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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素皮质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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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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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偶联受体的一个亚家族!广泛的参与肌体内能量

代谢和采食调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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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克隆出人和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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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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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
./(0

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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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信息则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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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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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所在染色体位点与控制

体重指数(皮下脂肪量和禁食胰岛素水平的基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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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该位点内还定位一个影响雌激

素水平的数量性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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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但也在胎盘(小肠(胰腺(脂肪组

织(骨骼肌(肾和心脏中表达&众多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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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维持能量的稳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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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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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不依赖胰岛素肥胖的候

选基因受体有关!或许对调节采食行为有重要的作

用&为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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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量稳态调节中是否具有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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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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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作为优质肉鸡生长和

肌内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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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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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肉质性状之间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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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否能够作

为分子标记对家禽肉质性状进行标记辅助选择&

&

!

材料和方法

&E&

!

材料

!!

所用优质肉鸡全部来自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和四川大恒家禽育种有限公司&共
.

个群体!包括

%

个新品系纯系!为
-&!

"

(&

#(

-&"

"

"6

#(

-&(

"

".

#(

-&%

"

"7

#(

N66

"

"7

#%

(

个杂交组合!为
-&!`N66

"

"$

#(

-&!`-!&

"

"6

#(

-&!`-&%

"

"6

#!共
""%

个个

体&饲养全阶段由专人管理!单笼饲养!管理及营养

水平一致!自由采食!达到适宜上市体重和日龄时屠

宰&结合屠宰测定进行采样!自翅静脉采集血样!

1NZ/

抗凝!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

a"&b

保存&

&E!

!

引物的选择与合成

! !

根 据
0S>X:>\

发 布 的
./(0

基 因 序 列

"

/X&!7!(7

#!通过软件
c<;

?

B$#&

设计!由上海英骏

生物公司进行合成&"表
!

#

&E$

!

试验方法

!!

基因组
N8/

的抽提参照孟安明等)

!!

*的方法进

表
&

!

!"$#

基因各引物信息

>4C;(&

!

6)32/F4*+2)23

G

/+F(/05(0+

=

)(54,,2/5+)

=

*2!"$#

=

()(0(

H

<(),(0

引物

)P;9SPM

引物序列

-S

F

ES>CSB[

J

P;9SP

产物长度+
V

J

)PBUECT<S>

?

TA

最佳退火温度+
b

/>>S:<;>

?

TS9

J

Y

L

I

JJ

SP

$

%_,/Z0***Z**ZZZ/**/*/0Z/,(_

2B=SP

$

%_,00*0Z0*///*/00//*/Z,(_

"&'

!(!.

#

!%"!

%(Y$

H

I

JJ

SP

$

%_,***0/Z0//Z**/Z/*Z0Z,(_

2B=SP

$

%_,ZZ**Z*Z0*Z***/*/*///0,(_

"!&

!$7(

#

!.."

%(Y"

."&!



!

!&

期 王
!

彦等$鸡
./(0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屠体和肉质性状的相关性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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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各基因型!银

染法检测电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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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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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固定效应模型!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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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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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位点的各基因型主效应对其他屠体性状则有显

著影响&对屠宰前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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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基因型均值最高!

为
!$$'#$"

?

!与
22

基因型有极显著差异"

1

$

&#&!

#&

OO

基因型与
O2

型均值比较接近!差异不

显著"

1

#

&#&%

#!但与
22

基因型之间有显著差异

"

1

$

&#&%

#%在胸肌重"

X3G

#性状中!

O2

基因型体

重均值最高!为
"&&#("

?

!与
22

基因型有显著差异

"

1

$

&#&%

#&

OO

基因型均值与
O2

型均值比较接

近!与
22

基因型均值相差较大!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差异均不显著"

1

#

&#&%

#%对于腿肌重"

23G

#来

说!

OO

型均值最高!为
"6&#(6

?

!与
22

型有极显

著差异"

1

$

&#&!

#!但与
O2

型差异不显著"

1

#

&#&%

#%另外
O2

型与
22

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1

$

&#&!

#&在腹脂重"

/G

#和皮脂厚"

-5Z

#性状中!都

是
OO

基因型均值最大!且与
O2

杂合型差异不显

著"

1

#

&#&%

#!与
22

型差异显著"

1

$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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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各基因型间屠体性状的方差分析

>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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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23,4/,400*/4+*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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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G

(04*!"$#P&I!I:QJ;2,<0

屠体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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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0S>BT

@J

SM

OO

"

.'

#

O2

"

!&$

#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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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性效应
/1

显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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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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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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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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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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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脂重+
?

/G '!Y'!g"Y"(

:

(6Y.&g"Y&&

:V

(%Y67g(Y'!

V

"Y7" &Y%$

皮脂厚+
99-5Z (Y.%g&Y&6

:

(Y.&g&Y&.

:V

(Y%(g&Y!'

V

&Y!$ &Y&%%

半净膛率+
^-1)

6"Y..g&Y"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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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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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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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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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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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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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行中上标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1

$

&#&%

#!上标不同的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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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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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

鸡
!"$#

基因
&I!I

位点基因型与肉质性状

的相关分析

!!

通过表
(

的方差分析显示
./(0,!'"'-8)

位

点对粗蛋白"

*)

#和肌内脂肪"

435

#含量有显著影

响&对粗蛋白性状!该位点的
22

基因型最小二乘

均值最高!为
.'#(7

!与
O2

型均值
.(#&7

之间有极

显著差异"

1

$

&#&!

#%对肌内脂肪含量而言!

O2

型

均值最大!为
%#'6

!与
22

型均值
'#%&

之间有显著

差异"

1

$

&#&%

#!二者与
OO

型差异不显著"

1

#

&#&%

#&

$

!

讨
!

论

!!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0,!'"'-8)

位

点对屠宰前体重"

2G

#和屠宰体重"

*G

#有极显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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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各基因型间肉质性状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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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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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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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
!

彦等$鸡
./(0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屠体和肉质性状的相关性

的影响"

1

$

&#&!

#!等位基因
O

对该性状有正向加

性效应!同时也表现出显性作用%该位点对半净膛

"

-1)

#率没有显著影响"

1

#

&#&%

#!但对胸肌重

"

X3G

#有显著影响"

1

$

&#&%

#!且等位基因
O

仍

表现出正向加性效应和显性作用%对 腿 肌 重

"

23G

#!该位点作用极显著"

1

$

&#&!

#!虽然
OO

型与
O2

型的腿肌重几乎相同!但
OO

还是高于

O2

!因此笔者认为互作效应不明确!而在腿肌率

"

23)

#性状上!

(

种基因型间没有显著差异"

1

#

&#&%

#%对腹脂重"

/G

#性状和皮脂厚"

-5Z

#指标!

OO

型均值都最高!并与
22

型差异显著"

1

$

&#&%

#!而与
O2

型则没有显著差异"

1

#

&#&%

#!等

位基因
O

表现出正向加性效应&为此笔者认为

./(0,!'"'-8)

位点对优质鸡屠宰性状的影响较

广泛!特别是对腹脂重"

/G

#及皮下脂厚"

-5Z

#性

状的影响尤为突出&

XET<SP

等)

!"

*在
./(0

基因敲

除鼠上研究发现!该种鼠表现出特有的代谢综合征%

*AS>

等)

!(

*的研究也发现!

./(0

基因敲除鼠体重

和采食量虽没有明显变化!但其瘦肉率降低!体脂肪

含量增加%蒋思文等)

!&

*采用参考家系对
./(0

基因

多态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基因多态对脂肪性状

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本研究的结

果与文献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

!!

不同基因型对肉质性状的影响分析发现

./(0,!'"'-8)

位点对粗蛋白"

*)

#含量和肌内

脂肪含量"

435

#有显著影响!在粗蛋白"

*)

#含量指

标上!基因型
22

表现出优势!与
O2

杂合型均值有

极显著差异"

1

$

&#&!

#%在肌内脂肪"

435

#含量指

标上!

O2

型表现出优势!其均值与
22

型均值有显

著差异"

1

$

&#&%

#!但与
OO

型均值间没有显著差

异"

1

#

&#&%

#&由于
435

是肉品质的一个重要性

状!与肉味的风味(多汁性和嫩度密切相关!且
435

含量的下降也是造成肉品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在本研究中发现的
!'"'-8)

位点对
435

有

显著影响!这表明
./(0

基因与肉质性状之间还是

有一定关联作用的&

!!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0

基因的变异不但

与鸡腹脂重和皮下脂肪有显著的相关!还发现该基

因的变异对屠体性状和肉质性状都有一定的影响!

有关这方面的结果在其它文献中报道较少!这为继

续研究
./(0

基因的功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

合该基因的功能和本研究得到的结果!推断该基因

的变异影响腹脂沉积和屠体性状及其肉质!因此可

以建议将
./(0

基因作为影响优质肉鸡屠宰性状

特别是体脂肪性状方面的主效基因或者紧密连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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