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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猪数量性状遗传规律的研究”

11.月巴育与胭体性状

施启顺 柳小春 李元英
（湖南农学院牧医系，长沙） （湖南省宁乡种猪场）

肥育与服体性状的遗传规律，国外报道较

多「s-101，国内近几年对福州黑猪「31、枫径猪〔41等

也有报道。作者根据近几年资料，对宁乡猪肥

育与胭体性状的遗传规律作出初步估测。

始，经 5-6个月肥育，至75公斤结束，然后按

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统一方法作屠宰测定，

结果如表 1p

衷1 肥育与桐体性状群体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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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材料

参数估测数据取自宁乡猪群体继代选育

1977-1982年肥育试验资料，其间肥育猪饲养

管理条件相对稳定，但营养水平较低。供试肥猪

81头，分属17个父系，均为父系半同胞关系。

（二）测定项目及方法

1．计算肥育与恫体性状的表型参数，包括

肥育期日增重、宰前活重、屠宰率、花板油比例、

膘厚、皮厚、月同体长、桐体前宽、后腿比例、眼肌

面积、瘦肉率、肥肉率（月同体脂肪率）的平均数、

标准差、变异系数，以及上述性状间的两两表型

相关。

2．估测上述性状的遗传力，并作：检验。

3．估测部分肥育与胭体性状间的遗传相

关，多检验时，遗传相关标准误用近似式。

4．计算部分肥育与胭体性状间的环境相

关。

上述各项参数计算方法及显著性检验法均

同flit文〔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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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可见，宁乡猪肥育期平均日增重为350

克，屠宰率68.37多，背膘较厚（4.50厘米），皮

厚0.48厘米，脆体短宽，瘦肉率平均3954并，

肥肉率35.35并。除日增重、宰前活重、花板油

比例、膘厚、皮厚变异系数在10外以上外，其余

性状变异程度不大。

2．表型相关系数 据7，头宁乡猪的肥

育及洞体资料计算表型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0

结 果 与 分 析

（一）表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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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肥育及胭体性状间裹型相关系数

性 状 宰前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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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5 一0.2332*卑前活重 0.4699**ii()·11070．弓6门丁＊＊

0.4896**

0.21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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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表明，宁乡猪肥育期日增重与宰前活

重、屠宰率、a},7}-厚、洞体长、胭体前宽、肥肉率均

有显著或非常显著表型正相关，而与后腿比例、

嫂 ICJ平 月 贝 TH大 ，1旦小 皿 者 。 辛 剧 洒 里 匀 堵 毕

率、膘厚、皮厚、月同体长、月同体前宽、肥肉率等也

有显著正相关，而与瘦肉率呈负相关。屠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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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率呈非常显著正相关，与皮厚、瘦肉率呈显著

负相关。膘厚与洞体长、胭体前宽、眼肌面积、

肥肉率，皮厚与F-I体长、胭体前宽，月同体长与炯

体前宽，月同体前宽与肥肉率，均有显著或非常显

著的表型正相关。瘦肉率与肥肉率呈非常显著

负相关。

（二）遗传力

用 父 系羊 同 肥 相 天 法 或 早 兀 网 父 系 羊 同 肥

相关法估测的遗传力值及a检验结果表明，宁

乡猪肥育期日增重、花板油比例、AI J体长、月同体

日UJ冠 ,}口胜tE G乙’岁U、日民川L四 似 、 侧里 囚 }r- y} 们 n 见 丙

力，肥肉率的遗传力中等，宰前活重、屠宰率、膘

厚的遗传力较低，上述性状遗传力值，检验均

不显著，详见表30

表3 月巴育及晌体性状的遗传力

性 状 样 本 含量 h2士ohz 1ti」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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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7+ 0.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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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遗传相关与环境相关

据75头宁乡猪资料估测的部分性状间遗

传相关和环境相关系数，列于表40

表斗可见，肥育期日增重与胭体性状间遗

传相关几乎都是负值，其相关方向与表2中表

型相关值正好相反。宰前活重、屠宰率、花板油

比例、皮厚与胭体性状间的遗传相关，其相关方

向与表型相关方向基本一致，但相关系数大多

出人较大。服体长与胭体前宽、后腿比例、眼

肌面积呈正遗传相关，并与表型相关方向一致。

5.1体长与瘦肉率、肥肉率，桐体前宽与眼肌面

积、肥肉率，后腿比例与眼肌面积、瘦肉率，遗传

相关与相应的表型相关方向不一。此外，眼肌

面积与瘦肉率呈负遗传相关，与肥肉率呈正遗

传相关，瘦肉率与肥肉率呈负遗传相关，这些与

表型相关的方向相同。

裹4 部分肥育与胭体性状间的遗传相关及环境相关

相关性状 遗传相关 环境相关 相关性伏 遗传相关 ｝ 环境相关

肥育期日
增重：

屠宰率

花板油比例

皮厚

胭体长

胭体前宽

后腿比例

眼肌面积

一0.2970

一0.6291

一 0.3987

一0.7406**

一0.7560**

0.0670

一0.6889**

0.4743 膘 厚：后腿比例

瘦肉率

一 0．4876

一 0.5766

一0.1801

一0.1246

-0.5296

宰前活重；屠宰率

W体前宽

眼肌面积

一 0.2189

0.0508

0.3979

0.5392

皮 厚：月同体长

月同体前宽

后腿比例

眼肌面积

瘦肉率

月巴肉率

0.6501

0.4137

0.0883

一0.1407

0.4459

一0.7711

0.2159 0.7866

屠宰率； 花板油比例

皮厚

桐体长

腕体前宽

后腿比例

眼肌面积

瘦肉率

肥肉率

0.2554

0.4849

0.1981

0.2107

0.8299

0.6697

0.1752

0.5653

0.2176
0.9329

0.7224

0.7411

0.0726

0.6259

一0.3606

0.4798

月同体 长：N-1体前宽

后腿比例

眼肌面积

瘦肉率

月巴肉率

0.6703*

0.452'

0.3401

0.7259**

一0.6225

胭体前宽：限肌面积

肥肉率

一0.3089

一 0.8811***

花板油比例：皮厚

朋体前宽

后腿比例

眼肌面积

瘦肉率

一0.3495

一0.8617***

后腿比例：眼肌面积

瘦肉率

0．1999

0.6773* 一0.6712

0.6339

一0.1319川
0.1866

0.4084

一0.8135***

一 0.3481

一0．4613

0.2378

眼肌面积：瘦肉率

月巴肉率

瘦 肉 率：月巴肉率 一0.9704

讨 论

I。表型参数测定结果表明，在较低饲养水

平下，宁乡猪肥育期平均日增重仍可达350克，

75公斤屠宰时的屠宰率为68.37多，此时的花

板油比例（8.68务）、膘厚(4.50厘米）、肥肉率

(35.35多）均较高，反映了宁乡猪早熟易肥的特

性。另据试验〔2，，在按饲养标准肥育时，宁乡猪

的平均日增重达587克，其他指标均相应有较

大增长，说明宁乡猪在肥育性能方面的遗传基

础较好，如能配合适宜的环境条件，则在遗传与

环境协同作用下，宁乡猪的肥育性能可以大幅

度提高。

2．遗传力估测结果表明，宁 乡猪的洞体

长（0.7989),胭体前宽（0.6187)、后腿比例

(0.7783)、眼肌面积（0.8077),瘦肉率（0.4701)

的遗传力值，与国内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属于

高遗传力。肥育期日增重的遗传力值（0.6045)

29



点，但胭体长与瘦肉率仍为正相关（0.7259)，与

肥肉率仍为负相关（-0.6225)，与国外资料一

致。表明选育加大体长，可以导致瘦肉率的提

高，这在改变宁乡猪过早屯积脂肪及提高瘦肉

率中，有着明显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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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于国外资料，但与枫径猪（0.5767)141、关

岭猪 （0.625)4'接近。 宰前活重的遗传力值

(0.1397）低于枫径猪（0.80)、关岭猪（0.734),

但与国外资料（杜洛克0.20,波中猪0.20、明尼

苏达一号0.142、汉普夏0.24)16，基本一致。屠

宰率、膘厚的遗传力值低于国内外资料，原因似

与侧定方法有关。花板油比例及肥肉率的遗传

力值，分别为0.5755和0.2238,属国内外首次

报道。

3．宁乡猪肥育与胭体性状间的表型相关与

国内外资料有几点不同：(1)肥育期日增重与

膘厚、肥育率呈正相失；(2）膘厚与胭体长、眼
肌面积呈正相关；(3) jn-体长与Al.体宽呈强正

相关，与肥肉率呈弱正相关，与瘦肉率呈弱负相

关；(4）眼肌面积与瘦肉率呈弱负相关，而与

肥肉率呈弱正相关。这些不同之处反映了宁乡

猪边长边肥、伴架长膘、体型短宽的品种特点，

并与国外早期对杜洛克猪的研究结果（Aunan,

1951)[63相似。 遗传相关估测结果亦有类似特

会 讯 皮纹学研究协作组第二届学术会议简报

中国遗传学会皮纹学研究协作组第二届学术会议由中国遗传学会委托河北省遗传学会主办，于1985年6月
6日至6月9日在石家庄市召开。河北省科教部、省遗传学会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24

个省、市、自治区，计有50名正式代表和16名列席代表。代表中有各级医学院校的教师、医院临床医师、科研工
作者，有关杂志的编辑。公安司法部门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截至本次会议，已完成了我国46个少数民族的皮纹调查工作。皮纹与疾病相关的研究已涉及到内、外、妇、

儿各科。会议收到120多篇论文、编有《论文摘要汇编》，主要包括了皮纹的基础理论研究、民族正常值调查、皮纹
应用等三大领域的问题。

本着改革精神，本会议未采用逐个宣读论文的形式，而以大组与小组讨论的方法。全体代表参加的大组讨论

由几位同志作中心发言，引出讨论的范围、每次大组会都对一中心议题作充分的讨论，发言面广而踊跃且紧扣议

题。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决定成立基础理论专题小组、民族正常值专题小组、皮纹应用专题小组，分别制定出各小
组的协力攻关项目和时限。电子计算机在皮纹研究中的应用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协作组委托佳木斯医学院出

版不定期的《中国皮纹学研究简报》。

本次会议上，通过各位代表充分酝酿，推选出三位同志任中国遗传学会皮纹学研究协作组领导成员，组长：

郭汉壁（南京医学院），副组长：吕学a（佳木斯医学院），秘书：张海国（上海第二医学院）。

（张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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