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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应用女母回归法、公畜内女母回归法、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对内蒙古阿尔巴斯白绒

山羊的产绒量、绒厚、毛长、体重、绒伸直长度和细度等六个性状的遗传参数进行了估测。结果表明：（!）绒量遗传

力介于 % ( ") * % ( +, 之间；绒厚遗传力介于 % ( ## * % ( ,) 之间；毛长遗传力介于 % ( "# * % ( #" 之间；体重的遗传力介于

% ( !) * % ( #) 之间；绒伸直长度遗传力为 % ( "+；绒细度的遗传力为 % ( !+。（"）产绒量与绒厚、绒厚与毛长、长度与绒

厚、长度与毛长的遗传相关分别介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遗传

相关；绒量与毛长、绒量与体重、绒厚与体重、细度与绒厚、细度与绒量、细度与体重的遗传相关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间，存在较弱的正向遗传相关；毛长与体重、长度

与绒量、长度与体重、长度与细度、细度与毛长之间的遗传相关介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间，存在中等偏弱的负向遗传相关。（#）绒量、绒厚、毛长、体重的重复率

分别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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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绒山羊选育工作起始于 $" 世纪 ," 年

代，关于绒山羊重要经济性状遗传参数的估计工作

远远 地 落 后 于 其 它 畜 种。 澳 大 利 亚 =./2)55 等

（(HH"）研究指出，绒山羊的重要经济性状有较高遗

传力。体重、绒产量、绒细度、绒长度的遗传力分别

为 " < $H、" < L(、" < %"［(，$］。卢子荣（(HH$）报道了辽宁

绒山羊产绒量、绒厚、绒细度、体重的遗传力分别为

" < $"、" < "H、" < ($、" < (H，产绒量与绒厚呈正向遗传相

关［’］。内蒙古白绒山羊的选育工作虽然取得了较

大进展，但有关内蒙古白绒山羊重要经济性状遗传

参数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次研究以内蒙古阿尔巴斯

白绒山羊为对象，用四种常规方法（女母回归法、公

畜内女母回归法、半同胞相关法、单元内半同胞相关

法）［F］对产绒量（以下简称绒量）、绒厚、毛长、抓绒

后体重（以下简称体重）、绒毛伸直长度（以下简称长

度）和细度等六个性状的遗传参数进行了估计。

( 材 料 与 方 法

) <)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

克旗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种羊场。该场始建于 (H,F
年。现有基础母羊 (F"" 多只，成年公羊 F" 多只，羯

羊 L"" 多只，育成母羊 %"" 多只，育成公羊 ’"" 多

只。羊只统一编号，系谱翔实，生产成绩记录齐全，

档案管理严格。本次研究共收集该场 (H,H 年 &
(HH, 年十年间 ’H,( 只羊的绒量、绒厚、毛长、体重

的全部生产记录。并通过现场采样，采集了该场

(HH, 年在场羊只的全部绒样，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动

物科学系羊毛分析室作了绒长度和细度分析。

) <* 饲养管理

该场羊只按种公羊、育成公羊、基础母羊、育成

母羊和大羯羊、小羯羊固定牧工分群饲养。终年放

牧，冬春定量补饲精料。各放牧点都设有羊舍，每天

饮水一次。每年统一春季免疫、灌药、洗羊、驱虫。

统一秋季配种，春季接羔。全部人工授精，采用简易

输精法，两情期受胎率可达 H"M以上。每年 F & L
月间全场统一在同一地点抓绒，并按严格要求进行

性能测定，记录梢毛重、抓绒量、毛长、绒厚，其中种

公羊还测定体高、体长、胸围、管围等体尺。抓绒后

数天内称量体重。

) <+ 选种选配

该场从建场开始一直坚持本品种选育，从未导

入外血。在选种方面一直延用个体表型选择的方

法。公羊 $ 月龄时，以毛色和体格进行一次选择，把

杂色（红、黑、花色）和体格较差的公羔全部淘汰（大

约 F"M）。以 (, 月龄时周岁时抓绒量和体重为主

要依据进行第二次选择，大约淘汰 H"M，其余留作

种用。母羔除杂色（红、黑、花色）和残疾被淘汰外，

几乎全部留场。每年配种所选公羊主要以当年产绒

量和往年使用情况而定。一般选用 ’ & F 岁的成年

公羊，有时也用个别 $ 岁优良公羊。每年用作配种

的公羊一般在 (" 只左右。

) <,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采用 N9OP-9 软件系统建立数据库，应

用 QO1.5 软件系统进行数据的统计。统计参数主要

有平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估计参数主要有重复

率、遗传相关和遗传力，并进行 ! 检验。

$ 结 果 与 分 析

* <) 各性状的表型值统计

$ < ( < ( 绒量、绒厚、毛长和体重的变化情况

整理本次资料 H" & H$ 年，H’ & HG 年，HL & H, 年

三个阶段全场基础母羊各 L(,，(F($，’FH, 只，统计

这三个阶段基础母羊绒量、绒厚、毛长和体重四个性

状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结果见表 (。

表 ) 三阶段基础母羊表型值统计

-./0" ) 12"3%4#567 8.09" %: /&""’63; ;%.4( 63 42&"" 52.("

性状

2-)32/

(HH" & (HH$ (HH’ & (HHG (HHL & (HH,

R S B ?# T # R S B ?# T # R S B ?# T #

绒量（:）
?)/7K.-. 63.5+

FH" S ,L (% #F G’F S ("% $" #" G%, S (’H $F #(

绒厚（1K）

?)/7K.-.
*)2U-)5 5.*:27

F#G, S "#GHP ($ #, G # ’H S " #L’ (( #% G # LG S " #,G (G #(

毛长（1K）

/2)05. 5.*:27
(G #L S ’ #F$ $( #H (G#HL S ’#%G $’ #G (%#F" S ’#LG $( #"

体重（V:）
C34. ;.3:72

$L#G’ S $#’( , #% $H#’% S ’#$, (( #$ ’"#%( S F#$’ (’ #,

$($ 遗 传 WQ=QXIAYB（D.3Z3*:）$""( $’ 卷



由表 ! 中可知，三个阶段四个性状均有所增长。

绒量平均值增加了 "" 克，平均每三年增加 ## 克，变

异系数逐渐增大，$% & $" 年度为 ’# ( !)。说明此性

状在该场羊群中的表型不一致，有较大的提高潜力。

绒厚平均值增加了 ! ( *+,-，而毛长平均值增加了

! . +$,-，三个阶段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说明该

性状变异程度大。体重平均值增加了 # . !"/0。

’ ( ! ( ’ 年龄对绒量、绒厚、毛长和体重的影响

整理本次研究资料中母羊连续七年的绒量、绒

厚、毛长和体重测定记录，统计四个性状各年龄组表

型值，结果见表 ’。

表 ! 各年龄组绒量、绒厚、毛长、体重统计值

"#$%& ! ’#()*&+& ,-&%.、/#01+#% %&/20)、

(0#3%& %&/20) #/. %-4& 5&-2)0

年龄

102
羊数（只）

!

绒量（0）

,345-262
7829:

绒厚（,-）

,345-262
;3<=639 92;0<5

毛长（,-）

4<3>92
92;0<5

体重（/0）

98?2
@2805<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 ’!!" #D+ B $# D (*# B * ("# !D (#* B E ($E ’* (%* B ’ (*$

’ !D!% D+# B !#% D (%E B * ($! !% ("" B E (+E ’+ (!" B ’ ("%

E !’+* DD! B !’D D (## B * (+% !+ (!E B E (+’ ’$ (D# B E (*!

# $+E D%" B !’E D (D+ B * (+" !% ($+ B E (+$ E! (D" B E (E’

D %%* DD$ B !’! D (D" B * (++ !% (%$ B E (+$ EE (*# B E (+"

% #*% DD# B !E! D (D" B * (+" !% (%$ B E (+* EE (E’ B E ("!

+ !$D DE% B !E’ D (’$ B * (+E !+ (!E B E (E% E# (E# B E (#*

由表 ’ 可知：绒量在 ’ 岁时达到最高值，’ 岁到

E 岁呈下降趋势，E 岁到 # 岁又是一个上升阶段，从

# 岁开始小幅度下降直到 % 岁，% 岁以后开始明显下

降。该性状在 ’ 岁和 # 岁时，出现两次高峰，而 E 岁

时是一个明显的低谷。这主是要由于母羊怀孕期营

养分流的结果。

绒厚在 ’ 岁时达到最高峰，’ 岁到 E 岁是一个

下降趋势，E 岁到 # 岁又是一个上升阶段，从 # 岁开

始小幅度升高，% 岁后明显下降。与绒量的变化趋

势基本相似。

体重呈稳定的上升态势。! 岁到 ’ 岁时增重较

大，’ 岁到 D 岁处于缓慢增长期，而 D 岁到 % 岁增长

不太明显，% 岁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 (! 各性状重复率的计算与分析

采用组内相关法测定重复率，所得结果如表 E。

表 6 四个性状重复力估测结果

"#$%& 6 7&3&#0#$-%-0, 89 981+ 0+#-0(

变量分析

?3683F924
3;397G2

绒 量

,345-262
7829:

绒 厚

,345-262
;3<=639 92;0<5

毛 长

4<3>92
92;0<5

体 重

98?2
@2805<

组间平方和

CCH E"D*!+’% !’"$ D’*!D %D%*"

组内平方和

CCI EE%%E*#$ . +% !"#E ’%!"# ( $# !’"ED$ ( E

组间自由度

:JH "+" "+" "+" "+"

组内自由度

:JI E%"D E%"D E%"D E%+*

个体平均记录次数

! D ( !$ D ( !$ D ( !$ D ( !+

重复率

62>23<3F898<7 * ( #’ * ( ’+ * ( D$ * ( !"

标准误

4<3;:36: 266K6 * ( *!% * ( *!% * ( *!D !* ( !D

显著水平

480;8J8,3;< 92?29 " L * ( *! " L * ( *! " L * ( *! " L * ( *!

由表 E 可知，毛长重复率稍高为 * ( D$，绒量的

重复率属中等为 * ( #’，而绒厚、体重的重复率均偏

低为 * ( ’+ 和 * ( !"。经 # 检验，均为极显著（ " L
* . *!）。说明本次估计的重复率较为可靠。本次研

究用了连续 + 年的资料，每一年都有不同年龄的羊，

这样可以消除部分环境因素的影响，也说明该场性

能测定方法比较稳定，所得数据可靠性高。

! (6 各性状遗传力的计算与分析

本次研究用女母回归法、公畜内母女回归法、半

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共四种不同方法

估测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的绒量、绒厚、毛长、体重、长

度和细度六个性状的遗传力，结果如表 #。

’ ( E ( ! 绒量的遗传力

四种方法测得的结果分别为 * ( #D、* ( ED、* ( ’%
和 * ( E%。不同的方法计算的遗传力有一定程度的

差异，属中等偏高遗传力。经 # 检验四种方法估测

结果均为极显著（" L * ( *!）。

’ ( E ( ’ 绒厚的遗传力

四种方法估测的结果差异较大，女母回归法为

* (EE，公畜内女母回归法为 * ( !*，半同胞相关法为

* (D%，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为 * ( *#。经 # 检验，女

母回归法和半同胞相关法计算结果均为极显著（"
L * ( *!），其它两种方法差异不显著（" M * ( *D）。单

从这一点来看女母回归法和半同胞相关法估测结果

较为可靠，且绒厚的遗传力属中等高遗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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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性状遗传力估测结果

"#$%& ! ’&()*#$)%)*+ ,- .)/ *(#)*.

性状

!"#$!%

女母回归法

&#’()!*"+&#,
"*("*%%$-.

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
"*("*%%$-. $. %$"*

半同胞相关法

)#/0+%$1 2-""*/#!$-.

单元内同胞相关法

)#/0+%$1 2-""*/#!$-.
$.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绒量

2#%),*"* 4$*/&
3556 7 8 95 !! 3559 7 8 :5 !! 9;;< 7 8 36 !! 9;;< 7 8 :6 !!

绒厚

2#%),*"* .#!’"#/ /*.(!)
353: 7 8 :: !! 353: 7 8 =7 9><6 7 8 56 !! 9><6 7 8 79

毛长

%!#?/* /*.(!)
353: 7 8 3> !! 353: 7 8 3< !! 9><6 7 8 :3 !! 9><6 7 8 3: !!

体重

/$@* A*$()!
35=9 7 8 :7 ! 35=9 7 8 3: 9>6; 7 8 =6 !! 9>6; 7 8 :6 !!

长度

2#%),*"* %!"*!2)*& /*.(!)
673 7 8 =5 673 7 8 39 !!

细度

2#%),*"* &$#,*!*"
5;< 7 8 =9 5;< 7 8 =9 !!

注：!表示显著（$ B 7 8 75）!!表示极显著（$ B 7 8 7=）

3 8 : 8 : 毛长的遗传力

女母回归法和公畜内女母回归法估测结果分别

为 7 8 3>，7 8 3<；而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法

估测结果差异稍大。由此看来，毛长受公羊效应影

响较小，受年度差异影响稍大一些。从 # 检验的结

果看，四种方法估测结果均为极显著（$ B 7 8 7=），所

以毛长遗传力属中等偏低遗传力。

3 8 : 8 9 体重的遗传力

本次研究四种方法测得的体重遗传力，女母回

归法为 7 8 :7，公畜内女母回归法为 7 8 3:，半同胞相

关法为 7 8 =6，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为 7 8 :6。 # 检验

结果，公畜内女母回归法不显著（$ C 7 8 75），女母回

归法显著（$ B 7 8 75），而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

同胞相关法均为极显著（$ B 7 8 7=）。说明体重受年

度环境效应影响较大。

3 8 : 8 5 长度的遗传力

本次研究，用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

关法两种方法估测了绒长度遗传力，结果分别为

7 D =5 和 7 D 39。经 # 检验半同胞相关法所得结果不

显著（$ C 7 8 75），而经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计算所

得结果极显著（$ B 7 8 7=）。绒长度性状的遗传力属

中等偏低遗传力。

3 8 : 8 6 细度遗传力

用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估测的

绒细度遗传力均为 7 8 =9，经 # 检验，半同胞相关法

所得结果不显著（$ C 7 8 75），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计算结果极显著（$ B 7 8 7=）。绒细度性状的遗传力

属低等遗传力。

0 8! 各性状间遗传相关的计算与分析

3 8 9 8 = 绒量、绒厚、毛长、体重间遗传相关的计算与

分析

本次研究用四种方法估测了绒量、绒厚、毛长和

体重四个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结果如表 5。

3 8 9 8 = 8 = 绒量与绒厚两性状之间均存在着较高的

正向遗传相关，结果为女母回归法 7 8 93，公畜内女

母回归法 7 8 97，半同胞相关法 7 8 ::，单元内半同胞

相关法 7 8 ><>。经 # 检验，四个结果均为极显著（$
B 7 8 7=）。

389 8= 83 绒量与毛长两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分别为

女母回归法 7835，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78 :<，半同胞相

关法 78=3，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78 ==。经 # 检验，半

同胞相关法估测结果不显著（$ C 78 75），女母回归法

估测结果显著（$ B 78 75），而公畜内女母回归法和单

元内半同胞法估测结果均为极显著（$ B 787=）。

9=3 遗 传 EFGFHIJKL（M*$N$.(）377= 3: 卷



表 ! 绒量、绒厚、毛长和体重各性状之间遗传相关

"#$%& ! ’&(&)*+ +,--&%#)*,( ,. .,/- )-#*)0

性状

!"#$!%

女母回归法

&#’()!*"+&#,
"*("*%%$-.

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
"*("*%%$-. $. %$"*

半同胞相关法

)#/0+%$1 2-""*/#!$-.

单元内同胞相关法

)#/0+%$1 2-""*/#!$-.
$.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样本
含量

!
"3 # 检验

#+!*%!

绒量———

2#%),*"* 4$*/&

绒厚

2#%),*"* .#!’"#/ /*.(!) 3567 8 9 63 !! 3567 8 9 68 !! 6:7; 8 9 55 !! 6:7; 8 9 :< !!

毛长

%!#=/* /*.(!) 3567 8 9 3> ! 3567 8 9 5; !! 6:7; 8 9 ?3 6:7; 8 9 ?? !!

体重

/$@* A*$()! 33;; B 8 9 ?6 33;; 8 9 87 6:7> B 8 9 ?< 6:7> 8 9 ?: !!

绒厚———

2#%),*"* .#!’"#/ /*.(!)

毛长

%!#=/* /*.(!) 3567 8 9 ?8 3567 8 9 78 !! 6:>7 8 9 7< !! 6:>7 8 9 >? !!

体重

/$@* A*$()! 337: 8 9 ?? 337: 8 9 57 6:67 8 9 ?> !! 6:67 8 9 3? !!

毛长———

%!#=/* /*.(!)

体重

/$@* A*$()! 336: 8 9 8> 336: 8 9 8> 6:67 B 8 9 ?6 ! 6:67 B 8 9 3; !!

注：!表示显著（$ C 8 9 8>）!!表示极显著（$ C 8 9 8?）

3 9 6 9 ? 9 5 绒量与体重两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分别

为女母回归法 B 8 9 ?6，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8 9 87，半

同胞相关法 B 8 9 ?<，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B 8 9 ?:。

经 # 检验，女母回归法、公畜内女母回归法和半同胞

相关法估测结果不显著（$ D 8 9 8>），而单元内半同

胞法估测结果均为极显著（$ C 8 9 8?）。

3 9 6 9 ? 9 6 绒厚与毛长两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分别

为女母回归法 8 9 ?8，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8 9 78，半同

胞相关法 8 9 7<，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8 9 >?。经 # 检

验，除女母回归法所测结果不显著（$ D 8 9 8>）外，其

它三种方法所测结果均为极显著（$ C 8 9 8?）。

3 9 6 9 ? 9 > 绒厚与体重两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分别

为女母回归法 8 9 ??，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8 9 57，半同

胞相关法 8 9 ?>，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8 9 3?。经 # 检

验，女母回归法和公畜内女母回归法所测结果不显

著（$ D 8 9 8>），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

法所测结果为极显著（$ C 8 9 8?）。

3 9 6 9 ? 9 7 毛长与体重两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分别

为女母回归法 8 9 8>，公畜内女母回归法 8 9 8>，半同

胞相关法 B 8 9 ?6，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B 8 9 3;。经

# 检验，女母回归法和公畜内女母回归法所测结果

不显著（$ D 8 9 8>），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

相关法所测结果为极显著（$ C 8 9 8?）。

3 96 9 3 长度、细度与绒量、绒厚、毛长、体重间遗传

相关的计算与分析

用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估测了

长度、细度与绒量、绒厚、毛长和体重四个性状之间

的遗传相关，结果如表 7。

3 9 6 9 3 9 ? 长度与绒厚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为半同

胞相关法 8 9 78，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8 9 5;，经 # 检

验两个结果均为极显著（$ C 8 9 8?）。而此两种方法

计算的长度与毛长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为 8 9 <8 和

8 9 :6，经 # 检验两个结果均为极显著（$ C 8 9 8?）。

3 9 6 9 3 9 3 长度与绒量之间遗传相关系数为 B 8 9 38
和 B 8 9 8<，经 # 检验，半同胞相关法计算结果显著

（$ C 8 9 8>），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计算结果不显

著（$ D 8 9 8>）。用此两种方法计算的长度与体重之

间的遗传相关系数为 B 8 9 ?; 和 B 8 9 35，经 # 检验，

半同胞相关法计算结果不显著（$ D 8 9 8>），而单元

内半同胞相关法计算结果显著（$ C 8 9 8>）。经两种

>?35 期 李金泉等：内蒙古白绒山羊若干数量性状遗传参数的研究



方法计算的长度与细度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和 ! " # &’，经 ! 检验表明，半同胞相关法计

算结果显著（" ( " ) "*），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计

算结果为极显著（" ( " ) "%）。

表 ! 长度、细度与绒量、绒厚、毛长、体重之间的遗传相关

"#$%& ! ’&(&")* *+,,&%#")+( +- .)/ ",#)".

相关性状

+,--./012,3 1-0214

半同胞相关法

50/67428 +,--./012,3
单元内同胞相关法

50/67428 +,--./012,3 23 9321

样本
含量

#

遗传
相关

$:

! 检验

!71.41

样本
含量

#

遗传
相关

$:

! 检验

!71.41

长度———

+045;.-. 41-.1+5.<
/.3=15
绒量

+045;.-. >2./< ?"& ! " ) &" !! ?"& ! " ) "@ !

绒厚

+045;.-. 3019-0/
/.3=15

?"& " ) ?" !! ?"& " ) $A !!

毛长

410B/. /.3=15 ?"& " ) @" !! ?"& " ) ’$ !!

体重

/2C. D.2=51 ?"& ! " ) %A ?"& ! " ) ’$ !!

细度

+045;.-. <20;.1.- *@E ! " ) $% !! *@E ! " ) &’ !!

细度———

+045;.-. <20;.1.-
绒量

+045;.-. >2./< *@A " ) $* !! *@A " ) &E !!

绒厚

+045;.-. 3019-0/
/.3=15

*@A " ) %% *@A ! " ) "&

毛长

410B/. /.3=15 *@A ! " ) &A !! *@A ! " ) %’ !!

体重

/2C. D.2=51 *@A " ) $& !! *@A " ) %$

注：!表示显著（" ( " ) "*）!!表示极显著（" ( " ) "%）

& ) E ) & ) $ 用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计算的细度与绒量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为 " ) $* 和

" )&E，经 ! 检验两个结果均为极显著（ " ( " ) "%）。

而用此两种方法计算的细度与绒厚之间遗传相关系

数为 " ) %% 和 " ) "&，经 ! 检验两个结果均不显著（"
F " ) "*）。经两种方法计算的细度与体重之间的遗

传相关系数为 " ) $& 和 " ) %$，! 检验表明，计算结果

为极显著（" ( " ) "%）。

& ) E ) & ) E 经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法

计算的细度与毛长两者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A 和 ! " # %’，经 ! 检验，两个结果均为极显著

（" ( " # "%）。

$ 结 论

0 )1 绒量、绒厚属中等遗传力，适合进行个体表型

选择。毛长、体重属中等偏低遗传力；长度、细度属

低等遗传力。

0 )2 绒量与绒厚、绒厚与毛长、绒厚与长度、长度与

毛长之间存在较高的正向遗传相关，可以通过绒厚

对绒量进行间接选择。而绒量、体重与细度均呈中

等程度正向遗传相亲，在选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矛

盾，对绒山羊的选育一定要坚持在细度不显著（" F
" ) "*）增加的基础上进行。

0 )0 从估计方法看，同一性状相同资料用不同的估

计方法计算的结果不同；同一方法对不同性状估计

的准确程度也不同。在实际工作中用哪种方法要以

材料情况和性状特性而定。阿白山羊种羊场一直进

行个体表型选择，全部人工授精，并且配种与接羔记

录翔实，适合用半同胞相关法和单元内半同胞相关

法进行遗传力、遗传相关的估计。

0 )3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发现，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种

羊场种羊性能测定系统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规范，

并且选种配制度比较稳定严格，适于采用 GHIJ 和

综合选择指数等现代育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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