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Ａ×Ｃ ５．０４８±０．６１３ｅｆｇｈ ０．９６４±０．１３３ｃｄｅｆ ０．８７１±０．１０６ｄｅｆｇ ０．８０９±０．０９６ｄｅｆｇ ３．０９±１．１７ｄｅｆｇｈ ６６．６７ａｂ

Ａ×Ｄ ４．７９９±０．７１４ａｂｃｄｅｆｇ ０．８９７±０．１６５ａｂｃｄ ０．８０１±０．１４６ａｂｃｄｅ０．７３８±０．１３９ａｂｃｄ ２．６４±１．３０ａｂｃｄｅ ６３．３３ａ

Ａ×Ｅ ５．３８６±０．７５５ｈ １．０３９±０．１８３ｆ ０．９０４±０．１２９ｅｆｇ ０．８４８±０．１１９ｇ ３．８３±１．５５ｉ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Ｂ×Ａ ５．０９８±０．６００ｆｇｈ ０．９７８±０．１２２ｄｅｆ ０．８７５±０．１０５ｄｅｆｇ ０．８１３±０．０９４ｄｅｆｇ ３．１９±１．１３４０ｄｅｆｇｈｉ ７３．３３ｂｃｄｅ

Ｂ×Ｂ ４．６９７±０．２７６ａｂｃｄｅｆ ０．８８７±０．０７７ａｂｃｄ ０．７８６±０．０８０ａｂｃｄ ０．７０９±０．０７３ａｂ ２．３７±０．４４ａｂｃ ８０．００ｅ

Ｂ×Ｃ ４．７９７±０．７１９ａｂｃｄｅｆｇ ０．９０６±０．１６６ａｂｃｄ ０．８２１±０．１４７ａｂｃｄｅｆ０．７６５±０．１３４ａｂｃｄｅｆ ２．７３±１．３３ｃｄｅ ７１．６７ａｂｃｄｅ

Ｂ×Ｄ ５．０９８±０．５８７ｆｇｈ ０．９７１±０．１６７ｃｄｅｆ ０．８５４±０．１０４ｂｃｄｅｆｇ０．８００±０．０９３ｃｄｅｆｇ ３．１４±１．１４ｄｅｆｇｈｉ ７０．００ａｂｃｄ

Ｂ×Ｅ ５．２０３±０．７７３ｇｈ １．０２２±０．１８２ｅｆ ０．９０６±０．１３９ｆｇ ０．８４１±０．１３２ｅｆｇ ３．６１±１．５６ｈｉ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Ｃ×Ａ ５．２００±０．６４４ｇｈ １．００９±０．１３９ｅｆ ０．９１８±０．１２０ｇ ０．８６１±０．１１２ｇ ３．５１±１．１６ｇｈｉ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Ｃ×Ｂ ４．９００±０．５２０ｃｄｅｆｇ ０．９３７±０．１４２ｂｃｄｅ ０．８４３±０．１３０ｂｃｄｅｆｇ０．７８５±０．１２５ｂｃｄｅｆｇ ２．７３±０．９４ｂｃｄｅ ６８．３４ａｂｃ

Ｃ×Ｃ ４．４４８±０．５６１ａｂ ０．８４３±０．１１７ａｂ ０．７５０±０．１１７ａ ０．６８８±０．１１８ａ ２．０８±０．８５ａｂ ６６．６７ａｂ

Ｃ×Ｄ ４．９７１±０．３５６ｄｅｆｇ ０．９６１±０．０８７ｃｄｅｆ ０．８７１±０．０７９ｄｅｆｇ ０．８１３±０．０７５ｄｅｆｇ ２．９４±０．６６ｃｄｅｆｇ ７０．００ａｂｃｄ

Ｃ×Ｅ ４．８３５±０．５４５ｂｃｄｅｆｇ ０．９３８±０．１３２ｂｃｄｅ ０．８５９±０．１１８ｃｄｅｆｇ ０．８００±０．１１０ｃｄｅｆｇ ２．７８±１．０４ｂｃｄｅ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Ｄ×Ａ ４．９３２±０．４０３ｄｅｆｇ ０．９６９±０．１１１ｃｄｅｆ ０．８６９±０．１０６ｄｅｆｇｈ ０．７８４±０．０８３ｂｃｄｅｆｇ ２．８６±０．７４ｃｄｅｆｇ ７１．６７ａｂｃｄｅ

Ｄ×Ｂ ４．８３７±０．４７９ｂｃｄｅｆｇ ０．９４３±０．１１３ｃｄｅ ０．８４４±０．０９９ｂｃｄｅｆｇ０．７９２±０．０９２ｆｃｄｅｇ ２．８１±０．９３ｃｄｅｆｇ ７３．３３ｂｃｄｅ

Ｄ×Ｃ ４．６４８±０．３４６ａｂｃｄｅ ０．８９６±０．０８１ａｂｃｄ ０．８１１±０．０７８０ａｂｃｄｅ ０．７４２±０．０７６ａｂｃｄ ２．３３±０．５７ａｂｃ ６８．３３ａｂｃ

Ｄ×Ｄ ４．５１０±０．６０５ａｂｃ ０．８７５±０．１８１ａｂｃ ０．７８２±０．１３７ａｂｃ ０．７２２±０．１２３ａｂｃ ２．２２±０．９４ａｂｃ ６６．６７ａｂ

Ｄ×Ｅ ４．８５７±０．７０３ｃｄｅｆｇ ０．９４３±０．１５９ｃｄｅ ０．８５２±０．１３０ｂｃｄｅｆｇ０．７９８±０．１２６ｃｄｅｆｇ ２．８７±１．２４ｃｄｅｆｇ ７８．３３ｄｅ

Ｅ×Ａ ５．１７９±０．５１９ｇｈ １．０２６±０．１３５ｅｆ ０．９１１±０．１１９ｆｇ ０．８４２±０．１０６ｆｇ ３．４９±１．１２ｆｇｈｉ ８８．３３ｆ

Ｅ×Ｂ ４．７０８±０．６１５ａｂｃｄｅｆ ０．８９７±０．１４８ａｂｃｄ ０．７７４±０．１１５ａｂ ０．７０８±０．１１１ａｂ ２．５５±１．１１ａｂｃｄｅ ７６．６７ｃｄｅ

Ｅ×Ｃ ４．６９５±０．６００ａｂｃｄｅｆ ０．８８７±０．１４１ａｂｃｄ ０．８０６±０．１３４ａｂｃｄｅ０．７４６±０．１３１ａｂｃｄ ２．４８±１．００ａｂｃｄ ７１．６７ａｂｃｄｅ

Ｅ×Ｄ ４．９２０±０．４６６ｄｅｆｇ ０．９３５±０．１２２ｂｃｄｅ ０．８３０±０．１１７ａｂｃｄｅｆｇ ０．７５９±０．１０６ａｂｃｄ ２．８１±０．８４ｃｄｅｆｇ ７５．００ｂｃｄｅ

Ｅ×Ｅ ４．５８９±０．３９６ａｂｃｄ ０．８４６±０．１１８ａｂ ０．７５６±０．１０２ａ ０．７０８±０．１００ａｂ ２．２７±０．６９ａｂｃ ７３．３３ｂｃｄｅ

注：同列同一指标上标中含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ｍ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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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江宗冰，等：罗氏沼虾生长性状的种内杂交优势及遗传力与遗传相关分析

３　讨论

３．１　杂交优势
杂交育种是水产生物主要的育种手段之一，

目前，国内在多种水产生物杂交育种方面取得不

错的研究进展。国内研究杂种优势的方法主要

有两种［１９２０］，一是基于数量性状的数值预测杂种

优势，比如李思发、毕详、郑怀平等分别利用数量

遗传学的方法对不同品种的红鲤、瓯江彩鲤及牡

蛎的杂种优势进行了研究［２１２３］。二是基于分子

标记的方法分析杂种优势，王炳谦等［２４］、李思发

等［２５］、王爱民等［２６］分别运用 ＳＳＲ标记法分析了
虹鳟、罗非鱼、马氏珠母贝后代杂种优势。

本实验利用 ５个罗氏沼虾专门化品系选择
系进行完全双列杂交，通过分析杂交子一代的生

长性状来分析其杂种优势。结果表明，几乎所有

的杂交组合均表现出了一定的杂交优势，与罗坤

等［８］研究结果相符合，且均具有超亲杂种优势。

其中Ａ×Ｅ组合在所有的生长性状上均高于其他
组合，杂种效果较为理想，这可能是由于专门化

选择系Ａ与Ｅ选择系的配合力较强，易产生杂种
优势。

专门化品系选育是进行配套系选育的基础

研究，本实验的基础群体经过邓平平［１４］、蒋

飞［２７］、王海洋［２８］等多代选育，每代均从各选择系

群体中挑选符合各自体型的个体作为亲虾进行

繁育，经过蒋飞［２７］、王海洋［２８］等多代的遗传多样

性分析，每代的纯合基因位点增加，基因型趋近

于纯合，其遗传纯度较高，较易利用它们的杂种

优势，因而其杂交子一代均表现出了杂种优势，

这说明我们在以后的配套系育种研究中选择纯

度较高的选育系进行配套杂交可以获得较好的

效果。当前，水产生物的选育多是单一群体的多

代选育，极易造成近交衰退，降低了种群的杂合

度，限制了选育良种后代的可利用性。杂交可以

增加子代的杂合度及遗传多样性［９］，便于适应更

多样的生长环境。

３．２　遗传力与遗传相关
本实验运用加性显性模型对罗氏沼虾５个

生长性状的遗传力进行估计，以探索各生长性状

的选育潜力。由表５可知，５个生长性状体长、头
胸甲宽、第一腹节宽、第一腹节高和体质量的遗

传力估计值依次为０．５４９、０．５４８、０．５２７、０．５１６、

０．５８０，均属于高度遗传力，说明这５个生长性状
具有较大的遗传改良潜力，经ｔ检验，各性状遗传
力间均未达到显著水平。高的生长性状遗传力

适用于个体或群体的表型选择法进行育种，同样

符合本实验的研究方法。在水产动物育种研究

中，何玉英等［１０］、徐如卫等［１１］、马爱军等［１２］、户

国等［１３］分别对中国对虾、凡纳滨对虾、大菱鲆、虹

鳟的生长性状进行了遗传力研究。从现有水产

生物的研究结果来看，多数生长性状的遗传力范

围大致为０．２～０．７，本实验结果与其吻合。
ＭＡＬＥＣＨＡ等发现罗氏沼虾幼体早期生长率遗传
力估计值在０．２～０．７之间［２９］；同时 ＮＩＳＳＡＲＡ等
研究发现罗氏沼虾２月龄时与生长相关性状的
遗传力要远远大于５月龄时的遗传力［３０］；罗坤等

运用非求导约束最大似然法研究罗氏沼虾５月
龄的生长性状遗传力为０．０２～０．０７，属低等遗传
力［３１］。何玉英等研究中国对虾生长性状的遗传

力时同样发现可能由于中国对虾发育日龄的不

同造成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１０］。

此外，即使是同一物种，由于亲本来源的不同，也

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差异。

本研究中，罗氏沼虾５个生长性状的遗传相
关与表型相关均比较高，其中体长与体质量的遗

传相关与表型相关均最大，分别达到０．７５２２和
０．９８００。头胸甲宽与第一腹节高的遗传相关最
小，为０．６６７５；体长与第一腹节高的表型相关最
小，为０．９２４０，这与凡纳滨对虾的研究结果接
近［３２］。体质量与其他性状间的遗传相关（０．６９～
０．７５）与表型相关（０．９３～０．９８）均较大，同时体
质量的遗传力在５个生长性状中也最高，因此实
验通过对体质量的选择可以同时达到选择其他

相关性状的目的，这对今后的继续选育工作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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