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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试验旨在研究鸡肌内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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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选择对脂肪性状及相关基因
)*+,

表达的影响%试验采用北京

油鸡肌内脂肪双向选育系和对照系雏鸡!饲养至
-.

和
"/#0

时!每个系分别屠宰
1#

只母鸡!测定胸肌和腿肌
&'(

含量&腹脂重&腹脂率及
./.

&

012!3/

和
!12!3/

基因
)*+,

表达量!比较双选系各性状差异!分析
&'(

遗传

选择效果%结果表明!上选系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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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肉色亮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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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大于下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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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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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肉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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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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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低于下选系"

/

#

#3#-

#%

./.

基因在
"/#

日龄上选系腹脂中的
)*+,

表达量显著高于下选系"

/

#

#3#-

#!下选系

胸肌中
012!3/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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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显著高于上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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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果表明
&'(

的双向选择是有效的!该双选系

可以作为未来基因定位和基因互作效应研究的宝贵资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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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肌内脂肪"

&DFQ>)6CA6@>Q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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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对肌肉品质有重要影响!一方面通过氧化时对

肌纤维束的溶解作用而提高肌肉嫩度和多汁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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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
&'(

富含磷脂!磷脂通过
'>?@>Q0

反应而

产生香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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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VED?EQ

等研究表明!

&'(

含量是影

响猪肉和牛肉品质的重要因素!并可稳定遗传*

-

+

%

陈继兰在北京油鸡保种群中建立了全同胞家系!并

在
$#

日龄进行屠宰和性状测定!遗传参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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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鸡胸肌
&'(

含量属中等偏低遗传力性状"

P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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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选择反应为
#3#%"]

!反向选择

反应为
#3#-9]

!实现遗传力分别为
#3//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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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同胞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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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和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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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

止!北京油鸡
&'(

双向选育系已经过
%

个世代选

择!本试验旨在研究
&'(

双向选择对
&'(

含量等

肉品质性状及
&'(

候选基因
)*+,

表达差异!以

评价
&'(

遗传选择效果!为利用双向选择系进一步

开展主效基因
Ô2

定位等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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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M&

!

试验动物与测定指标

!!

以北京油鸡
&'(

双向选择系第
-

世代繁育群

和同批同条件饲养的保种群为试验群!分别于
-.

和

"/#

日龄各组分别屠宰母鸡
1#

只!取胸肌&腿肌及

腹脂并称重!计算胸肌率&腿肌率和腹脂率!测定肌

肉中
&'(

含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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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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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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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9###

型荧光定量
_N*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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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生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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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

012!3/

基因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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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定量%从组织样品中提取总
*+,

'使用随

机引物及
'!'2̀

反转录酶对总
*+,

进行反转

录!合成
A;+,

第一链'以
A;+,

为模板进行荧光

定量
_N*

%荧光定量
_N*

反应体系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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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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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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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7,7

软件中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统

计!采用邓肯氏法进行多个均数之间的比较!采用
#

检验进行两两均数之间的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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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选育系脂肪相关性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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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在不同品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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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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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

/

$

#3#-

#!而腿肌
&'(

则为上选

系和对照系显著高于下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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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

日龄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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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选系显著高于下选系和对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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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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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上选系极显著高于下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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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对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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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下选系

显著低于对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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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

日龄腹脂重

和腹脂率!上选系和对照系近似!二者有高于下选系

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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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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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选系肉质性状比较

!!

表
1

表明!

-.

和
"/#

日龄!无论胸肌还是腿肌!

上&下选系之间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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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著!下选系显著

高于上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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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下选系之间滴水损失和

肉色红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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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致的变化'上选系肉色亮度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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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下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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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选系肉色黄度

值"

Z

"

#有大于下选系的趋势%

!M$

!

双选系脂肪性状相关基因
()*+

表达差异分

析

!!

双选系
-.

和
"/#

日龄
./.

&

012!3/

和
!1

2!3/

基因
)*+,

表达结果见表
%

%脂肪性状与

相关候选基因
)*+,

表达量之间的相关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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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表明!上&下选系之间比较!

"/#

日龄腹脂

中
./.

基因的
)*+,

表达量为上选系显著高于下

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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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肌中
012!3/

基因
)*+,

表

达为下选系显著高于上选系"

/

#

#3#-

#'日龄之间

比较!

012!3/

基因
"/#

日龄表达量高于
-.

日龄!

其中上选系差异显著"

/

#

#3#-

#'

"/#

日龄时!

./.

基因在腹脂中的
)*+,

表达显著高于胸肌"

/

#

#3#-

#%

表
S

!

北京油鸡
&!"

日龄脂肪性状相关基因
()*+

表达与
QRD

含量及腹脂的相关分析

N>K?1S

!

H3881?>-034>4>?

;

20237QRD934-14->4/QRD9>4/0/>-1

F

141()*+1A

<

8122034>-&!"/>

;

2

性状
OQ>?FC

胸肌
./.

:!./.

胸肌
012!3/

:!012!3/

腹脂
./.

,!./.

腹脂
!12!3/

,!!12!3/

胸肌
&'(

!

:f&'(

!

]

'

/

f#X#1

#X8.

f#X/-

#X".

#X"%

#X%1

f#X/.

#X"%

腿肌
&'(

!

2f&'(

!

]

'

/

f#X"%

#X%/

f#X/9

#X"/

#X1/

#X#9

f#X/#

#X/.

腹脂重!

,(I

!

H

'

/

f#X1"

#X"%

f#X1#

#X"-

#X/1

#X/-

f#X/9

#X"$

'?NGQQE@>F?GDAGERR?A?EDF

'

/?/V>@6EC

!!

由表
-

可知!胸肌中
./.

和
012!3/

基因&腹

脂中
!12!3/

基因
)*+,

表达量与各脂肪性状均

呈负相关!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

$

#3#-

#'腹脂

中
./.

基因
)*+,

的表达量与各性状呈均呈正相

关!但差异不显著"

/

$

#3#-

#!表明
./.

基因
)*!

+,

表达存在组织差异%

$

!

讨
!

论

$M&

!

QRD

双向选择效果分析

!!

白羽肉鸡腹脂过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

为了减少肉仔鸡的腹脂!育种公司将腹脂的降低列

为重要遗传选择目标%中国地方鸡种生长慢!肥度

不足%本研究前期以北京油鸡为资源群!对
&'(

等

性状进行了遗传参数估计!发现
&'(

含量可以通过

同胞选择得以提高%据此建立了
&'(

双向选择系%

经过
-

个世代的选择!鸡肉
&'(

含量发生了明显分

化!选育群上选系
&'(

比下选系高
.31%]

"

/

#

#3#"

#!上选系腹脂重是下选系的
"3"1

倍!腹脂率是

下选系的
"39"

倍"

/

#

#3#"

#

*

9

+

!由于育种群测定样

本数较大!双选系之间的差异比本研究试验群的双

选系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

&'(

是鸡肉风味物的重要前体物!鸡肉
&'(

的

提高有利于增加鸡肉烹调的香味!但由于
&'(

与腹

脂率之间呈正遗传相关*

9

+

!使得
&'(

提高的同时腹

脂也明显增加!这一点与育种目标相悖%此时需要

将遗传选择和营养调控相结合!根据先肌肉后腹脂

的脂肪沉积顺序!通过调节日粮能量蛋白比!将腹脂

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M!

!

QRD

含量的选择对常规肉质性状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上选系
&'(

含量高于下选

系!相应的
4

56

和滴水损失低于下选系!而肉色亮

度值高于下选系!黄色度也趋向高于下选系%

(>Q)EQ

等报道!鸡肉中一定量
&'(

的沉积!可以提

高肌肉的感官满意程度!同时增强肉的风味&嫩度以

及多汁性*

8

+

%这里的感官与肉色和亮度有关'风味

的增强可能与作为香味前体物的
&'(

的提高有关'

&'(

含量提高!肌肉大理石样花纹增加!滴水损失

减少!嫩度和多汁性提高%经过
-

个世代选育后!双

选系在肌肉品质性状上的差异结果表明!通过上选

&'(

改善肌肉品质是有效的%

$M$

!

QRD

双向选择对脂肪性状相关基因表达的影

响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在上选系腹脂中的表达

高于下选系!且在腹脂中的表达显著高于胸肌组织'

012!3/

在下选系肌肉中的表达高于上选系!

"/#

日龄的表达高于
-.

日龄%

2_2

促进脂肪分解!

5!

(,:_

则促进脂肪合成!前者在脂肪充分沉积的上

选系高表达!后者则在脂肪沉积相对不足的下选系

中高表达!这与机体组织生化代谢的自动平衡调节

相吻合%

!!

012!3/

基因
)*+,

表达与
&'(

含量关系

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有关猪*

$

+和羊*

"#

+的研究报告

表明!

012!3/

基因
)*+,

表达与
&'(

含量呈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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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相关!

LEQZEDC

等则发现二者呈负相关*

""

+

'

LEQZEDC

同时发现猪
!12!3/

基因的
)*+,

表达与猪背最

长肌
&'(

含量呈正相关*

""

+

%本研究发现
012!3/

基因下调
&'(

含量!

!12!3/

基因也有下调
&'(

的趋势!这与本研究组前期在不同品种中的研究结

果一致*

"/

+

%

$M'

!

双选系之间其它重要性状的分化

!!

经过
-

个世代的选育!发现上&下选系之间繁殖

率产生了显著差异!上选系
%-

周龄产蛋量比下选系

少
.39

枚"

/

#

#3#"

#!但受精率和孵化率分别比下

选系高
/31

"

/

#

#3#-

#和
.3.

"

/

#

#3#"

#百分点%结

果表明肉品性状和繁殖性状之间存在复杂的遗传关

系%

'

!

结
!

论

!!

北京油鸡
&'(

双向选育系经过
-

个世代的选

育!

&'(

和腹脂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肌肉常规

品质性状也产生了差异!繁殖性状发生了改变!部分

基因在上&下选系中的
)*+,

表达也不一致!这一

方面表明对
&'(

的选择是有效的!同时表明该
&'(

双向选择系群体可作为相关性状基因座定位及数量

性状之间的遗传互作研究的资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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