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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所一种贝类自交系建立方法获国际发明专利 

海洋研究所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刘晓等完成的“一种雌雄异体型贝类自交

系的建立方法”获得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颁发的专利证书，专利号为10-

0868894。 

    该发明涉及贝类的制种技术，特别提供了一种雌雄异体型贝类自交系的建

立方法。从雌雄异体型贝类中选择出同时具有雌雄两种生殖细胞的、即雌雄同

体的特殊个体，采用自交的策略建立和培育自交系；所述雌雄异体型贝类，其

生殖腺的颜色在同一物种的雌性与雄性之间具有可在活体情况下通过肉眼观察

分辨其性别的差异。该发明利用雌雄异体型贝类中的特殊变异个体建立自交

系，可加快雌雄异体型贝类的基因纯化速度，快速淘汰隐性致死基因，大大加

快雌雄异体型贝类的品种选育速度，操作简便、不使用特殊的化学试剂、不需

要特殊的设施，容易推广应用。该发明可应用于雌雄异体型贝类中所有在活体

情况下能通过肉眼观察直接识别确认为雌雄同体的个体。 

    贝类多为雌雄异体型，少数种类为雌雄同体型，也有一些种类的性别是不

稳定的。雌雄异体型贝类在物种水平上表现为雌雄异体，即正常情况下一个个

体仅拥有雌性或雄性中的一种类型的生殖腺，生殖腺发育成熟后一个个体仅能

产生雌性(卵子)或雄性(精子)中的一种配子；雌雄同体型贝类在物种水平上表

现为雌雄同体，即每一个个体在生殖腺发育阶段均 同时具有雌性和雄性等两种

类型的生殖腺，生殖腺发育成熟时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产生雌性与雄性两种配

子。 

    近年来，该技术发明者在皱纹盘鲍、虾夷扇贝和栉孔扇贝中陆续发现了生

殖腺异常的个体，其生殖腺形态正常，外观饱满、手感柔软，但特殊之处在于

生殖腺的颜色不均一，即同一个体的生殖腺表面同时具有该物种的雌性与雄性

两种生殖腺的颜色，该现象与上述物种雌雄异体的正常个体中的生殖腺显著不

同，该发明人经研究发现，上述生殖腺异常的个体是雌雄同体的特殊个体，这

是在上述三个物种中通过肉眼对生殖腺的外观进行观察后首次获得的雌雄同体

的活体。但没有发现有人利用上述物种中所获得的雌雄同体的活体建立自交

系，该发明人经多年研究后，成功研发完成本件雌雄异体型贝类中建立自交系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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