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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黄河中!下游流域 个 东北!西藏!长江流域 个地方山羊群体控制血液酶和其它

蛋白质变异的 个基因座位 个等位基因的频率为基础 搜集国内外 个群体的相同资料

构建!合成了描述群体间遗传相似性的模糊等价关系矩阵 对 个群体进行亲缘关系聚类∀ 研

究表明 黄河中游流域是中亚以东南家山羊的驯养!传播中心之一∀相对于这一广大区域的其它

山羊群体而言 蒙古高原西部!青藏高原和黄河中游流域的固有山羊群体有相同的起源∀黄河下

游流域和中游流域的群体之间亲缘关系相对疏远∀ 中亚以东南固有山羊群体可划分为/ 东亚0!

/ 南亚0两大亲缘系统 东南亚各群体分别归属于这两大亲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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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群体的亲缘系统分类是确定品种范围!估计特殊基因资源在特定群体中潜在分布

的可能性!判断不同群体中的相似性状由相同基因 或基因群 控制的可能性!分析群体的遗

传共适应特点 预测杂交优势!制订育种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1 2∀中国有山羊 万只1 2

黄河中!下游流域山羊数量约占全国 分布着诸如中卫!内蒙古绒!济宁青等独具特色

的重要地方品种∀本研究旨在揭示这一区域固有山羊群体间的系统关系 为当地和全国山羊

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为世界山羊亲缘系统的研究成果补充一个重要环节∀

 材料与方法

 材料!抽样方法和样本规模

以甘肃省黑山峡以下的黄河中!下游流域 个山羊群体为研究对象 以东北!西藏!长江

流域共 个地方山羊群体为对照 对控制血液酶型和其它蛋白质变异的 个基因座位进行

检测∀ 除辽宁绒山羊在集中引种地抽样外 各群体均在原产地抽样∀

在各群体均以 岁以上全部公!母!羯羊为总体 避免有可追溯的亲缘关系的两个 及以

上 个体一齐进入样本∀ 各群体的抽样方法!样本规模和抽样地点见表 ∀

 血样采集处理

颈静脉采血 ∗ 装入有抗凝剂的离心管 离心 ∗ 分离血浆 移

入样品瓶 加入 的 ≤ !离心 ∗ 洗涤管中所剩血球 ∗ 次

最后一次离心后 吸取上层血细胞 装进另一样品瓶 编号 送 ε 以下冰箱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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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抽样方法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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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座位电泳

以淀粉凝胶电泳法测定编码血红蛋白 Α链 2Α !血红蛋白 Β链 2Β !血清白

蛋白 !运铁蛋白 × !结合珠蛋白 !Α 球蛋白 Α !酯酶 ∞ !铜蓝蛋白 ≤° !亮

氨酸氨肽酶 !前白蛋白 ° 2 !前白蛋白 ° 2 !前白蛋白 ° 2 !碱性磷酸酶

!淀粉酶 以及血细胞酯酶 ∞ 2⁄ !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 ° ⁄ !磷酸己糖异构

酶 ° !苹果酸脱氢酶 ⁄ !心肌黄酶 ⁄ !酸性磷酸酶 !四唑氧化酶 × !乳

酸脱氢酶 ⁄ 2 !乳酸脱氢酶 ⁄ 2 !酯酶 ≤∞ 2 !酯酶 ≤∞ 2 !腺苷酸激酶

!过氧化氢酶 ≤ !肽酶 ° 2 !异柠檬酸脱氢酶 ⁄ !谷草转氨酶 × !磷酸

葡萄糖变位酶 ° !葡萄糖 磷酸脱氢酶 °⁄ !乙二醛酶 2 的 个基因座上的

变异 按周边各国通用的标准判型∀

 统计分析

 基因频率及其方差的估计 根据各群体的样本结构与规模进行估计≈ 分别按以下

两式计算估计值不偏离实有值 倍的可靠性以及可靠性达到 时的相对偏差

Β Θ
Κ

Κ

Π
Κ   Γ ς Π Π

其中 Π!ς Π 分别代表基因频率及其方差 Κ为估计值的标准偏差 适应于第一式的标

准偏差为 Κ Α ς Π ∀

 亲缘关系聚类 根据各群体各基因座位的频率 以下式构造描述群体间相似性的模

糊相容关系矩阵 并以之合成模糊等价关系 进行群体聚类

Λ
∗

¬ ¬
¬#

其中 ¬ ¬ 分别为从群体 ¬!群体 以及同时从两者随机获得相同等位基因的概

率之座位间平均值 Λ
∗

¬ 代表群体 ¬和 之间隶属于模糊相容关系
∗
之隶属函数∀

 相关资料的引用 在上述亲缘关系聚类中 引用表 所列其它学者以相同实验方法获

得的 个群体 个基因座位的频率分布资料 以作为分析背景1 ∗ 2∀ 表 中省略了 个

群体均已固定的 个基因座∀

 结果与分析

 个群体血液酶和其它蛋白质基因座的频率分布

所检测的 个座位中 个座位存在多型 群体基因频率的样本估计值及其不偏离实

际值 1 倍的可靠性以及可靠性达 1 时的精确度 相对偏差 如表 ∀

从表 可见 个群体 个基因座上累计 个非固定基因频率的样本估计值不偏离

实有值 1 倍的可靠性有 个在 以上 占估计值的 其中多数

接近 1 ∗ 1 ∀ 可靠性达到 1 时的相对偏差 个在 以下 占估

计值总数的 其中多数 在 以下∀频率 1 以上的基因 估计值可靠性

的最低水平是 Β 济宁青山羊 ∀因此 从总体上说 个群体基因频率的抽样

估计精确可靠 可以作为亲缘关系分析的基础∀ 与表 所列 个群体一并观察 共有 个

基因座存在多型 累计 个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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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群体的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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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基因频率抽样估计值及其可靠性!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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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缘聚类

以上述模糊等价关系矩阵为根据的亲缘关系如图∀ 就黄河中!下游流域 个群体而言

子午岭两侧的群体首先在 Λ
∗

¬ ∴ 的水平值聚为一体 其次是太行山羊和伏牛

山羊在 的水平值聚集 接着是中卫山羊和阿拉善内蒙古绒山羊在 的水平值

聚集∀ 黄河中游各群体除吕梁黑山羊外 在 Λ
∗

¬ ∴ 的水平值全部合并 但中游

上段的中卫!阿拉善群体和泾渭流域以下!中游下段 群体的合并是其中最后一步∀ 黄河下

游流域的济宁青!洼地白两群体聚合于 1 的水平值 两者直到 1 的水平值才和中

游流域的 群体汇合∀

就全国 个群体而言 西藏的聂拉木山羊 高原山羊早在 的水平值就已和黄河

中游流域的子午岭东侧群体合拢 西藏亚东山羊在 的水平值也进入这一群落∀ 长江

三角洲白山羊和云南路南地区的圭山山羊在 的水平值聚类 但当它们在 的

水平值和云南另一群体云岭山羊聚集时 已先行汇合了起源于东北的辽宁绒山羊∀长江流域

的陕南白山羊汇入群落是在长江流域与以南各群体跟黄河中游流域 西藏的群体集聚之后

∀中亚以东南 个山羊群体在 Λ
∗

¬ ∴ 的水平值明显地划分为以南亚

群体为主的集团和以中国!日本群体为主的东亚集团∀ 东南亚群体或者进入前者!或者进入

后者 关系疏散∀ 在该水平值 成都麻羊和日本莎能山羊游离于所有集团∀

 讨论与结论

 子午岭 两侧 山羊!阿拉善内蒙古绒山羊是公认的蒙古系山羊∀ 黄河中游流域 群体

和西藏 群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 相对于中国!中亚以东南其它山羊群体而言 蒙古高原

西部!青藏高原和黄河中游流域固有山羊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是同源的∀黄河中游流域群体和

下游沿海区域的群体关系相对疏远∀

 本研究没有发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山羊群体之间的聚集趋势 它们基本上是逐

渐!分别向以黄河中游流域群体为中心的集团靠近的∀

 东亚和南亚的群体各成一体系 东南亚的群体则是分散的 它们不是和东亚集团聚类

就是与南亚集团聚类 本身始终没有聚集∀

 在 Λ
∗

¬ ∴ 的水平值 日本莎能山羊游离于亚洲山羊的任何集团 这吻合

于已知的品种史 而成都麻羊也如是 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以上事实说明 黄河中游流域是中国和东亚家山羊的传播中心∀这一地域家山羊始祖群

体的血统 来源于蒙古高原西部和青藏高原 山羊在这一地域经历悠久的驯养后逐渐向东!

向南播迁 在东南方向最后进入东南亚诸岛屿 并和来自印巴次大陆的基因流相遇∀ 与此有

关的/ 断代0问题 尚待从多种角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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