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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体尺 形态及生态特征 方面对阿沛甲咂牛 ° !日喀则高峰牛 !樟木牛 个瘤牛群体

及拉萨黄牛 ≥ !文山牛 • ≥ !西双版纳牛 ÷≥ 个参照群体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西藏瘤牛具多

样化生态类型 主成分分析提示选取前 个特征值作为 个主成分 占总信息量的 根据各群体前 个主

成分值计算相似系数并籍此进行聚类分析 西藏 个瘤牛群体与云南 个瘤牛群体呈交替聚类 而拉萨黄牛独立

于这 个群体之外 ∀证实西藏高寒地区存在瘤牛群体 并提示西藏瘤牛与云南瘤牛间存在共同血统来源的可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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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独特复杂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悠久灿烂的养

畜文化塑造了丰富的畜禽遗传资源 并决定了这些

资源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价值 ∀课题组于

年 月至 年 月对西藏畜禽遗传资源进

行了全面调查 在发现并证实林芝猪独特的分布 !生

理 !生态及经济用途≈ 的同时 鉴于/ 西藏黄牛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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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概念明显不能涵盖西藏境内相关群体这一基

本事实 依据既知的部分线索 对西藏瘤牛遗传资

源进行了发掘性的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现场调查

以 年出版的5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6≈ 和

西藏家畜家禽图谱为线索 在全区家畜家禽遗传资

源概况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重要类群的现场调查 调

查内容包括

一般现状调查 产区 !分布 !生态特征 !存栏量 !

生产性能和经济用途等 ∀

抽样检测 采取与群体结构 !规模相适应的抽样

方法 现场检测了阿沛甲咂牛 ° !日喀则高峰牛

!樟木牛 !拉萨黄牛 ≥ 的 项体

尺和 项形态特征 并引用云南文山牛 • ≥ !西

双版纳牛 ÷≥ 的对应资料≈ ∀

1 2  抽样方法

根椐群体的实际规模与繁殖结构采取相应的抽

样方法≈ 各群体的抽样方法如表 ∀

表 1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的抽样方法

×  × ∏ ∏

群体 ° ∏ 抽样方法 ≥ 样本数

阿沛甲咂牛 ° 系统随机整群抽样 ≥ ∏

日喀则高峰牛 典型群随机抽样

樟木牛 简单随机抽样 ≥

拉萨黄牛 ≥ 简单随机抽样 ≥

云南文山牛 • ≥ 系统随机抽样 ≥ ≈

西双版纳牛 ÷≥ 系统随机抽样 ≥ ≈

1 3  统计处理

以新发现的西藏高寒地区这一特定生态条件下

个瘤牛群体 ° ! ! 为主体 并以西藏

境内的 个黄牛群体 ≥ 和云南境内的 个瘤牛

群体 • ≥ !÷≥ 作参照 对其体尺 !形态及生态学

特征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并籍以进行聚类分析 ∀

1 3 1  主成分分析≈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转换

计算相关系数 ρ 并建立相关矩阵 Ρ

ΖΞ
Ξ Ξ
Σ

ρ Ε
Ν

Κ
Ζικ# ΖΞϕκ/ ν (ιϕ= 1 , 2 , 3 , , Π)

Ρ =

ρ11  ρ12  ρ13 , , , , , ,ρ1Π

ρ21  ρ22  ρ23 , , , , , ,ρ2Π

, , , , , , , , , , , , , ,

ρΠ1  ρΠ2  ρπ3 , , , , , ,ρππ

其中 ΖΞ 标准化后的数据 Ξ 原始数据 Ξ 原

始数据的平均值 Σ 原始数据的标准差 ∀

利用 法求相关阵的特征根 累积贡献率

及特征向量 ∀为了保留 Π维空间的信息量和简化

计算 一般选择 Κ 个较大特征根 使累积贡献率

Χ ρ
κ

ι
Κ ρ

ν

ι
Κι ∴ 为标准入选主成分 ∀并分别

计算出各群体的主成分 ∀

1 3 2  聚类分析  用构造的各群体主成分值计算

群体间的相似系数 并采用 短距离法进行系统聚

类 ∀全部资料计算由 ≥ ≥统计软件包完成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西藏高寒地区瘤牛的分布 !中心产区及自然生

态特征

藏语/ 甲咂0原意是/ 引自加尔各答0 现也泛指

来自南亚 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诸国 ∀ / 阿沛甲

咂牛0亦即阿沛庄园一带以瘤牛血统为主的黄牛 ∀

阿沛甲咂牛主产于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县 集中分

布于该县尼洋河河谷地区的仲莎乡 !峡龙乡和江达

乡等地 其地貌属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 ∀

日喀则高峰牛分布于日喀则地区藏南河谷农业

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山裙地带 以日喀则市和亚东

县的十多个乡镇为中心产区 其地貌属藏南河谷农

业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山裙地带 ∀

樟木牛的中心产区位于日喀则地区的聂拉木

县 邻近的吉隆县 !定日县以及邻国的尼泊尔边境地

区亦有散在分布 ∀聂拉木县位于喜马拉雅山和拉轨

岗日山之间 属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高山峡谷区 ∀

形成生态类型多样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温度 !湿

度 !海拔 !日照 !降水量等指标≈ 个瘤牛群体及

个参照群体分布区的生态特征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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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体尺及形态特征

抽样检测表明 个瘤牛群体中日喀则高峰牛

体格明显大于其它 者 西藏瘤牛基本毛色以黑色

居多 亦存在黄色 !白色 !棕色个体 日喀则高峰牛肩

峰高耸 胸垂发达 阿沛甲咂牛以低肩峰居多 而樟

木牛介于 者之间 ∀ 个瘤牛群体及 个参照群体

的体尺 !形态特征见表 !表 ∀

表 2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分布区的生态特征

×  × ∏ ∏ ∏

群体
° ∏

北纬
∏
β

海拔
∞ √

年平均温度

∏
ε

极高温

∏
ε

极低温

∏
ε

相对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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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
∏

年日照时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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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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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的 4 项体尺

×  × ∏ ∏ ∏

群体
° ∏

样本头数 体高
•

体长 胸围
≤

管围
≤ ∏

°

≥

• ≥

÷≥

表 4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形态特征的表型频率

×  × ∏ ∏ ∏

群体
° ∏

基本毛色  ≤

黑 黄
≠

白
•

棕 灰白

肩峰  ∏

大 小
≥

无

°

• ≥

÷≥

群体
° ∏

胸垂  ≤

大 小
≥

无

耳型  ∞

平伸
≥

半下垂
≥

头型  

长窄 短宽
≥

体躯  

长窄 短宽
≥

°

≥

• ≥

÷≥

2 3  生产性能

阿沛甲咂牛是小型牛种 适应性强 终年放牧

母牛利用年限可达 年之久 终身产犊 ∗ 头

平均泌乳天数 ? 平均日产奶量

? 每胎单产 酥油率 ∀

因持久力强 所以役用仍是日喀则高峰牛生产

性能的主要方面 ∗ 胎平均泌乳天数为 平

均日产奶 酥油率 该牛产肉性能良好

成年阉牛胴体重 ? 屠宰率

? ∀

樟木牛奶用性能突出 产后泌乳期达 ∗ 个

月 产奶 以上 酥油率 ∗ ∀

2 4  主成分分析

对 个瘤牛 黄牛 群体 项体尺 ! 项形态特

征和 项生态特征共计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相关距阵的特征根和累积贡献率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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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和累积贡献率

×  × √ ∏ ∏ ∏ ∏

¬

序号 特征值
≤ √ ∏

比例
°

累积贡献率
∏ ∏ ∏

  由表 可见 第一特征根贡献率为

第二 第三特征根的贡献率分别为

∀根据累积贡献率 以上 即信息的损

失量在 以下的一般原则 本研究在选取第一 !

第二个特征根后 累积贡献率即达 故将前

个特征根分别定义为第一 !第二个主成分 第一主

成分主要结合了基本毛色中的白 !灰白 平均气温 !

极低温等方面的信息 ∀第二主成分主要结合了肩

峰 !胸垂的有无 体躯结构和相对湿度等方面的变异

信息 ∀

2 5  聚类分析

个瘤牛 黄牛 群体的样本主成分见表 由表

中各群体的 个主成分值计算出相关相似系数

根据 短距离法进行系统聚类 聚类结果见图 ∀

由图可见 拉萨黄牛独立于 个瘤牛群体之外

提示拉萨黄牛与上述 个瘤牛群体存在本质上的血

缘差别 即是不含瘤牛血缘的一个独立群体 ∀ 个

瘤牛群体虽分布于我国的西藏和云南两省份 但呈

交替聚类 ∀一方面推测两地瘤牛有共同来自于南亚

瘤牛血缘的影响 另一方面 其分布地域同属西部高

原 加之西藏小生态气候丰富 造成瘤牛分布区域某

些生态因子相似 ∀提示西藏南部高寒地区瘤牛群体

并非独立来源 与我国西南边陲其它瘤牛群体关系

密切 ∀

表 6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的样本主成分

×  × ∏

∏

群体
° ∏

主成分  °

°

÷≥

• ≥

≥

图  6 个瘤牛 黄牛 群体的聚类结果

ƒ  × ∏ ∏ ∏

∏

3  讨论

3 1  以往的畜牧学文献从未正式提及以瘤牛血统

为主的日喀则高峰牛和樟木牛在西藏高寒地区的存

在 5西藏家畜家禽图谱6仅提示阿沛甲咂牛的线索 ∀

本研究首次证实在西藏高海拔 !极寒冷的生态条件

下存在瘤牛资源 ∀

3 2  复杂迥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西藏农牧民合理

的利用造就了西藏瘤牛丰富的形态特征 !良好的适

应性和多样化的生产性能 ∀日喀则高峰牛良好的肉

用性能 !樟木牛和阿沛甲咂牛较高的酥油率以及各

自对自然环境良好的适应性 !抗逆性等均提示西藏

瘤牛资源具潜在的育种价值 ∀加之其相对封闭的生

存环境 有望作为未来人类进行牛类育种的原始素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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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根据体尺 !形态及生态因子分析 阿沛甲咂牛 !

日喀则高峰牛 !樟木牛 个西藏瘤牛群体和我国云

南 个瘤牛群体关系密切 提示存在两者间有共同

的血统来源的可能性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南方

黄牛起源提供一定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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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牛品种志6编写组 中国牛品种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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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研究 黄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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