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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重要胴体性状的遗传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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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寻找影响猪重要胴体性状主基因在染色 体 的 位 置$以 大 白 猪 和 梅 山 猪 为 父 母 本 建 立 了E! 资 源 家 系’

随机选留I#头E! 代个体$经屠宰获得猪胴体性状数据’结合家系个体的&I个微卫星标记基因型$用线性模型最

小二乘法对各胴体性状进行数量性状基因座!N,F"的区间定位’定位结果表明位于猪染色体!<<O"&号的瘦肉率

和瘦肉量N,F达到基因组极显著水平(<<O#)!和&上眼肌面积N,F达到染色体显著水平(位 于<<O#和&上 的

眼肌高度N,F与眼肌面积N,F在同一 染 色 体 区 域(而 眼 肌 宽 度 N,F位 于<<O"(位 于<<O)同 一 标 记 区 间 的 皮

重)皮率)骨重和骨率N,F表现出很好的一致性$均 达 到 染 色 体 显 著 水 平’<<O"和)的 体 长 N,F达 到 染 色 体 显

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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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量遗传学理论对家畜育种实践的指导$
使得家畜的遗传改良工作获得极大的成功’家畜的

绝大多数性状属于数量性状$由多基因决定$其中不

乏存在效应较大的基因%#&’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

的发展$导致分子数量遗传学的形成’尤其是对人

类和小鼠基因组的深入研究$带动了家畜基因组的

研究和利用’目前已有多种计算机软件可以将分子

生物学方法所得结果与数理统计学结合起来$找到



与数量性状基因座!Z6;B4D4;4D?.40;D4@13D"N,F#连

锁的标记>XP或 基 因 座 本 身"为 以 后 的 位 置 克 隆

奠定基础$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动物及表型性状

对大白^梅 山 资 源 家 系E! 群 体I#头 进 行 屠

宰"根据熊远著主编的%种猪测定原理及方法&’!(测

定和计算的胴体组成性状为)瘦肉率*瘦肉量*眼肌

面积*眼肌高度*眼肌宽度*皮重*皮率*骨重*骨率和

胴体体长$

:;<!方!!法

表型数据处理*染色体#*!*$*&*"和)号染色

体上&I个微卫星标记基因型*遗传连锁图谱构建*
单一位置和染色体水平数量性状基因座区间作图*

数量性状基因座基因效应*数量性状基因座解释E!
表型变异的计算"以及确定基因组显著水平的阈值

标准"见文献’$($

:;=!区间作图时线性回归模型

F G!H5._‘C;AD@9H!’IHO\,H
/;4H/76H*

其中)F)性 状 的 表 型 值$!)性 状 的 群 体 平 均 值$

5._"C;AD@9"!’I)影响性状的固定效应"即性别*家
系和氟烷基 因 型$O\,)影 响 性 状 的 协 变 量)胴 体

重$4"6)加 性 和 显 性 效 应$/;"/7)加 性 和 显 性 效

应系数$*)残差效应$

!!结!!果

<;:!表型性状

E! 群体胴体组成性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表:!猪>< 代胴体组成性状统计分析!JaI#"

2)7?":!@A"3)??(*$B"3)9/")1C3"/"#$1*(37(,-&(/0(1%$%(#%#><0%51!JaI#"

性状,0;D4 平均值 :.;B 标准差<47>.? 最大值 :;_ 最小值 :DB
胴 体 重O\ "!L)) $L"# "(L"% +#LI%
屠 宰 率>H )#L$+ +L!( I&L"! +(L+)
瘦 肉 量,:O $#L)" $L$! $(L(" !%L+I
瘦 肉 率F:H +!L#I &L$I "!LI$ $"L)(
眼肌面积FJP !)LI% &L!% $ILI! #)L#(
眼肌高度FJS IL+I %L"$ (L(( "L&+
眼肌宽度FJ\ &LI% #L%) #%L!+ $L!!
皮!!重<\ +L(( %L(# IL!I &L!%
皮!!率<H (L)( #L&( #$L)$ &L&&
骨!!重T\ )L+% #L!& ##L!I &L)!
骨!!率TH #!L!& !L#% #IL)( &L&(
胴 体 长FO I(L"$ $L(" #%% I#

<;<!胴体组成数量性状基因座定位结果

!M!M#!胴体重和屠宰率

虽然单一位置定位分析显示"条染色体上均有

胴体重N,F存在"但都没有达到染色体显著水平"
屠宰率的定位中"&号和)号染色体的K值均接近

染色体显著性阈值"但不显著$

!M!M!!瘦肉率和瘦肉重

从表!中可以 看 到"#号 和&号 染 色 体 上 均 发

现染色体极显著水平!L"%M%##的瘦肉率N,F"均

表现为大白 猪 增 加 瘦 肉 率"解 释 表 型 变 异!%M%#b
和!&M&+b$可 能 由 于 瘦 肉 率 与 瘦 肉 量 高 度 相 关

!相关系数为%M!+"L"%M%+#的原因"在#和&号染

色体上也同样定位了瘦肉量染色体显著!L"%M%+#
和极显著!L"%M%##N,F"在 位 置 和 效 应 上 与 瘦 肉

率N,F均相近"解释表型变异)MI)b和#IMI#b$

&号染色体上瘦肉率N,F定位结果见图#$

!M!M$!眼肌面积!眼肌高度和眼肌宽度

在#*!和&号染色体定位的眼肌面积N,F"达
到了 染 色 体 显 著!L"%M%+#或 极 显 著 水 平!L"
%M%##"分 别 解 释 表 型 变 异 (M%)b"#+M!!b 和

#$M%&b"均为大白猪增加眼肌面积$#号和&号染

色体定位的极显著!L"%M%##眼肌高度N,F"与眼

肌面积N,F具有高 度 一 致 性$)号 染 色 体 上 眼 肌

宽度N,F与眼肌面积N,F位置虽然相近"位于同

一标记区间"但N,F加 性 效 应 方 向 相 反+"号 染 色

体的眼肌面积与眼肌宽度N,F位置相近"N,F效

应一致$上述结 果 可 见 表$"眼 肌 面 积 在#号 染 色

体的定位情况见图!$

&"# 遗!传 !"#"$%&’(!)*+,+-.#!%%&!!!!!!!!!!!!!!!!!"卷!



表<!瘦肉率和瘦肉量D2’定位结果

2)7?"<!E"1C?$1(*D2’/)00%#5*(3’F4)#,2F.
性状,0;D4 <<O K值 FW>值 位置!3:" 加性效应!4" 显性效应!6" 印记效应!+"

瘦肉率F:H # )L)&## !L() #)I !L)+c%L)+ !L)&c#L&)
瘦肉率F:H $ $L## #L!( II %L"(c#L#( +L&+c!L&"
瘦肉率F:H & ##L$!## &L#& #)+ $L%&c%L)& $L((c#L$&
瘦肉率F:H " $L(( #L"& #)% ’#L++c%LI) &L&#c#L(%
瘦肉量,:O # "L)%# !L"+ #)+ #L#(c%L+( $LI#c#L#&
瘦肉量,:O ! $L#( #L() $I ’%L"%c%LI$ #L)&c#L!# ’#LI#c%L"%
瘦肉量,:O $ &L%+ !L&! )% #L&%c%L"I %L&Ic#L%+ #LI%c%L"$
瘦肉量,:O & #$L%%## &L"" #)+ #L)&c%L+# $L("c%L(+
瘦肉量,:O " &L!$ #L)% #I% ’#L"%c%L"" !L$%c#L&(

!!#为染色体显著水平!L"%M%+"###为染色体极显著水平!L"%M%#"$

#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M%+"%##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M%#"L

表=!眼肌面积!眼肌高度及眼肌宽度D2’定位结果

2)7?"=!E"1C?$1(*D2’/)00%#5*(3’G6"’GH)#,’GI
性状,0;D4 <<O K值 FW>值 位置!3:" 加性效应!4" 显性效应!6"

眼肌面积FJP # )L)+## #I% #L""c%L"" &L%#c#L!$
眼肌面积FJP ! +LI!# #!% !L#+c%L)+ ’!L%&c#L%&
眼肌面积FJP & IL$I## #)+ #L((c%L"( %L%&c%L%#
眼肌面积FJP " +L!% #!+ #L!&c%L)$ !L((c#L%I
眼肌面积FJP ) &L%% (% ’%LI+c%L(# ’&L$%c#L+!
眼肌宽度FJ\ $ $L$( $" ’%L+%c%L!% ’%L#Ic%L$#
眼肌宽度FJ\ " "L%(# #%+ %L#+c%L!% %L#$c%L&# %L"(c%L!)
眼肌宽度FJ\ ) $L%( I+ %L%(c%L!# ’%L+%c%L$$ ’%L++c%L!%
眼肌高度FJS # #!L("## #)) %L!!c%L#% %L(!c%L#(
眼肌高度FJS ! $L# )+ ’%L!&c%L## %L$#c%L#I
眼肌高度FJS & #%L))## #)+ %L!$c%L## %LI(c%L!%

!!#为染色体显著水平!L"%M%+"###为染色体极显著水平!L"%M%#"$

#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 a%M%+"%##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 a%M%#"L

图:!瘦肉率在J号染色体上D2’的位置

%M%+和%M%#标出的横线代表染色体

显著水平La%M%+和La%M%#

>%5K:!’(&)?%L)$%(#(*D2’*(3’F4(#MM.J
FDB.5;0./01?D7.7C103-01A151A.K[D7.!La%M%+"

!DB7D3;4.7;5%M%+";B7!La%M%#"!DB7D3;4.7;5%M%#"L

图<!眼肌面积D2’在:号染色体上的定位

%M%+和%M%#标出的横线代表染色体

显著水平La%M%+和La%M%#

>%5K<!’(&)?%L)$%(#(*D2’*(3’G6(#MM.:
FDB.5;0./01?D7.7C103-01A151A.K[D7.!La%M%+"

!DB7D3;4.7;5%M%+";B7!La%M%#"!DB7D3;4.7;5%M%#"

!M!M&!胴体长及骨!皮的定位

)号染色体上#皮率和皮重N,F呈现很好的一

致性#N,F位置处于同一标记间隔#N,F效应方向

一致#达到染 色 体 极 显 著 水 平!L"%M%#"$皮 率 同

时受印记效应的影响$骨率和骨重在#&&和)号染

色体上均保持一致$大白猪N,F降低骨&皮重#而

梅山猪N,F具有增加的作用$定位于)号染色体

的体长 N,F达到染色体极显著水平!L"%M%#"#解
释表 型 变 异+M$#b$有 关 骨&皮 及 胴 体 长 的 N,F
定位情况见表&$

+"#!!期!!!!!!!!!!!!!!!苏玉虹等’猪重要胴体性状的遗传定位



表J!有关骨!皮及胴体长D2’定位结果

2)7?"J!E"1C?$1(*D2’/)00%#5*(37(#""1N%#)#,?"#5$B%#0%51

性状,05D4 <<O K值 FW>值 位置!3:" 加性效应!4" 显性效应!6" 印记效应!+"
皮!率<H ) "L++## $LI# )+ ’%L&(c%L!& %L(#c%L$" %L)$c%L!&
皮!重<\ ! +L)## !L!" #+% ’%L!)c%L#+ ’%L"+c%L!$
皮!重<\ & &LII !L%% #)+ ’%L#)c%L#" %L"+c%L!$
皮!重<\ " $L)& #L+$ #$& ’%L!#c%L#) ’%L)"c%L$%
皮!重<\ ) (L!%## $L+I I+ ’%L$%c%L#) %LI(c%L!"
骨!率TH # $L$I #L&# #I! ’%L"(c%L$& %L)+c%L+#
骨!率TH & $LI) #L"% #)& ’%L+(c%L$I #L!%c%L+)
骨!率TH ) IL$!## $L!% I% ’%L()c%L$" #L!!c%L+!
骨!重T\ # &L$+ #L)( #I! ’%L&$c%L!% %L+"c%L$%
骨!重T\ ! $L!! #L$& #+! ’%L$&c%L!# ’%L")c%L$$
骨!重T\ & &L&$ #LI! #I% ’%L!(c%L!# %L"(c%L!I
骨!重T\ " &L&$ #LI! "+ ’%L+(c%L!% %L$+c%L$%
骨!重T\ ) "L!$# !L&! I% ’%L&Ic%L!! %L)%c%L$!
胴体长FO ) (L(+## $L+I #)% #L!Ic%L)( ’+L%(c#L$(

!!#为染色体显著水平!L"%M%+"###为染色体极显著水平!L"%M%#"$

#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a%M%+"%##D55DGBDCD3;B4;43-01A151A.K[D7.@.?.@!La%M%#"L

$!讨!论

胴体性状中#胴 体 重 和 屠 宰 率 N,F没 有 达 到

染色体显著水 平#但 本 研 究 在<<O#&!和&上 得 到

染色体水平显著!L"%M%+"或极显著!L"%M%#"的

眼肌面积和眼肌 高 度 N,F$眼 肌 面 积 和 眼 肌 高 度

N,F呈极高程度的一致#可能是由于两种性状本身

的相关性#本研究中它们的表型相关系数为%M$(!L
"%M%%#"$=1-0.0和 d..@.’&(将 眼 肌 面 积 N,F定

位在<<O#Z上#我们在<<O#Z同一区域也定位了

眼肌面积N,F$同 时#瘦 肉 率&瘦 肉 量 和 眼 肌 高 度

N,F也定位在此区域$与<<O#Z相似#在<<O&Z
末端#瘦肉率&瘦 肉 量&眼 肌 面 积 和 眼 肌 高 度 N,F
也均定位于 同 一 标 记 区 间$所 以 上 述&种 性 状 在

<<O#Z和<<O&Z末端的 N,F可能是同 一 N,F#
但具有一 因 多 效 性$但 :;@.]等’+(对 眼 肌 面 积 的

定位区域与本实验的定位区域不同$
在<<O"和)定位了胴体长N,F#达到染色体

显著!L"%M%+"或 极 显 著!L"%M%#"水 平#其 中

<<O)的 一 个 N,F 达 到 基 因 组 显 著 水 平!L"
%M%+"$据文献报道#胴体长 N,F位于<<O#&&&)&

I&##和U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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