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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香长杂交牡蛎品系的培育

方法。本发明通过雌性香港牡蛎与雄性长牡蛎杂

种子一代制备、环境效应检测、育种潜力评估、最

优类群上选自繁等技术环节，经过 3-4 代繁育即

可获得适应于本土的杂交牡蛎新品系。本发明克

服了牡蛎种间配子生殖隔离障碍，解决了杂种 F1

生长缓慢、存活力弱、高度不育等一系列问题，加

快了环境胁迫对优良基因型的选择作用，创建了

一套适应于本土牡蛎杂交新品系的培育方法。本

发明培育的新品系，不但拓宽了牡蛎对温度、盐度

的适应范围，而且提高产量 30％以上 ( 相对于双

亲 )。本发明具有实用性强，易于推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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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长杂交牡蛎品系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杂种子一代制备：以香港牡蛎 Crassssotrea hongkongensis 的雌性个体与长牡蛎

C.gigas 雄性个体进行种间群体杂交，获得杂种子一代 HG，同时设置香港牡蛎自繁组 HH 及

长牡蛎自繁组 GG 作为对照；

b、环境效应检测：将 3 个实验组 HG、HH、GG 子代分别在我国北方低温高盐的长牡蛎自

然分布区及我国南方高温低盐的香港牡蛎自然分布区进行培育，分析其环境效应对杂种 F1

表型性状的影响；

c、育种潜力评估：通过培育，淘汰死亡个体，留下适应环境的类群，进行育种潜力评估；

同时，按照 5-10％的选择强度，从杂种子一代 HG 中筛选出可育的大个体类群，即最优类群；

d、最优类群自繁：以 c 步骤中筛选出的最优类群作为亲本进行自繁，获得杂种子二代，

杂种子二代之后重复 b-c 步骤，进行子代环境效应检测及其最优类群筛选；如此重复本步

骤若干次进行最优类群筛选。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d的若干次为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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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长杂交牡蛎品系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洋农业中贝类苗种繁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香长杂交牡蛎新品

系的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种间杂交是动、植物基本育种手段之一，特点是它可以显著的扩大动植物的基因

库，促进种间交流，引入异种有利基因，创造出新的变异类型，甚至会合成新的物种 ( 楼允

东，1999)。

[0003] 贝类的远缘杂交起源于牡蛎，早在 1882 年，Bouchon-Brandely 就开展了葡萄牙牡

蛎 (Ostrea angulata) 与欧洲牡蛎 (O.edulis) 的种间杂交。在 1950 年，Davis 研究了太

平洋牡蛎O.gigas×美洲牡蛎O.virginica及美洲牡蛎×奥林匹亚牡蛎O.lurida的种间

杂交。随后，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牡蛎种间杂交研究。Gaffney&Allen 在 1993 年对巨蛎属

牡蛎的种间杂交进行了总结，虽然巨牡蛎属牡蛎的远缘杂交报道较多，但真正成功的较少，

报道主要集中在杂交子一代的早期表型性状的研究上，且几乎所有的种间杂交均未获得显

著的杂种优势。

[0004] 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是暖温性近岸生长的一个经济价值极高

的种类，喜好高温低盐环境，是我国南方养殖的主要经济种，分布长江以南，核心区为广东、

广西，年产量在 130 万吨左右。而长牡蛎 (C.gigas) 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北，喜好低温高盐

环境，为世界性养殖品种，主要集中在我国辽宁、山东等地，年产量在 80 万吨左右。由于生

长速度快、环境适应性强、肉味鲜美，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两种牡蛎经

济种，从分布范围上，它们之间无生活重叠区；从其生活环境上看，它们生态类型截然相反；

从其遗传进化角度上，这两个种类在巨蛎属牡蛎中遗传距离较远，而且种间分化较早，大约

在2880万年前发生了种间分歧，并成功进化为两个物种。张跃环等(2012)研究发现，这两

个物种可以杂交，而且存在单向受精，即香港巨牡蛎的卵子可以与长牡蛎精子受精，相反方

向，不能受精；而且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可以培育出大量的种间杂交稚贝；这些杂交子一

代具有生长缓慢、高度不育等特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培育出遗传稳定、高产、抗逆、优质杂交新品系的香

长杂交牡蛎新品系的培育方法。

[0006] 如何改良香长牡蛎种间杂种子一代的养殖性状，是否可以通过子一代连续自繁、

环境胁迫基因型快速优化、育种潜力评估来培育遗传稳定、高产、抗逆、优质杂交新品系成

为本发明的创新点所在。

[0007] 本发明的香长杂交牡蛎新品系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杂种子一代制备：以香港牡蛎 Crassssotrea hongkongensis 的雌性个体与长

牡蛎 C.gigas 雄性个体进行种间群体杂交，获得杂种子一代 HG，同时设置香港牡蛎自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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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及长牡蛎自繁组 GG 作为对照；

[0009] b、环境效应检测：将 3 个实验组 HG、HH、GG 子代分别在我国北方低温高盐的长牡

蛎自然分布区及我国南方高温低盐的香港牡蛎自然分布区进行培育，分析其环境效应对杂

种 F1 表型性状的影响；

[0010] c、育种潜力评估：通过 1-2 年的培育，淘汰死亡个体，留下适应环境的类群，进行

育种潜力评估；同时，按照 5-10％的选择强度，从杂种子一代 HG 中筛选出可育的大个体类

群，即最优类群；

[0011] d、最优类群自繁：以 c 步骤中筛选出的最优类群作为亲本进行自繁，获得杂种子

二代，杂种子二代之后重复 b-c 步骤，进行子代环境效应检测及其最优类群筛选；如此重复

本步骤若干次进行最优类群筛选。

[0012] 所述的步骤 d的若干次为 1-2 次。

[0013] 经过以上环节，再继续重复1-2代可以分别获得适应于我国北方养殖的“香长北1

号”及我国南方养殖的“香长南 1 号”2 个牡蛎杂交新品系。两个品种具有遗传稳定、生长

快、抗性强、产量高等优点。

[0014] 张跃环等 (2012) 公开了对比文件香港牡蛎与长牡蛎的种间杂交研究，从配子兼

容性分析、杂种优势分析、育性分析等方面阐述了这两个物种杂交的可行性。本发明不同于

以上对比文件，具有以下主要创新点：①本发明是以杂种子一代为材料，经过多代上选自繁

培育新品系 ；而对比文件仅仅研究了杂种子一代的表型性状。②本发明通过不同环境条件

胁迫淘汰致死基因，加速优良基因型定向纯化速率，而对比文件仅仅是单一环境条件下的

简单对比。③本发明评估了不同世代杂种的育种潜力，而对比文件仅仅是杂种F1的杂种优

势评估。④本发明培育的杂交新品系具有产量高、抗性强等优点，而对比文件杂种 F1 不具

生长、产量等性状的优势。

[0015] 本发明通过雌性香港牡蛎与雄性长牡蛎杂种子一代制备、环境效应检测、育种潜

力评估、最优类群上选自繁等技术环节，经过 3-4 代繁育即可获得适应于本土的杂交牡蛎

新品系。本发明客服了牡蛎种间配子生殖隔离障碍，解决了杂种F1生长缓慢、存活力弱、高

度不育等一系列问题，加快了环境胁迫对优良基因型的选择作用，创建了一套适应于本土

牡蛎杂交新品系的培育方法。本发明培育的新品系，不但拓宽了牡蛎对温度、盐度的适应范

围，而且提高产量 30％以上 (相对于双亲 )。本发明具有实用性强，易于推广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 1是本发明的技术路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8] 实施例 1

[0019] a、杂种子一代制备：于 2011 年 7 月，在大连庄河海洋贝类苗种场以香港牡蛎

Crassssotrea hongkongensis 的雌性个体与长牡蛎 C.gigas 雄性个体进行种间群体杂交，

获得杂种子一代 (HG)，同时设置香港牡蛎自繁组 (HH) 及长牡蛎自繁组 (GG) 作为对照。当

3个实验组子代 60 日龄时，稚贝壳高生长至 10-15mm，将其分别制备为单体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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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b、环境效应检测：将 3个实验组 HG、HH、GG子代放置于 20目筛绢网制作 40×30cm

网袋中，120个 /网袋，每个实验组60袋。将其分别在我国北方大连庄河湾低温高盐的长牡

蛎自然分布区及我国南方湛江官渡高温低盐的香港牡蛎自然分布区进行培育，分析其环境

效应对杂种 F1 表型性状的影响。同时，定期调整每个实验组密度一致，消除密度效应对表

型性状的影响。

[0021] c、育种潜力评估：通过 1 年的养殖，淘汰死亡个体，留下适应环境的类群，进行生

长、存活、产量等养殖性状的育种潜力评估；同时，按照5％的留种率，从杂种子一代HG中筛

选出可育的大个体类群，即最优类群。

[0022] d、最优类群自繁：于 2012 年 7 月，以大连、湛江养成群体为研究对象，筛选出的最

优类群HG作为亲本进行自繁，获得杂种子二代。同时，设置HH、GG子二代作为对照。将大连

群体中的 3个实验组 HG、HH、GG 子二代继续培养至庄河湾，湛江的继续培养在官渡；通过环

境效应检测、育种潜力评估，经过一周年养成，筛选出 HG 子二代中的 5％大个体作为亲本。

[0023] 经过以上环节，于 2013 年 7 月，以 d步骤中的 HG 子二代中的 5％大个体作为亲本

自繁育 HG 子三代，同时，设置 HH、GG 子三代作为对照。将大连群体中的 3个实验组 HG、HH、

GG 子三代继续培养至庄河湾，湛江的继续培养在官渡；通过环境效应检测、育种潜力评估。

经过一周年养成，发现大连庄河湾培育群体中，上选的 HG 子三代个体相对于长牡蛎而言，

生长速度提高 10-20％、存活率提高 30-50％、产量提高了 40-80％；相对于香港牡蛎而言，

生长速度提高 20-30％、存活率提高 60-90％、产量提高了 90-150％，获得的杂交牡蛎新品

系定名为“香长北 1号”。湛江官渡养殖群体中，由于长牡蛎在湛江香港牡蛎养殖区域由于

温度过高，全部死亡，仅仅剩下 HG、HH 子三代；HG 子三代个体相对于香港牡蛎而言，生长速

度提高 15-20％、存活率提高 30-60％、产量提高了 50-90％，获得的杂交牡蛎新品系定名为

“香长南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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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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