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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在长期流行与发病过程中!某些个体和

品种相对其它个体和品种而言具有一定的抗性或易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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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和抗生素作为广泛使用且能有效阻止

和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

两种方法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缺陷'一方面!疫

苗不可能对所有的个体都有效!也有可能病原发生

变异!恢复毒力而重新威胁宿主!另一方面!抗生素

的使用可能使病原体产生抗药性'这些都促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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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安全的新方法!增加宿主对于病原体的抵

抗力'研究遗传抗性&寻找具有抗性的遗传位点从

而进行抗病育种!在预防和控制疫病方面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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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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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免疫反应的主

要基因'

YL)

是高度多态的基因区!这些紧密连

锁的免疫应答基因控制着机体对抗原产生免疫应答

的能力!其主要作用是递呈外源性抗原物质给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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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发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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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多态性为研究抗病育种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遗传标记!许多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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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寄生虫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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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萨福克和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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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线虫上的作用!结果表明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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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在抗线虫感染中具有重要作

用'新疆多浪羊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

长期进化和适应而形成的地方绵羊品种!没有引入

外来绵羊品种的血液!具有抗逆性&抗病力较强的特

性!相对于其他引进品种包虫病发病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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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对包虫病阳性和阴性的多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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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多态性和包虫病感染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多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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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包虫病抗性的关系!为以后的

抗病育种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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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操作方法参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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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或易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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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在包虫病阳性和阴性多浪羊

具有相同的等位基因类型!将它们的等位基因频率

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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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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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对包虫病有一定的易感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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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频率通过差异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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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家畜的抗病

性和易感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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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的
YL)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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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合型个体对病

原体的抵抗和环境适应性都比纯合型强'本研究发

现多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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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杂合型个体较多!而纯合型

个体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多浪羊对环境适应能力强

的一个原因'试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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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态性非常丰富!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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