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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衡阳和永州2个外贸猪场1996～1998年间杜洛克、长白和大约克猪的生长和屠宰个体记录及RAPD分析数
据,估计了平均日增重(ADG)、屠宰率(DRP)、背膘厚(BFT)、后腿比例(HLP)4个经济性状以及RAPD标记平均带纹相
似系数(ABS)的杂交效果参数。结果表明:4个经济性状的个体遗传效应(g1)和母本遗传效应(gM)显著(P＜0.05＝。
日增重的个体杂优和母本杂优效应达显著水准(P＜0.05＝。但是,屠宰率、背膘厚和后腿比例3个性状的个体杂优
效应和母本杂优效应均不显著(P＞0.05)。RAPD标记ABS的母本遗传效应估值为正,而杂优效应(h1和hM)估值为负
值.杂交效果参数与生长和肉用性状的相关性研究表明,RAPD标记ABS与平均日增重、屠宰率、背膘厚和后腿比例4
个性状总的、全参数非特异性相关系数低(0.2735～0.4414),且不显著(P＞0.05)。但是,部分参数的特异性相关系
数与总相关系数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0.8240～0.8918),其中平均日增重与RAPD标记ABS的3个特异性杂交效
果参数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显著(P＜0.05＝和极显著(P＜0.01＝水平。由此推测,用全参数的总相关系数预测杂种
优势的效率很低.因此,合理剖分和估计杂交效果参数,可作为增加标记与性状间的相关,提高杂优预测准确性的一
个有效措施。增加标记的QTL覆盖率也可望显著提高杂优预测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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