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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估尼罗罗非鱼的耐盐碱性能，分别测定了上海、山东、河北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

种 96 h的半致死盐、碱度，并在不同盐碱混合浓度(S0A0、S10A0、S10A2、S10A4、S10A6)中进

行为期 60 d的养殖生长比较。单盐、单碱耐性研究表明，上海、山东、河北 3种品系尼罗罗非鱼

鱼种的 96 h半致死盐度分别为 18.528 g/L、20.347 g/L、19.342 g/L，96 h 半致死NaHCO3碱度为 8.827 

g/L、8.540 g/L、8.542 g/L。盐碱混合条件下，盐度为 10时， 96 h半致死碱度分别为河北品系(4.377 

g/L)>上海品系(3.561 g/L)>山东品系(3.108 g/L)，品系之间差异显著(P<0.05)；盐度为 15 时，96 h

半致死碱度分别为河北品系 2.144 g/L，上海品系 2.183 g/L，山东品系 2.183 g/L, 品系之间无显著

差异(P>0.05)，高盐度下尼罗罗非鱼鱼种的碱度耐受性明显低于低盐度下的碱度耐受性。结果表明，

尼罗罗非鱼日均增重率在 S0A0、S10A0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随着盐碱浓度增加，盐碱 S10A4

和 S10A6组中日均增重率呈下降趋势，河北品系表现出相对生长优势(P<0.05)。研究结果为尼罗罗

非鱼适宜养殖的盐碱范围的确定、耐盐碱品系的筛选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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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淡水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加

强，未来淡水养殖水域资源将面临短缺局面。我国内

陆约有 0.46 亿 hm2低洼盐碱水资源，但由于水体的

高 pH、高碱度和复杂的离子组成因素，不适宜常规

养殖鱼类的生长，尚未得到很好的利用 (王慧等，

1997)。拓展这些盐碱地区的适宜养殖水域，培育耐

盐碱性养殖品种，对保证我国水产养殖持续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因其生长快、

耐粗食、耐低氧、抗病力强，同时具有高繁殖率、高

密度养殖等优点，是罗非鱼类中养殖产量最大的养殖

种类(么宗利等，2003；党广成等，2011)。早期不同

研究结果表明，尼罗罗非鱼可作为优良的耐盐碱鱼类

选育实验材料(Al-amoundi et al，1987; Lemarié et al，

2004；雷衍之等，1985；史为良，2005；么宗利等，2006)。

为此，作者分别选择了上海、山东、河北保种的尼罗

罗非鱼品系作为耐盐碱选育基础群体。2012 年，在

河北中捷国家级罗非鱼场对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幼

鱼进行了盐碱驯化、网箱养殖比较(赵丽慧等，2013)。

本研究以该批盐碱驯化养殖、越冬的鱼种为材料，继

续开展鱼种阶段的盐碱耐受性测试及成鱼阶段盐碱

水体养殖性能评估，旨在为尼罗罗非鱼养殖的适合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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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范围确定、耐盐碱品系筛选积累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用尼罗罗非鱼于 2012 年 6 月分别取自上海

海洋大学鱼类种质资源试验站的新吉富罗非鱼选育

后代 F16、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于 2006年由马来西

亚引进的吉富罗非鱼后代和河北中捷国家级罗非鱼

良种场于 2001年转引国内 1994年从菲律宾直接引进

的吉富品系罗非鱼后代 F13(以下分别简称为上海品

系、山东品系、河北品系)。鱼苗运至河北省中捷国

家级罗非鱼良种场，在淡水中暂养 14 d适应环境，于

2012年 7–10月间进行了鱼苗耐盐碱驯化与养殖研究

(赵丽慧等，2013)，研究结束后，进行越冬培育成鱼

种。2013 年 6–9 月进行了尼罗罗非鱼鱼种的耐盐碱

性能研究。鱼种的 96 h盐碱耐受性实验中，3种品系

尼罗罗非鱼体重分别为上海品系(78.33±5.64) g、山东

品系(82.25±3.87) g、河北品系(80.72±4.54)g。 

1.2  实验用水及仪器药品  

盐度梯度组用海水晶调配，碱度梯度组用分析纯

NaHCO3调配，盐碱混合梯度组是在兑水池中先用海

水晶勾兑成不同盐度，再加入不同质量 NaHCO3配制

而成，待水质混匀、完全沉淀后，用自吸泵将其抽入

各处理组池中。盐度用 WYY-Ⅰ型光学折射盐度计测

量，碱度用多参数水质检测仪 HI 83200测量，pH、

溶氧、氨氮、亚硝酸盐等水质指标分别用北京兰康保

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养殖用水质检测试剂盒测

试，精确到 0.1 mg/L。 

1.3  方法 

1.3.1  盐碱耐受性测定    研究在室内水族箱中(65 cm× 

45 cm×35 cm)进行。根据预实验结果，设置盐度梯度

为 10、15、20、25，碱度梯度为 2、4、6、8、10、

12 g/L (NaHCO3质量浓度)，盐碱混合梯度是盐度为

10、15，碱度为 2、4、6 g/L的双列组合(6个梯度)，

每个梯度组均设置 3个重复，每个重复中鱼种 10尾。

研究期间，各组均不投喂，持续充氧，保持 pH在 8.6

以内。研究开始后，前 12 h 连续观察尼罗罗非鱼的

活动情况，分别记录各组在 24、48、72、96 h 的死

亡尾数。以鳃盖停止活动、外来刺激无反应判别为死

亡(Watanabe et al，1985)。 

1.3.2  盐碱水养殖    研究在养殖车间水泥池(5.8 m× 

4.8 m×1.6 m)中进行。设置淡水组、盐度为 10组、盐

碱混合组(盐度为 10, 碱度为 2 g/L；盐度为 10, 碱度为

4 g/L；盐度为 10, 碱度为 6 g/L)，分别用 S0A0、S10A0、

S10A2、S10A4、S10A6 表示，设置 3 个重复。放养

前，选择规格相近的不同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作剪鳍

标记。参照李学军等(2010)盐度慢性驯化方法，先将

实验鱼从淡水中直接适应盐度为 10 水中，再逐步适

应盐碱水。具体做法是先在驯化池中配制最低浓度梯

度的盐碱水(盐度为 10，碱度为 1 g/L)，池中悬挂网

箱，将实验鱼分别放入网箱中适应 2 d；在兑水池中

依次配制较高浓度梯度盐碱水，每次提高 1 g/L碱度，

用自吸泵注入驯化池中，将实验鱼逐步从低盐碱水向

高盐碱水中转移，每个梯度中停留 2 d，待鱼体完全

适应后，将罗非鱼依次放入相应的盐碱试验池中。每

池中放入各品系鱼种 50 尾，同池饲养。研究前测量

初始体重，养殖 60 d后测量终末体重，精确到 0.1 g。

养殖期间，投喂的是河北中捷罗非鱼良种场自行配制

的罗非鱼饲料，每天定时、定量投喂 3次，观察鱼的

摄食与活动状态，保证实验鱼充分摄食，并根据鱼的

生长情况适当调整投喂量。7 d换水 1次，每池换水

量约占试验池总水量的 1/3。研究期间，实验池各项

水质指标的范围水温为 22.4–27.6℃, 溶解氧质量浓

度为 5.3–7.5 mg/L, 氨氮质量浓度为 0–0.5 mg/L, 亚

硝酸盐质量浓度为 0–0.2 mg/L，pH为 8.2–9.4。 

1.4  数据分析与统计 

统计每个时间点各个处理组的死亡尾数、平均死

亡率，利用 SPSS19.0 软件中的概率单位法计算不同

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的 96 h盐碱半致死浓度(LC50)。

统计养殖实验中尼罗罗非鱼的初始体重和终末体重

的平均值及标准差，计算各个盐碱梯度下 3种品系尼

罗罗非鱼的日均增重率，并用 Duncans′多重比较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以 P<0.05作为差异显著性水平。 

2  结果  

2.1  尼罗罗非鱼鱼种的盐碱耐受性 

2.1.1  盐度耐受性    3 种品系的尼罗罗非鱼鱼种

盐度耐受性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盐度为 10、

15时，上海、山东品系 96 h活动正常，河北品系 72 h

时有 4.2%死亡；盐度为 20时，上海品系仅 8.3%个体

存活到 96 h；在盐度为 25时，3种品系个体在 48 h

时的平均死亡率达88.9%，且没有个体可以存活到72 h。

3种品系尼罗罗非鱼盐度的 96 h半致死浓度(MLS-96

值)比较情况为：山东品系(20.347)大于河北(19.342)、

上海品系(18.528)，山东品系与上海品系之间差异显

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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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盐度组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不同时间下的平均

死亡率和 96 h 半致死浓度 
Tab. 1  The average mortality rate at different time and 96 h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mong three strains of  
O. nilotic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y 

平均死亡率 
Average mortality rate(%) 

品系 
Strain 

盐度 
Salinity 

24 h 48 h 72 h 96 h 

96 h半致死浓度
96 h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10 0 0 0 0 18.528 

15 0 0 0 0  

20 16.7 66.7 83.3 91.7  

上海 
Shanghai 

25 91.7 95.8 100 100  

10 0 0 0 0 20.347 

15 0 0 0 0  

20 8.3 29.2 37.5 37.5  

山东 
Shandong 

25 75.0 79.2 100 100  

10 0 0 0 0 19.342 

15 0 0 4.2 4.2  

20 12.5 41.7 45.8 54.2  

河北 
Hebei 

25 83.3 91.7 100 100  

 

2.1.2  碱度耐受性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的

NaHCO3碱度耐受性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2 g/L

碱度中，各品系 96 h全部存活；4 g/L碱度中，上海 

品系 96 h内完全正常，山东、河北品系极少数死亡；

随着碱度增加，各品系不同处理时间下死亡数均有明

显增加；12 g/L碱度中，3种品系 96 h内全部死亡。

不同品系之间 96 h半致死碱度无显著差异(P>0.05)。 

2.1.3  盐碱混合耐受性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

种的盐碱混合耐受情况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在

盐度为 10、碱度为 6 g/L时，3种品系 96 h时只有少

数存活；在盐度为 15、碱度为 6 g/L 时，3种品系 24 h

内均全部死亡。盐度为 10 时，3 种品系鱼种之间的

96 h半致死碱度差异显著(P<0.05)；盐度为 15时，3种

品系 96 h半致死碱度均无显著差异(P>0.05)。 

2.2  尼罗罗非鱼成鱼阶段盐碱水养殖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的养殖实验结果见表 4

和图 1。 

S0A0、S10A0、S10A2组中，3种品系 60 d养殖

中成活率均为 100%，S10A4 组中成活率达 96%，

S10A6组中成活率为 80%–88%。 

各实验组中，不同品系尼罗罗非鱼的日增重率见

图 1。从图 1可以看出，随着盐碱度的增加，各品系日

均增重率的大体趋势表现为有所下降。在 S0A0、S10A0

组中，3 种品系日均增重率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

S10A2组中，河北品系日均增重率显著大于上海品系

(P<0.05)，但与山东品系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表 2  单碱组中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不同时间下的平均死亡率和 96 h 半致死浓度 

Tab. 2  The average mortality rate at different time and 96 h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mong three strains of O. 
 niloticus under different alkalinity 

平均死亡率 
Average mortality rate(%) 

品系 
Strain 

NaHCO3碱度 
NaHCO3 alkalinity (g/L) 

24 h 48 h 72 h 96 h 

96 h半致死浓度 
96 h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g/L) 

2 0 0 0 0  

4 0 0 0 0  

6 12.5 25.0 25.0 25.0 8.827 

8 20.8 33.3 33.3 33.3  

10 33.3 45.8 45.8 50  

上海 
Shanghai 

12 66.7 87.5 95.8 100  

2 0 0 0 0  

4 4.2 4.2 4.2 4.2  

6 16.7 20.8 20.8 20.8 8.540 

8 16.7 25 29.2 33.3  

10 37.5 54.2 54.2 54.2  

山东 
Shandong 

12 70.8 87.5 91.7 100  

2 0 0 0 0  

4 4.2 4.2 4.2 4.2  

6 20.8 25 25 25 8.542 

8 20.8 33.3 37.5 37.5  

10 29.2 41.7 41.7 45.8  

河北 
Hebei 

12 66.7 91.7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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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盐碱组中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不同时间下的平均死亡率和 96 h NaHCO3 碱度半致死浓度 

Tab. 3  The average mortality rate at different time and 96 h NaHCO3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mong three strains of  
O. nilotic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y-alkalinity 

平均死亡率 
Average mortality rate(%) 品系 

Strain 
盐度 

Salinity 
NaHCO3碱度 

NaHCO3 alkalinity (g/L)
24 h 48 h 72 h 96 h 

96 h 半致死浓度 
96 h median lethal(g/L)

2 0 4.2 8.3 8.3  

4 0 45.8 75 75 3.561 10 

6 20.8 45.8 50 75  

2 29.2 33.3 33.3 33.3  

4 62.5 100 100 100 2.144 

上海 
Shanghai 

15 

6 100 100 100 100  

2 4.2 4.2 4.2 4.2  

4 4.2 41.7 75 83.3 3.108 10 

6 25 45.8 79.2 100  

2 16.7 29.2 29.2 29.2  

4 62.5 100 100 100 2.183 

山东 
Shandong 

15 

6 100 100 100 100  

2 0 4.2 4.2 4.2  

4 4.2 8.3 25 33.3 4.377 10 

6 16.7 37.5 45.8 83.3  

2 16.7 20.8 29.2 29.2  

4 83.3 100 100 100 2.183 

河北 
Hebei 

15 

6 100 100 100 100  

 
 

表 4  不同盐碱处理组中 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的生长和成活率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f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among three strains of O. nilotic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y-alkalinity treatments 

处理组 

Treatment 
品系 

Strain 
初始体重 

Initial weight (g) 
终末体重 

Final weight (g) 
日均增重率 

AGR (g/d)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

S0A0 上海 Shanghai 151.91±32.97 335.36±57.27 3.01±0.93ab 100 

 山东 Shandong 159.28±24.52 339.50±58.88 2.95±0.96ab 100 

 河北 Hebei 157.64±32.61 344.38±61.79 3.06±1.01a 100 

S10A0 上海 Shanghai 150.46±40.70 324.97±60.71 2.86±0.99abc 100 

 山东 Shandong 144.12±38.32 320.85±53.63 2.90±0.87ab 100 

 河北 Hebei 158.03±47.77 331.14±45.83 2.84±0.75abc 100 

S10A2 上海 Shanghai 141.70±38.08 294.50±49.63 2.25±0.72de 100 

 山东 Shandong 151.79±43.11 324.42±55.24 2.54±0.81bcd 100 

 河北 Hebei 154.98±37.40 341.90±46.37 2.75±0.68abc 100 

S10A4 上海 Shanghai 141.19±41.08 285.45±37.07 2.40±0.61cde 100 

 山东 Shandong 139.95±42.40 262.21±46.20 2.04±0.77ef 96.0 

 河北 Hebei 159.48±42.46 312.73±44.38 2.55±0.73bcd 96.7 

S10A6 上海 Shanghai 157.15±31.56 242.80±32.08 1.48±0.55gh 88.0 

 山东 Shandong 150.87±34.00 218.00±44.37 1.16±0.76h 80.0 

 河北 Hebei 150.92±45.26 250.56±25.58 1.72±0.44fg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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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10A4、S10A6 组中，河北品系明显高于山东

(P<0.05)，与上海品系间无显著差异(P>0.05)。 
 

 
 

图 1  不同盐碱混合组中 3种品系尼罗罗非鱼日均增重率比较 

Fig. 1  AGR comparison among three strains of O. nilotic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y-alkalinity treatments 

注: 同一栏内平均值后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s: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same superscript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 while those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3  讨论 

3.1   尼罗罗非鱼鱼种的盐碱耐受性 

尼罗罗非鱼为广盐性鱼类，但其盐度耐受范围相

对较窄。本研究中，鱼种直接放入盐度为 15 时，会

有明显应激反应，但大部分鱼都可以经过自身调整后

可正常存活；进入盐度为 20 时，仅少数个体能存活

到 96 h。盐度为 15–20之间死亡率急剧上升，受本研

究鱼种数量所限，未能进一步缩小实验浓度梯度，后

续研究中将增加盐度 15–20之间的盐度耐受性分析。

进入盐度为 25时，所有个体存活时间都不超过 72 h。

不同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的 96 h半致死盐度为 18.5– 

20.3，而李学军等(2010)在不同种类罗非鱼耐盐性研

究结果中得出，尼罗罗非鱼的 96 h 半致死盐度为

14.9，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用鱼种在鱼苗期经过盐

碱驯化养殖(赵丽慧等，2013)，自身耐受性得到一定

增强的结果。 

单碱耐受性中，在 2 g/L NaHCO3碱度组中，鱼

种 96 h无死亡；在 4 g/L NaHCO3碱度组中，山东、河

北品系开始有少数死亡；随着碱度增加，死亡率明显

增加，10 g/L NaHCO3碱度组中，死亡率达到 50%以

上；12 g/L NaHCO3碱度组中，96 h全部死亡。不同

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 96 h 半致死碱度浓度为 8.540– 

8.827 g/L。雷衍之等(1985)曾在碳酸盐碱度对鱼类毒

性作用的研究中得出，尼罗罗非鱼耐碱性 pH为 9.44、

总碱度为 41.6 mmol/L 条件下尼罗罗非鱼鱼苗 96 h

内不会发生死亡。由于规格大小不一样，鱼苗和鱼种

的耐盐碱性也会出现较大差异。本研究中，尼罗罗非

鱼盐碱度耐受性值高于雷衍之等(1985)的研究结果，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实验鱼种规格较大，另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本研究中，pH 控制在尼罗罗非鱼的耐受范围

内。为防止尼罗罗非鱼因 pH值过高致死，在本研究

中的盐度组、碱度组、盐碱混合组中，用盐酸调节水

中 pH，使 pH均保持在 9.0以下。 

盐碱混合浓度耐受性研究中，盐度为 10 时，3 个

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 96 h 半致死碱度分别为：河北

品系 (4.377 g/L)>上海品系 (3.561 g/L)>山东品系

(3.108 g/L)，品系之间差异显著(P<0.05)；而盐度为

15 时，3 个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 96 h 半致死碱度值

下降，分别为 2.144 g/L，2.183 g/L，2.183 g/L, 品系

间无显著差异(P>0.05)。高盐度下尼罗罗非鱼鱼种的

碱度耐受性低于低盐度下的碱度耐受性，这也表明盐

碱混合条件下，盐度与碱度间存在联合毒性作用，其

毒性比单盐、单碱更大(郑伟刚等，2004)。在盐度为

10 的盐碱混合处理中，由于遗传背景不同，不同品

系间耐受性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盐度为 15 的盐碱

混合处理中，由于浓度已超出尼罗罗非鱼鱼种的耐受

性强度，死亡率急剧上升，导致品系间差异消失。作

者认为，这些尼罗罗非鱼品系暂宜在较低的盐碱混合

浓度下养殖。 

3.2  尼罗罗非鱼成鱼阶段的盐碱养殖生长 

从不同盐碱浓度处理组生长结果来看，尼罗罗非

鱼日均增重率在 S10A0、S10A2组中与 S0A0组中无

显著差异(P>0.05)。S10A4 组中日均增重率有下降趋

势，S10A6组中，各品系鱼种均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P<0.05)。日均增重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盐碱交

互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可能通过中枢神经影响其活动

状态(Segnini de Bravo，2003)，以及摄食行为、摄食

量(孙雪梅等，2012)和饵料转化效率等实现(胡炜等，

2012)。养殖试验期间，3 种品系尼罗罗非鱼鱼种在

S0A0、S10A0、S10A2组中的成活率均为 100%，S10A4

组山东品系、河北品系的成活率分别为 96%和 96.7%，

而 S10A6 组中成活率则明显降低，上海、山东、河

北 3 种品系的存活率分别为 88%、80%、86.7%。养

殖实验中，S0A0、S10A0、S10A2组中，鱼体活动正

常、摄食旺盛；S10A4 组鱼体活动状态不如 S0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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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A0、S10A2组，摄食量下降但并不明显；而 S10A6

组中的鱼体活动明显减弱，行动迟缓，多在水中下层

游动，摄食量明显减少。由此认为，尼罗罗非鱼的适

宜养殖盐碱度应在 S10A6范围之内。 

在 S0A0、S10A0 组，上海、山东、河北 3 种品

系尼罗罗非鱼的日均增重率间均无显著差异

(P>0.05)。而在 S10A2组中，河北品系高于山东、上

海品系(P<0.05)，在 S10A4和 S10A6组中，河北品系

高于上海、山东品系(P<0.05)。不同品系在不同盐碱

混合浓度下表现一定的生长差异，这种差异原因主要

与其遗传背景不同相关(赵丽慧等，2013)。在 3种品

系幼鱼阶段的盐碱生长比较中，河北品系和上海品系

在 S20A2、S20A3中较山东品系表现一定的生长优势

(赵丽慧等，2013)；成鱼阶段盐碱养殖中，河北品系

在 S10A4、S10A6中表现较为明显的生长优势。结合

耐盐碱性能与幼鱼、成鱼阶段的生长综合表现，认为

河北品系可能更适合作为耐盐碱尼罗罗非鱼选育的

候选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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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lerance and Growth of Three Strains of Oreochromis niloticus  
in Salinity-Alkalinity Water 

ZHAO Lihui1, JIA Jinhua2, ZHANG Yanhong2, REN Bingchen2, LIANG Congfei1, ZHAO Jinliang1①
 

(1.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Fisheries Germplasm Resourc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Hebei Sino-Czech National Tilapia Seed Farm, Cangzhou  061108) 

Abstract    The breeding of fish species that tolerate saline-alkalin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usage 

of salinity-alkalinity water bodies and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Due to their 

fast growth rate and excellent adaptability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Nile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could be a good candidate for the saline-alkaline tolerance breeding.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tolerance 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ree strains of juvenile Nile tilapia (Shanghai, Shandong and Hebei 

strains) in salinity-alkalinity water. During a 60-day culture experiment we compared the average growth 

rates of the three strains in different salinity-alkalinity water (S0A0, S10A0, S10A2, S10A4, and S10A6) 

and their median lethal saline/alkaline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96 h culture the 

median lethal salinities for juvenile Shanghai, Shandong, Hebei strain were 18.528 g/L, 20.347 g/L, and 

19.342 g/L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lethal NaHCO3 alkalinities were 8.827 g/L, 8.540 g/L, and 8.542 g/L 

respectively. For mixed salinity-alkalinity test, at salinity 10 the 96-h lethal alkalinity was 4.377 g/L for 

Hebei strain, 3.561 g/L for Shanghai strain, and 3.108 g/L for Shandong strain; at salinity 15, it was 

2.144 g/L for Hebei strain, 2.183 g/L for Shandong strain, and 2.183 g/L for Shanghai strain (P>0.05). 

The alkaline tolerance of Nile tilapia at high salin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low salinity 

(P<0.05). The growth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between S0A0, S10A0 and S10A2. However,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decreased at S10A4 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t S10A6 (P<0.05). Hebei strain showed a higher growth rate than Shanghai and 

Shandong strains at S10A2, S10A4 and S10A6 (P<0.05). Our results should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about the suitable salinity and alkalinity of the culture water bodies and about the selected breeding of 

Nile tilapia. 

Key words    Oreochromis niloticus; Salinity-alkalinity treatment; 96 h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verage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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