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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猪； MyoD 基
因；遗传多态性；遗传效应”的 相关
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朱 砺  
· 李学伟   

MyoD 基因在不同猪种中的PCRRFLP遗传多态性及其遗传效应研究 

朱 砺, 李学伟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雅安 6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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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PCR-RFLP的方法分析了MyoD基因在10个中外猪种及部分杂交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MyoD
基因对肌纤维、胴体品质、胴体等级性状和肉质性状的遗传效应。结果表明： MyoD基因内含子1内的DdeⅠ酶

切位点多态性较丰富。在多数地方猪种群体中， C 基因的分布具有绝对优势，且主要以杂合子AC形式存在。

突变型A基因对胴体性状和胴体等级性状的影响较大，可极显著地增加胴体瘦肉率和眼肌面积，降低皮脂含量，

提高腿臀比例，增加胴体长度（P＜0.01），同时会降低猪肉品质。具体讲， A 基因对增加肌纤维面积的加

性效应值和显性效应值分别为457.915 μm2和431.055 μm2；对增加胴体瘦肉率的加性效应值和显性效应值

分别为3.594%和-0.153%；对增加眼肌面积的加性效应值和显性效应值分别为3.084 cm2和-0.46 cm2；对

皮脂率的加性效应值和显性效应值分别为-3.916%和0.666%；对提高腿臀比的加性效应值为0.771%，显性

效应值为0.068%。 A 基因对屠宰后45 min和冷藏24 h后的肉色评分的加性效应值分别为-0.145和-
0.160，显性效应值分别为-0.052和-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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