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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麦康森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专业：水产学 

提名意见 

远缘杂交是重要的鱼类育种方法，然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在鱼类远缘

杂交中，如能突破杂交后代的生殖隔离难关，建立可育的品系及新的鱼类种质资

源，将在鱼类育种和鱼类进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通过长期而系统的

研究，揭示了淡水鱼类远缘杂交的遗传和繁殖规律，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

育品系的观点；证明了鲤鲂杂交形成鲫的重要途径；创建了一系列可育的新型四

倍体鱼品系和二倍体鱼品系，形成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建立了一步法育种技术

和多步法育种技术，并用这两种育种共性技术研制了多个优良鱼类并进行了推广

养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该项目还证明了雌性鲤与雄性团头

鲂鲂杂交形成鲫的重要途径；这也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结果。该项目相关技

术获得 10 项国家发明专利；在 PNAS、Biology of Reproduction、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等专业期刊发表 54 篇论文（其中 SCI 论文 52 篇）；出版专著《鱼

类远缘杂交》；1 个优良新型鱼类获得国家级水产新品种证书；相关研究成果获

得了 2015 年度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项目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

好评。该项目已达到申报要求，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特此推荐申报 2018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姓名：张亚平  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专业：生物学 

提名意见 

由于种间生殖隔离的存在，一般认为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品系；另外长期以来

缺乏可供借鉴的鱼类远缘杂交规律来指导育种实践。因此系统开展鱼类远缘杂交

研究在遗传育种和生物进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在淡水鱼类中开展了



31 个远缘杂交组合的系统研究，获得了 25 个具有存活后代的杂交组合，揭示了

淡水鱼类远缘杂交过程中重要的遗传和繁殖规律，并以此为基础研制了一系列可

育的新型四倍体鱼品系和二倍体鱼品系（其中证明了鲤鲂杂交形成二倍体鲫品系

的重要途径），形成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品系的

观点；建立了一步法育种技术和多步法育种技术，利用这两种共性技术研制了多

个优良鱼类，推广后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目的相关技术获得 10

项国家发明专利；研究成果在 PNAS、Biology of Reproduction 等专业期刊发表 54

篇论文（其中 SCI 论文 52 篇）；出版专著《鱼类远缘杂交》；1 个优良新型鱼类

获得国家级水产新品种证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获得了 2015 年度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项目已达到申报要求，申报材料

真实有效。特此推荐申报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姓名：印遇龙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专业：畜牧、兽医科学 

提名意见 

杂交是育种的重要方法，然而动物杂交育种的规律性如何？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

研究。该项目在鱼类的远缘杂交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以染色体数目为 48 和

100 的淡水重要经济鱼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了淡水鱼类远缘杂交的遗传和繁

殖规律；证明了鲤鲂杂交形成鲫的重要途径；创建了一系列可育的新型四倍体鱼

品系和二倍体鱼品系，形成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

品系的观点；建立了一步法育种技术和多步法育种技术，用这两种育种共性技术

研制了多个优良鱼类并进行了推广养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目

相关技术获得 10 项国家发明专利；在 PNAS 等专业期刊发表 54 篇论文（其中

SCI 论文 52 篇）；出版专著《鱼类远缘杂交》；1 个优良新型鱼类获得国家级水产

新品种证书；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5 年度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项目

研究成果对鱼类遗传育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该项目已达到申报要求，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特此推荐申报 2018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远缘杂交可以使不同鱼种的基因组组合在一起，导致杂交后代的表现型和基

因型发生显著改变，是创制优良鱼类的重要方法。长期以来，鱼类远缘杂交育种

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盲目性，导致育种的成功率低。该项目

通过长期而系统的研究，揭示了淡水鱼类远缘杂交的遗传和繁殖规律；证明了鲤

鲂杂交形成鲫的重要途径；创建了两性可育的新型四倍体鱼品系和二倍体鱼品系，

形成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品系的观点；建立了一

步法育种技术和多步法育种技术；用这两种育种共性技术研制了一批优良鱼类并

进行了推广养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点如下： 

1. 揭示了淡水鱼类远缘杂交的遗传和繁殖规律。当母本染色体数大于父本

染色体数时，可形成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鱼品系；当母本染色体数等于父本染色

体数时, 可形成异源四倍体和二倍体鱼品系；当母本染色体数小于父本染色体数

时，难以获得存活后代；在分子水平揭示了杂交品系的遗传特性，发现嵌合基因

是杂交鱼品系共有的遗传特性，有利于降低不同物种的遗传物质之间的不协调性；

证明了四倍体鱼和二倍体鱼杂交品系的两性可育性，发现异源四倍体鱼（4n=148）

产生的同源二倍体配子和同源三倍体配子是形成同源四倍体鱼（4n=200）品系的

重要原因；二倍体杂交鱼品系产生单倍体配子及其受精形成了二倍体鱼品系。以

上研究为鱼类远缘杂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2. 研制了杂交鱼类品系，创建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以鱼类远缘杂交的遗

传和繁殖规律为基础，突破远缘杂交 F1代生殖难关，研制了可代代相传的 3个同

源四倍体鱼品系和 7个二倍体鱼品系，证明了鲤鲂杂交形成鲫的重要途径；创建

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修正了远缘杂交难以形成可育品系的观点。 

3. 建立了鱼类远缘杂交关键育种技术。以鱼类远缘杂交的遗传和繁殖规律

为基础，建立了一步法育种和多步法关键育种技术。一步法育种技术为：在双亲

染色体数目相同前提下，选育具有杂交优势 F1群体的育种技术。多步法育种技术

为：建立源于远缘杂交的可育杂交品系并用之制备优良鱼类的育种技术。利用这

两种技术研制了 5个新型三倍体鱼和二倍体优良鱼类；2013-2017年，累计生产

优良二倍体和三倍体鱼苗种 18.34 亿尾，推广养殖面积 1200 多万亩，产生了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项目获得了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资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等课题的资助；相关核心技术获得 10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在

PNAS、Biology of Reproduction、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等专业期刊

发表 54 篇论文（其中 SCI论文 52篇）；出版专著《鱼类远缘杂交》；1个新型

优良鱼类获得国家级水产新品种证书；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5年度湖南省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 

客观评价 

1. 学术性评价意见 

该项目中有关淡水鱼类远缘杂交遗传和繁殖规律的文章（论文题目：

Polyploid organisms）发表在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2012）。中国科学杂

志社于 2015 年评价如下：“为感谢和表彰对《中国科学：生命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编委和作者……因您的文章

‘Polyploid organisms’对本刊影响力提升贡献突出，经编辑部提名、正副主编会

讨论，您被评选为《中国科学：生命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优

秀作者’”。该文被引用 23 次（其中他引 15 次）。 

2. 鉴定结论 

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委派桂建芳院士等专家对该项目用一步法

育种技术研制的“鳊鲴”（现名鳊鲴杂交鱼）进行现场审查，专家组一致认为：

“该品种体型介于亲本团头鲂和黄尾密鲴之间，其头小、背高、肉厚，生长速度

平均比母本团头鲂快 11.7%，比父本黄尾密鲴快 37.5%……中试养殖，经济和社

会效益明显……。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组织麦康森院士等一批专家对该项目用多步法育种技术

研制的“翘嘴鳊”（现名杂交翘嘴鲂）进行了品种评审，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

“翘嘴鳊遗传了团头鲂的草食性，具有耐低氧、抗应激能力强的特点……具有优

良的养殖经济性状”；“……在常规池塘养殖条件下，成活率达 70%以上，亩产在

1000 公斤到 1320 公斤之间，比父母本增产效益显著”；“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

翘嘴鳊是一种优良的养殖对象”。 

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委派桂建芳院士等专家对该项目用多步法

育种技术研制的“杂交翘嘴鲂”进行现场审查，专家组一致认为：“杂交翘嘴鲂



在湖南、江苏等地中试应用，……增产效益显著，养殖效果好，深受养殖户和消

费者的喜爱”。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组织朱作言院士等一批专家对该项目用一步法育种技术

研制的“合方鲫”进行了品种评审，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合方鲫制种中的受

精率和孵化率分别为 90%和 80%以上，可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合方

鲫杂交特征表现在体背高……其体型、体色、肉质和口感接近野生鲫鱼，其具有

很好的市场前景”；“合方鲫具有母本的快速生长性状，又具有耐低氧、抗病性强

等优良性状……亩产在 1000 公斤以上……经济效益好，深受养殖者和消费者的

喜爱”；“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合方鲫是一种优良的新型杂交鲫鱼”。 

3. 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鱼类远缘杂交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应用”获得了 2015

年度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推广应用情况 

该项目运用一步法和多步法共性育种技术研制的鳊鲴杂交鱼、杂交翘嘴

鲂、合方鲫和异源三倍体鲤等优良的二倍体、三倍体鱼类已在湖南、江苏、广

东、广西、江西、福建和重庆等地进行推广养殖，得到了有关水产企业和广大

养殖户的好评（附件三）。2013-2017 年间，累计生产苗种 18.34 亿尾，推广养

殖面积 1200 多万亩，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附件五-28）。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起止

时间 

应用单位联系人

/电话 
应用情况 

湖南湘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3-

2017 

杨军森

/13875192339 

累计生产鳊鲴杂交鱼苗种 0.7 亿尾，合方鲫苗种 5.6 亿

尾、杂交翘嘴鲂苗种 0.6 亿尾，异源三倍体鲤苗种 2.9 亿

尾，推广养殖面积 500 多万亩。 

苏州市毛氏阳澄湖

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多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毛觉生

/13806135208 

五年累计生产生产杂交翘嘴鲂苗种 3.2 亿尾，推广养殖面

积 200 多万亩。 

大丰盛兴水产品有

限公司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盛亚民

/13905113682 

五年累计生产生产鳊鲴杂交鱼苗种 2.1 亿尾，推广养殖面

积 130 多万亩。 

广州市金洋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潘淦

/13802652829 

五年累计生产生产合方鲫苗种 2.3 亿尾，推广养殖面积

140 多万亩。 

常德启腾水产服务

有限公司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夏腾

/18890738783 

销售合方鲫和鳊鲴杂交鱼寸子 2600 多万尾，推广水面达

13000 多亩。 

三明市牧渔良种繁

育场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刘源泉

/13950981363 

五年来累计引进鳊鲴杂交鱼苗种 400 万尾、新型鲫鱼合

方鲫苗种 500 万尾，推广养殖面积 3000 多亩。 



南昌神龙渔业开发

有限公司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3-

2017 

龚小荣

/15083517652 

鳊鲴杂交鱼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含肉率高等优

点；合方鲫体型、体色、肉质和口感接近野生鲫鱼。 

重庆市旭邦渔业有

限公司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4-

2017 

吴斯斌

/13983220649 

四年累计引进鳊鲴杂交鱼苗种 350 万尾，异源三倍体鲤

苗种 200 万尾，累计推广养殖水面达 3000 多亩。 

公安县城关渔场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3-

2017 

盛春立

/13094206516 

养殖杂交翘嘴鲂及鳊鲴杂交鱼能明显提高养殖效益，每

亩比传统的养殖四大家鱼增收 1500-2000 元。 

长沙市望城乔口渔

场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3-

2017 

胡新念

/13348614426 

鳊鲴杂交鱼和杂交翘嘴鲂的引进，大大改善了我场以前

传统养殖方面效益低下的产业结构，每亩经济效益增加

了 1000-1200 元。 

安乡县大北农长林

水产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4-

2017 

夏长林

/13974200021 

累计养殖鳊鲴杂交鱼苗种 640 万尾，累计推广养殖水面

将近 4000 亩。鳊鲴杂交鱼亩产可达到 1100 公斤以上，

每亩纯利润 3500 元左右。 

泗洪县绿湖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2-

2014 

王刚

/18657013955 

鳊鲴杂交鱼生长速度快、肉质细嫩、含肉率高、抗病力强，

每亩的纯利润可达 3000 元以上。 

苏州市漕湖水产生

态养殖场 

一步法育种技

术 

2012-

2016 

姚建荣

/13507455938 
鳊鲴杂交鱼生长速度快，平均亩产不低于 1100 kg。 

佛山市顺德区勤鹭

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一步法/多步

法育种技术 

2014-

2016 

何伟华

/13318369088 

引进异源三倍体鲤水花 600 万尾及合方鲫水花 1500 万

尾，计推广养殖面积约 12000 多亩。 

广西南宁道源渔业

开发有限公司 
鳊鲴杂交鱼 

2012-

2016 

屈培坚

/15296497834 

引进异源三倍体鲤苗种 1500 万尾，合方鲫苗种 2000 万

尾，累计推广养殖水面达 20000 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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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及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本项目主要由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及科技

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如下： 

1. 湖南师范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在鱼类遗传育种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平台，拥有“发育生物

学”国家重点学科，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业部

“鲤鲫遗传育种中心”，湖南省“鱼类遗传育种中心”及湖南省高校“鱼类遗传

育种”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为本项

目各项科技创新成果的研发给予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为本项

目中的文章发表、获奖和国家发明专利的法人代表，为本项目中鱼类杂交技术的

研究以及优质杂交鱼类的推广和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集科研、开发、生产、贸易于一体，占地 1000 多



亩，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苗种繁育设备和大水面养殖基地。公司长期与湖南师范

大学进行科研合作，在优良苗种生产和推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

具备年产 10 亿尾苗种的生产能力，是国内最大的苗种生产公司之一，也是国内

最大的不育三倍体鱼生产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之一，湖南湘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中多种优质二倍体和三倍体鱼的生产、销售和养殖等产业化环

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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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由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所有完成人均

在这两个单位完成相关研究工作，只是参加研究的时间不同。主要完成人员刘少

军（2008.01-今）、覃钦博（2008.01-今）、陶敏（2008.01-今）、张纯（2008.01-今）、

罗凯坤（2008.01-今）、肖军（2011.01-今）、王石（2012.09-今）、胡方舟（2012.09-

今）等同志共同进行了鱼类杂交育种技术研究，杂交鱼遗传特性研究，杂交鱼品

系建立和杂交鱼品种的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合作的主要方式有品种、论文、

专利和获奖等。刘少军、覃钦博、罗凯坤、周工健（2008.01-今）、杨震（2010.01-

今）等同志共同进行了优质二倍体、三倍体鱼类的中试养殖和推广养殖，合作方

式为共同立项。 

整个项目由刘少军同志负责总体设计，统一协调，提出项目研究的技术路线

和实施方案，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总结和验收等。项目完成人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进行项目的研究，各成员分工明确、配合密切，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