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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 DNA 条形码技术在鱼子酱物种鉴定中的适用性，利用细胞色素 b（Cytochrome b，Cyt b）和细胞色素氧化酶 I 亚

单位 I（Cytochrome Oxidase I，COI）作为 DNA 条形码对鱼子酱样品进行 DNA 提取、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测序、利用 NCBI 网站和 BOLD 鉴定系统进行基因比较分析，构建系统发育树，鉴定鱼子酱物种，对我国鱼子酱产品物种标

签符合性情况进行检查。购买的 40 份样品，一致性鲟鱼物种基因序列相似性均在 99%以上，涉及 5 个鲟鱼种，其中杂交种占比 75%、

西伯利亚鲟、施氏鲟、欧鳇、俄罗斯鲟占 25%。说明 Cyt b、COI 作为 DNA 条形码可以对鱼子酱进行物种鉴定，检测的鱼子酱产品

均为鲟鱼子酱，无造假，但是 45%产品标签物种替代或物种标识不清。加强对产品物种标识重视及鉴定技术的开发，有助于我国鱼

子酱对外贸易发展，保障我国鲟鱼产业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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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suitability of DNA barcoding for cavia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Cytochrome b (Cyt b) and Cytochrome 

Oxidase I (COI) were used as DNA barcodes, and DNA extraction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on caviar 

samples. Genom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NCBI website and the BOLD identification system to construct a 

phylogenetic tree and identify the species of each caviar sample, allowing the labeling compliance of Chinese caviar products to be ascertained. 

Of the 40 Chinese caviar samples purchased, gene sequenc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labeled and identified species generally exceeded 99%, 

indicating high compliance in terms of labelling. Five species of sturgeon were identified, with 75% of the products comprising several different 

species, while the remaining 25% were from Siberian, Amur, Beluga, and Russian sturge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yt b and COI can be used 

as DNA barcodes to identify caviar species. All of the tested caviar products were derived from sturgeon; however, 45% of the products had 

incorrect or unclear species labels. Improving the labeling an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for caviar species is likely beneficial for Chinese 

caviar exports, and will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caviar industry continues to develop in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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鲟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大型鱼类，价值主要

体现在鱼子酱产品中。鱼子酱富含人体必需的各种氨

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与鹅肝酱、黑松露并称世界三 
大奢华美食[1,2]。随着鲟鱼子酱消费市场扩大，鲟鱼野

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7 年，国际贸易公约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CITES）将所有野生鲟鱼物种都列为

濒危物种[3,4]，人工养殖鲟鱼成为全球鱼子酱生产主要

来源。我国以鱼子酱等高附加值为主的鲟鱼养殖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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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迅速发展[5,6]，鲟鱼养殖产量位于全球首位[7]，但

鱼子酱销量仍然低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部分

原因是我国生产的鱼子酱产品标签中物种标识不明，

产品在市场上售卖价格差异较大[8]。 
国际市场上鱼子酱售价依据鲟鱼品种、制备工艺

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由于鱼子酱产品无法单纯依靠感

官检验进行物种鉴定，鱼子酱造假问题在国际市场上

层出不穷[9]。严格意义的鱼子酱为鲟鱼子酱（Caviar），
但在消费市场，出现用其他鱼籽替代鲟鱼籽的造假事

件，如使用北方梭子鱼（ Esox lucius ）、飞鱼

（Hirundichthys sp.），团头鱼（Cyclopterus lumpus）和

毛鳞鱼（Mallotus villosus）等[10]，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国外学者使用种属特异性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

遗传核标记来辩别鲟鱼鱼子酱种属[11,12]，表面三维荧

光光谱数据结合结合主成分分析来区分新鲜和氧化后

伊朗鱼子酱[13]，Depters 等[14]用鲟鱼卵的脂肪酸和矿物

成分鉴定是养殖还是野生，对鱼子酱贸易合法化进行

监察，保护野生鲟鱼种群。鉴于国外学者对于鱼子酱

物种鉴定方法所需时间、设备成本、人员技术要求较

高，不适用于我国质量监管部门对鱼子酱贸易日常监

管。我国主要为万超等[15]应用实时荧光 PCR 方法对鱼

子酱是否为俄罗斯鲟鱼物种进行鉴定，该方法不能同

时对鱼子酱其他鲟鱼物种进行判定。 
基于 DNA 条形码技术已被成熟用于鲟鱼品种鉴

定[16,17]，本研究拟采用细胞色素 b（Cytochrome b，
Cytb）和细胞色素氧化酶 I 亚单位 I（Cytochrome 
Oxidase I，COI）基因作为 DNA 条形码，对我国网络

平台销售的鱼子酱进行物种鉴定，验证 Cytb、COI 的
DNA 条形码技术在鱼子酱物种鉴定中的适用性。该技

术以生物的基因进化为基础，不仅是传统物种鉴定的

强有力补充，而且较固相微萃取-气质联用技术、核磁

共振技术结合主成分分析进行种类鉴定更加简单、准

确，不受加工方式、方法的影响，且对仪器设备及人

员技术要求不高，可作为日常监管技术推广使用。了

解我国生产销售的鱼子酱产品真伪、标签符合性情况，

为国内鱼子酱市场监管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与试剂 

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天根，DP324）；高保

真 PCR Mix 预混液（生工，no. B639292）；琼脂糖（生

工，no. A620014）；DL2000 DNA marker（生工，no. 
B500350）；5X TBE 缓冲液（生工，no. B548102）。 

从网络平台购买 11 个品牌的 40 种样品，详见 

表 1（品牌用 A~K 替代）。 
表1 国产鱼子酱样品 

Table 1 Samples of domestic caviar 

样品编号 品牌 标签品种 价格/(元/10 g) 

1 A 西伯利亚鲟 86 

2 A 海博瑞鲟（杂交鲟） 104 

3 A 施氏鲟 121 

4 A 俄罗斯鲟 157 

5 A 达氏鲟 350 

6 B 西伯利亚鲟 104 

7 B 施氏鲟 121 

8 B 海博瑞鲟（杂交鲟） 148 

9 B 俄罗斯鲟 174 

10 B 达氏鲟 315 

11 B 欧鳇 1,581 

12 C 西伯利亚鲟 104 

13 D 施氏鲟 140 

14 D 西伯利亚鲟 105 

15 D 俄罗斯鲟 157 

16 D 欧鳇 341 

17 E 西伯利亚鲟 90 

18 E 施氏鲟 104 

19 E 海博瑞鲟（杂交鲟） 130 

20 E 俄罗斯鲟 174 

21 E 西伯利亚鲟 136 

22 E 海博瑞鲟（杂交鲟） 195 

23 E 俄罗斯鲟 261 

24 F 海博瑞鲟（杂交鲟） 156 

25 F 西伯利亚鲟 75 

26 G 鲟鱼籽酱 86 

27 H 俄罗斯鲟 139 

28 H 海博瑞鲟（杂交鲟） 78 

29 I 欧鳇 527 

30 I 达氏鲟 228 

31 I 西伯利亚鲟 87 

32 I 海博瑞鲟（杂交鲟） 139 

33 I 俄罗斯鲟 165 

34 J 西伯利亚鲟 57 

35 J 施氏鲟 78 

36 J 海博瑞鲟（杂交鲟） 84 

37 K 西伯利亚鲟 88 

38 K 施氏鲟 111 

39 K 俄罗斯鲟 146 

40 K 欧鳇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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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T100 PCR 扩增仪，美国 Biometra；5417R 高速离

心机，德国 Eppendorf；BHIMUZDA 紫外分光光度计，

Bio Specmini，EPS600 电泳仪，上海天能，G500312
蓝光切胶仪，上海生工。 

1.3  方法 

1.3.1  DNA 的提取 
样品 DNA 提取采用天根海洋动物组织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按操作说明书，取 1 颗鱼卵进行

DNA 提取，每个样品取 5 颗鱼卵做平行样；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测定 DNA 纯度和浓度。 
1.3.2  DNA 条形码 PCR 扩增 

对提取的样品 DNA 进行 Cyt b 及 COI DNA 条形

码目的片段扩增，采用引物参考外国学者对鱼类分类

使用的 Cyt b 及 COI 条形码引物序列[18,19]，见表 2。 
PCR 反应体系 50 µL：25 µL PCR mix，1 µL DNA

（约 100 ng/µL），Cyt b-F/Cyt b-R 或 COI-F/COI-R 引

物（10 µmol/L）2 µL，ddH2O 补足至 50 µL。 
Cyt b 反应条件：95  3 min℃ ；95  30℃  sec，55  ℃

30 sec，72  30℃  sec，35 cycles；72  3 min℃ 。COI 反
应条件：95  3 min℃ ；95  30℃  sec，52  30 sec℃ ，72  ℃

40 sec，35 cycles；72  10 min℃ 。 
PCR 产物做 1.2%琼脂糖凝胶电泳，电泳参数：电

压 160 V，电流 300 mA，运行 30 min。观察结果，将

阳性扩增片段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纯化、双向测序及拼接。 
表2 DNA条形码扩增引物序列 

Table 2 Amplification primer sequences of DNA barcoding 

目标基因 引物名称 序列 

Cytb（460 bp） 
Cyt b-F 5’-AACCACCGTTGTTATTCAACT-3’ 

Cyt b-R 5’-CTCCGATCTCCGGATTACAAGAC-3’ 

COI（650 bp） 
COI-F 5’-TCAACCAACCACAAAGACATTGGCAC-3’ 

COI-R 5’-TAGACTTCTGGGTGGCCAAAGAATCA-3’ 

1.3.3  鱼子酱样品物种鉴别 
将测序结果进行基因序列数据库比对。Cyt b 测序

结果，结合 NCBI 网站（http://www.ncbi.nlm.nih.gov），
BLAST 功能进行近源种同源基因比较分析；COI 测序

结 果 应 用 NCBI 网 站 和 BOLD 鉴 定 系 统

（http://www.boldsystems.org/）进行序列比对；序列相

似性达到 98%以上匹配，可以认为同一物种序列[20,21]。 
1.3.4  数据分析及系统发育树构建 

从 GenBank 中选取鲟鱼物种相似序列，运用

MEGA 7.1 进行鱼子酱 COI/Cytb 基因分子系统发育的

分析，通过邻接法（NJ）构建系统树。自展（Bootstrap）
法检测系统树的置信度，重复数为 1 000。 

2  结果与分析 

2.1  DNA提取质量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单颗鱼子酱提取 DNA
纯度为 OD260/OD280=1.85~1.92，纯度较好，说明鱼子

酱制备时盐渍等工艺对鱼籽的 DNA 破坏较轻，不影

响鱼子酱 DNA 的提取。每颗鱼子酱提取的 DNA 浓度

在 150 µg/mL 左右，PCR 扩增时取 1 µL DNA 溶液即

可满足扩增需求。 

2.2  PCR扩增结果 

 
图1 样品Cyt b基因扩增电泳图 

Fig.1 Amplified fragments of Cyt b target 

注：M DL2000 DNA Marker；1~40 为样品编号；N 为空

白对照。图 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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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样品COI基因扩增电泳图 

Fig.2 Amplified fragments of COI target genes 

对 11 个品牌的 40 份鱼子酱，每份做 5 颗鱼籽，

共计提取 200 份 DNA 样品，按照 1.3.2 进行 PCR 扩

增，成功扩增出 200 个样品，Cyt b 目的片段在 460 bp
左右，COI 目的片段在 650 bp 左右，部分样品结果如

图 1、图 2 所示。 

2.3  序列比对及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从 GenBank 中分别选取 Acipenser baerii（序列号

KP833617、OK094493）、Acipenser gueldenstaedti（序

列号 KJ789859、FJ392605）、Huso huso（序列号

AY442351、ON097833）、H. dauricus♀× A. schrenckii♂
或者 H. dauricus（序列号 KY132098、LC125896）、
A. schrenckii（序列号 MH973733、KX276659）的 COI
序列，构建邻接法系统发育树（图 3）。从图中可以看

出，相同鲟鱼种的鱼子酱样品与 GenBank 中同种鲟鱼

聚集在一起，且置信度在 86 以上，大部分为 100，说

明与 BLAST 比对出的同源性物种（见表 3）亲缘关系

最近。 
从 GenBank 中分别选取 Acipenser baerii（序列号

MW856904、OK094493）、Acipenser gueldenstaedti（序

列号 AF283748、AJ249692）、Huso huso（序列号

AY442351、KC130117）、H. dauricus♀× A. schrenckii♂
或者 H. dauricus（序列号 KY132098、LC125896）、

A. schrenckii（序列号 MH973734、KX276660）的 Cytb
序列，构建邻接法系统发育树（图 4）。从图中可以看

出，相同鲟鱼种的鱼子酱样品与 GenBank 中同种鲟鱼

聚集在一起，且置信度在 88 以上，说明与 BLAST 比

对出的同源性物种（见表 3）亲缘关系最近。 

 

图3 基于鲟鱼类COI基因的NJ系统树 

Fig.3 Molecular phylogenetic tree of sturgeon based on NJ 

analyses of COI gene sequences 

 

图4 基于鲟鱼类Cytb基因的NJ系统树 

Fig.4 Molecular phylogenetic tree of sturgeon based on NJ 

analyses of Cytb gene sequences 

2.4  鱼子酱物种鉴别 

对 40 份鱼子酱样品进行 DNA 条形码物种鉴定，

标签物种与实际鉴定物种相符的有 22 个样品，不符

18 个样品。在相符的 22 个样品中 13 个样品测序结果

显示有可能是杂交种 A（母系为达氏鳇的杂交鲟）或

纯达氏鳇、杂交种 B（母系为施氏鲟的杂交鲟）或纯

施氏鲟，由于 COI 基因和 Cyt b 基因是线粒体基因部

分，而子代线粒体基因均遗传于母系，所以无法依靠

COI 基因和 Cyt b 基因对纯种或杂交种进行区别。在

这种情况下，物种鉴定参考标签情况进行判定。如果

标签显示物种为杂交鲟（或海博瑞鲟），则判定为杂交

鲟（标签符合）；如标签显示达氏鲟或施氏鲟（如样品

5、10、18、30、35），则判定为相应的纯种鲟（标签

符合）。如果标签显示为其他纯种鲟（如西伯利亚鲟、

欧鳇、俄罗斯鲟等），则为标签不符，本研究中 18 个

样品标签不符均为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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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鱼子酱物种鉴定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cavia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样品 
编号 

COI Cytb 
鉴定物种 标签物种 符合情况

NCBI Blast Bold ID’s NCBI Blast 

1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西伯利亚鲟 标签不符

2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3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施氏鲟 标签不符

4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5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达氏鳇 标签符合

6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西伯利亚鲟 标签不符

7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施氏鲟 标签不符

8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9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1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达氏鳇 标签符合

11 欧鳇 100% 欧鳇 100% 欧鳇 100% 欧鳇 欧鳇 标签符合

12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西伯利亚鲟 标签不符

13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施氏鲟 标签不符

14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西伯利亚鲟 标签符合

15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16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欧鳇 标签不符

17 西伯利亚鲟 99.5%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西伯利亚鲟 标签符合

18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施氏鲟 施氏鲟 标签符合

19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2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21 西伯利亚鲟 99.5%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西伯利亚鲟 标签符合

22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23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24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25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西伯利亚鲟 标签不符

26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鲟鱼 标签符合

27 俄罗斯鲟 100% 俄罗斯鲟 100% 俄罗斯鲟 100% 俄罗斯鲟 俄罗斯鲟 标签符合

28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29 欧鳇 100% 欧鳇 100% 欧鳇 100% 欧鳇 欧鳇 标签符合

3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标签符合

31 西伯利亚鲟 99.5%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西伯利亚鲟 标签符合

32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33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34 西伯利亚鲟 99.5%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100% 西伯利亚鲟 西伯利亚鲟 标签符合

35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杂交种(B)/施氏鲟 100% 施氏鲟 施氏鲟 标签符合

36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杂交鲟 标签符合

37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西伯利亚鲟 标签不符

38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施氏鲟 标签不符

39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俄罗斯鲟 标签不符

4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达氏鳇 100% 杂交种(A)/达氏鲟 100% 杂交种(A)或达氏鳇 欧鳇 标签不符

注：杂交种(A)为达氏鳇♀×施氏鲟♂；杂交种(B)为施氏鲟♀×达氏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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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标签不符的原因，有可能是生产企业对标签

物种符合性要求不重视，或者对同一物种的鱼子酱加

贴不同标签物种，增加其鱼子酱品种多样性，此为物

种替代，是标签不合规的表现。同时也存在利用杂交

鲟假冒其他纯种鲟达到提高鱼子酱售价的可能性，如

假冒欧鳇、俄罗斯鲟鱼子酱。采集到的 2 个欧鳇鱼子

酱样品，售价分别为 500 元/10 g、1 500 元/10 g，用

杂交鲟冒充欧鳇的鱼子酱售价为 300 元/10 g 左右，俄

罗斯鲟鱼子酱售价均价为 170 元/10 g，均高于杂交鲟

鱼子酱平均售价 129 元/10 g。 
检测的鱼子酱样品实际物种以杂交鲟（达氏鳇♀×

施氏鲟♂）鱼籽为主，30 个样品、占 75%；西伯利亚

鲟 4 个（10%），施氏鲟、欧鳇、俄罗斯鲟各 2 个样品，

分别占 5%，此鱼子酱物种鉴定情况与《鲟鱼子酱产

业现状分析》文章中，“目前我国鱼子酱生产的主要鲟

品种有达氏鳇×施氏鲟、施氏鲟、鳇、俄罗斯鲟、西

伯利亚鲟等 5 种，达氏鳇×施氏鲟已取代施氏鲟成为

我国鲟鱼子酱生产的主要品种，全年鱼子酱总产量的

70.67%”结论相符。 

3  讨论 

在本研究工作中发现基于线粒体基因的 COI 与

Cyt b DNA 条形码技术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

无法实现对杂交种与纯种（母系）的鉴定，需要继续

开发适用于杂交型鱼子酱物种鉴别的 DNA 条形码，

为国内其他杂交鱼种的鉴定奠定技术基础。第二，利

用 DNA 条形码技术无法实现野生鲟鱼与人工养殖鲟

鱼的鉴别。如何对野生还是养殖鲟鱼进行鉴别，后续

可以利用同位素比质谱法或者其他化学分析仪器对脂

肪或矿物质等成分构成、特征性图谱等进行产地溯源

方面的研究，保护濒危野生鲟鱼。 

4  结论 

目前 DNA 条形码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深加工食

品、尤其是无法通过形态学手段进行物种鉴定。在鱼

类分类中，多以 COI 基因、Cyt b 基因作为 DNA 条形

码，进行种的鉴定。本研究对鱼子酱物种应用两种基

因进行 DNA 条形码鉴定、构建进化树，鉴定结果一

致。同时，实验结果显示鱼子酱的加工方式对 DNA
提取无明显影响，DNA 质量可以满足 PCR 扩增要求，

COI 与 Cyt b 在鱼子酱物种鉴定中可以正常发挥 DNA
条形码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鉴定的 40 个样品均为鲟鱼子酱，无造

假现象，但是存在物种替代和物种标识不清的情况，

标签相符情况仅为 55%。作为世界第一鲟养殖国和鱼

子酱生产大国，中国鲟产业发展迅速，对我国乡村产

业振兴、经济发展起到支撑和推动作用。但国内鲟鱼

产品加工行业发展不规范制约了我国鲟鱼产业可持续

发展。根据 CITES 规定，鱼子酱的国际贸易对鲟的种

质要求极其严格，必须标签明确种类，盲目杂交或鱼

子酱物种标识不明、信息不准确都将导致鱼子酱出口

遭遇 CITES 技术壁垒。所以加强对产品物种标识的重

视程度，强调标签符合性与国际行业要求接轨，对于

扩大我国鱼子酱产业对外贸易，保障我国鲟鱼产业可

持续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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