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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的体重与形态特征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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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确定影响中华鳖体重的主要外部形态指标，对 100日龄和 300日龄中华鳖的背甲长、腹甲长、背甲宽

及体高与体重进行了测量与分析。相关分析表明，中华鳖的背甲长、腹甲长、背甲宽及体高与其体重呈显著正相

关(P<001)，100日龄中华鳖腹甲长、背甲长、体高及背甲宽与体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1、0.651、0.907、0.671；

300日龄中华鳖背甲长、腹甲长、背甲宽及体高与体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4、0.606、0.625、0.424。通径分析

及决定系数分析表明，100日龄中华鳖腹甲长对体重的直接影响最大(R=0.541)，其次为背甲长(R=0.469)，腹甲长

与背甲长对体重的决定程度为 0.909；300 日龄中华鳖体高对体重的直接影响最大(R=0.711)，其次为背甲长

(R=0.402)，体高与背甲长对体重的决定程度为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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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main morphological traits that influence the body weight of the Chinese soft-shelled turtle, 
Trionysx sinesis, carapace length, plastron length carapace width and body height of 100 day-old and 300 day-old turtl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showed that carapace length, carapace width, body height and plastron length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ody weight(P＜0.01), the correlation index were 0.891, 0.651, 0.907 and 0.671 for 100 day-old T. sinesis 
and 0.724, 0.606, 0.625 and 0.424 for 300 old-day T. sinesis, respectively. Path coefficients an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arapace length and plastron lengt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ody weight for 100 
old-day turtle, and the direct effect index was 0.541 and 0.469, respectively.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two 
attributes on weight body for 100 old-day turtle was 0.909. Carapace length and body heigh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ody 
weight for 300 old-day turtle, and the direct effect index was 0.711 and 0.402, respectively.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two attributes on body weight for 100 old-day turtle was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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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 (Trionyx sinensis)，隶属于龟鳖目 (Testudoformes)、鳖科(Trionychidae)、鳖属，俗称



 
 

18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hnndxb.com                    2013年 4月 

甲鱼、水鱼、王八。中华鳖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在中国广泛养殖，2011年养殖总产量达 25多万 t。

由于长期盲目的苗种培育，导致目前中华鳖种质资

源混杂，中华鳖养殖业发展陷入瓶颈。有关中华鳖

的研究主要在营养[1]、养殖[2]、病害[3–5]、形态[6]、

遗传多样性[7–9]、性别分化[10]等方面，而有关生长

与形态特征关系的研究尚少。 

目前，多元分析在水产动物目的性状的研究中

得到广泛应用[11–16]，通过分析形态特征与体重的数

量关系，确定影响体重的主要外部形态特征以辅助

育种，可以有效提高选育效率[12]。笔者采用相关分

析及通径分析方法，探寻对不同日龄中华鳖体重有

显著影响的形态特征，旨在为中华鳖的选育提供参

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中华鳖于 2012年 1月 10日采自湖南省临湘市

煌鑫中华鳖养殖场，同一日龄中华鳖样本随机取自

同日龄精养池群体。共采集 100日龄鳖 39只，300

日龄鳖 43只。 

1.2 测量方法 

体重用电子天平称量，精确到 0.01 g，每只中
华鳖称重 3次；用游标卡尺对每只中华鳖的背甲长、
腹甲长、背甲宽及体高进行测量，每项指标均测量

3次，结果取其平均值。 

1.3 数据分析 

用Microsoft Excel 2007 和SPSS 17.0软件包对
各形态特征指标的测量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各相

关系数、通径系数和决定系数的计算参考文献[11]、
[16]的方法。 

2 结 果 

2.1 中华鳖不同生长阶段的体重与形态特征 

100 日龄及 300 日龄中华鳖的体重、背甲长、
背甲宽、腹甲长及体高测量结果见表 1。100 日龄
中华鳖体重变异系数最大，其次为体高、腹甲长、

背甲长、背甲宽。300 日龄中华鳖体高与体重的变
异系数相同，背甲长、背甲宽及腹甲长的变异系数

相同。所选形态性状标准差均较小，表明各参数值

比较接近总体估计值，分析结果可信度较高。 

表 1 中华鳖样本的形态特征值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orphological trait measurements of 100 day-old and 300 day-old T. sinesis  

日龄 体重/g 变异系数 背甲长/cm 变异系数 背甲宽/cm 变异系数 腹甲长/cm 变异系数 体高/cm 变异系数

100 253.64±53.40 0.21 12.14±0.90 0.07 10.51±0.78 0.07 9.45±0.80 0.08 3.60±0.31 0.09 

300 751.91±56.46 0.08 17.80±0.79 0.04 14.53±0.59 0.04 13.06±0.50 0.04 5.20±0.41 0.08 

 

2.2 供试中华鳖的形态指标与体重的相关分析 

对 100日龄及 300日龄中华鳖背甲长、背甲宽、

腹甲长及体高与体重的相关(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见表 2。由表 2 可知，100 日龄及 300 日龄中华鳖

各形态特征与体重的相关程度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5)，且为正相关。100日龄中华鳖腹甲长、背

甲长、体高、背甲宽与体重的相关系数依次下降，

分别为 0.907、0.891、0.671、0.651。300日龄中华

鳖背甲长、腹甲长、背甲宽、体高与体重的相关系

数依次下降，分别为 0.724、0.625、0.606、0.424。 

表 2 100 日龄与 300 日龄中华鳖形态特征间的

表型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100 day-old and 300 day-old T. sinesis 

相关系数 
性状 

背甲长 背甲宽 腹甲长 体高 体重 

背甲长 1 0.774** 0.780** 0.697** 0.891**

背甲宽 0.630** 1 0.520** 0.485** 0.651**

腹甲长 0.558** 0.525** 1 0.522** 0.907**

体高 0.032** 0.267** 0.380** 1 0.671**

体重 0.724** 0.606** 0.625** 0.424** 1 

右上三角区为100日龄中华鳖形态特征与体重的相关系数；
左下三角区为300日龄中华鳖形态特征与体重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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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试中华鳖的形态特征对体重影响的通径分

析及决定程度分析 

对分析得到的形态特征与体重的通径系数进

行显著性检验，剔除通径系数不显著的形态特征，

保留达到显著水平的形态特征，其中 100日龄中华
鳖对体重有显著影响的性状为腹甲长与背甲长，

300 日龄中华鳖对体重有显著影响的性状为体高与
背甲长。100 日龄中华鳖腹甲长与背甲长对体重的
直接作用(0.541、0.469)高于间接作用(0.422、0.366)，
腹甲长及背甲长与体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1、
0.907。300日龄中华鳖体高与背甲长对体重的直接
作用(0.711、0.402)高于间接作用(0.023、0.013)；体
高及背甲长与体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4、0.724。
100日龄及 300日龄中华鳖形态特征分析中 R2分别

为 0.953、0.669，说明除所选的形态特征外，还有
其他形态特征对 300日龄中华鳖体重有影响。  
供试中华鳖的形态特征对体重的决定程度分

析见表 3。100 日龄中华鳖背甲长与腹甲长的总决
定系数为 0.909，背甲长与腹甲长的直接决定程度
均小于间接决定程度；300 日龄中华鳖体高与背甲
长的总决定系数为 0.785，体高与背甲长的直接决
定程度均大于间接决定程度。分析结果说明 100日
龄中华鳖的背甲长与腹甲长是影响其体重的主要

形态特征，而 300日龄中华鳖的体高与背甲长是影
响其体重的主要形态特征。 

表 3 100、300 日龄中华鳖的形态特征对体重的决定

系数 
Table 3 Determinant coefficients of the major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body weight of 100 day-old and 300 day-old 
T. sinesis 

100日龄决定系数  300日龄决定系数
性状 

腹甲长 背甲长  
性状 

体高 背甲长

腹甲长 0.293 0.396  体高 0.505 0.018 

背甲长 — 0.220  背甲长 — 0.262 

3 讨 论   

通径分析作为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目前已经广

泛应用于水产动物的良种选育。在本研究中，所选

择的形态在不同日龄中华鳖群体中的变异系数相

对较小，说明具有统计分析意义。有诸多研究通过

相关分析获得形态间的相关性，选择相关性较高的

特征以达到间接选育的目的，但相关系数不能准确

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15–19]；因此，为提

高水产动物的选育效率，研究者多采用更全面、准

确的通径分析方法。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中华鳖背甲长、背甲宽、腹甲长、体高与体重的相

关系数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说明选取的形态特征

都对体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通径分析结果

表明，对于 100日龄中华鳖，仅腹甲长和背甲长对
体重有显著影响，而对于 300日龄中华鳖，仅背甲
长和体高对其体重有显著影响；因此，仅仅依据相

关分析的结果并不能准确指导选育实践。此外，水

产动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形态性状对体重的影响

也会有所差异。例如，随着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的年龄增长，体重与体长的遗传相关会逐渐
降低[20]。本研究分析结果也表明，随着中华鳖的生

长，不同形态特征对体重的影响也会改变。 
在中华鳖的育种工作中，生长性状是优良品种

选育的主要性状之一，而体重是生长性状的最直观

表现，通过多元分析能达到对生长性状间接选育的

目的。本研究中决定系数分析结果表明，100 日龄
中华鳖背甲长和腹甲长对体重的决定系数为 0.909，
接近于 1，说明背甲长和腹甲长可以作为中华鳖生
长性状相关选育过程中主要的形态特征。同样，在

对 300日龄中华鳖的生长性状选育过程中，可以将
体高和背甲长作为参考的形态特征。本研究通径分

析及决定系数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 300日龄中华
鳖来说，仍有尚未考虑到的形态特征对体重有一定

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分析更多的形态特

征，以提高中华鳖相关育种工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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