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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70>:57+7/0*.3

O

53*630>))+*8CC

+77=3./730>3@0*

"

基因
-./0

!

进行了
()*+,,)(

检测!它们的基因型

及等位基因频率的计算结果见表
!

'在这
#

个品种

中!蒙古羊的
11

基因型频率占优势!而其它
$

个品

种是
12

基因型频率占优势%这
#

个品种等位基因

1

频率较等位基因
2

频率占优势!等位基因
1

在蒙

表
&

!

不同基因型分布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

P+D,3&

!

),,3,3

2

3*3>;3

O

53*6

-

+*88/>>3;3*7

2

3*07

-<

3.>;3

O

53*6

-

品种

2S--WT

数量

JB=A-S

基因型频率

K-0/V

@R

-US-

[

B-0C?-T

等位基因频率

1;;-;-US-

[

B-0C?-T

11 12 22 1 2

蒙古羊
N/0

H

/;?>TM--

R

## &683

"

$$

#

&6!'

"

'

#

&6&8

"

$

#

&6'# &6!5

无角陶赛特
(/;;9/ST-V #$ &6"$

"

!&

#

&68#

"

$"

#

&6&$

"

!

#

&65& &6#&

德国肉用美利奴

K-S=>0N->VN-S?0/

#" &6$'

"

!5

#

&65"

"

"5

#

&

"

&

#

&657 &6$!

白萨福克
,BUU/;X #& &6$3

"

!#

#

&65$

"

"3

#

&6&"

"

!

#

&658 &6$$

古羊中频率最高!达
&6'#

%无角陶赛特羊等位基因

1

频率最低!为
&65&

'

"6#6"

!

外显子
!

纯合度&杂合度&有效等位基因数

及多态信息含量分析
!

表
"

可看出
-./0

!

这个位

点以蒙古羊的多态信息含量和杂合度最低!它的遗

传变异程度低!选择能力小%无角陶赛特羊的为最

高!选择能力较高%另
"

个品种基本相同'

表
!

!

不同羊种
!

"

#$

基因多态位点纯合度"

%#

#&杂合度"

%&

#&

有效等位基因数"

'&

#和多态信息含量"

()*

#

P+D,3!

!

P=3

2

3*37/6

<

0,

-

:0;

<

=/.:

<

+;+:373;.0>!

"

#$

2

3*3/*8/>>3;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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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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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S

R

M?T=

R

>S>=-V-S

蒙古羊

N/0

H

/;?>TM--

R

无角陶赛特

(/;;9/ST-V

德国肉用美利奴

K-S=>0N->VN-S?0/

白萨福克

,BUU/;X

8+ &68$ &63" &638 &635

8& &6"8 &6#' &6#$ &6##

I& !6$8 !67" !683 !687

>2: &6"$ &6$5 &6$# &6$#

87"!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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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

兽
!

医
!

学
!

报
$'

卷
!

"6#6$

!

外显子
!

的基因频率在不同品种绵羊中分

布的独立性检验
!

外显子
!

的基因频率在不同品种

羊中进行
#

"独立性检验!结果表明!此位点在不同

品种羊中基因型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

#'蒙

古羊与无角陶赛特羊&德国肉用美利奴羊&白萨福克

羊的基因型分布存在极显著差异"

>

$

&6&!

#%无角

陶赛特羊&德国肉用美利奴羊与白萨福克羊这
$

个

品种羊之间差异不显著"

>

%

&6&3

#'

表
$

!

外显子
&

的基因型在不同品种中分布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P+D,3$

!

P=3

!

!

73.70>

2

3*07

-<

30>3@0*

"

,065./*8/>>3;3*7.=33

<

D;338.

品种

2S--WT

蒙古羊

N/0

H

/;?>TM--

R

无角陶赛特

(/;;9/ST-V

德国肉用美利奴

K-S=>0N->VN-S?0/

白萨福克

,BUU/;X

蒙古羊
N/0

H

/;?>TM--

R

无角陶赛特
(/;;9/ST-V

"568$

""

德国肉用美利奴

K-S=>0N->VN-S?0/

!'6#"

""

"678

白萨福克
,BUU/;X

!86"7

""

!6#" !6&5

""

6>

$

&6&!

$

!

讨
!

论

!!

相关研究表明$脊椎动物肌肉组织中的肌纤维

在胚胎期即已形成!出生后其纤维数不再改变!肌肉

的生长主要依赖肌细胞的增殖分化而导致肌纤维长

度增加和周径增大!而不是依赖细胞的增生或者说

肌细胞数目的增多!即个体的肌纤维数决定了个体

的产肉能力'而肌纤维的形成受到生肌调节因子

N*L

家族"包括
N

@

/9

家族&

NGL+3

&

NGL+5

#的

调控!这些蛋白质代表控制骨骼肌生成很多方面的

关键调节因子'其中肌细胞生成素"

N

@

/K

#是骨骼

肌分化所必需的因子!在肌细胞的形成过程中起着

中心调控作用!其表达可终止成肌细胞的增殖!并调

节单核成肌细胞融合为多核肌细胞这一过程)

7

!

!&

*

'

因此!可以将
.

/

+0

基因作为绵羊生长性状的候选

基因来研究!通过对
.

/

+0

基因结构的分子克隆及

生物学功能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其在肌细胞

生长和发育上所起的作用!可以为提高绵羊的生产

性能开辟新方法'

!!

.

/

+0

基因
-./0

!

检测到一个等位基因!

$

种

基因型%

-./0

"

没有检测到等位基因!这与
,>A/BS?0

等)

3

*通过
()*+,,)(

的方法对猪
.

/

+0

基因的
-.+

/0

!

&

"

进行多态性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
-./0

!

位点!这
#

个品种等位基因
1

频率较等位基因
2

频

率占优势'本试验结果显示!

#

个品种绵羊在
-./0

!

位点遗传杂合度彼此差异不大!蒙古羊杂合度最

低%无角陶赛特羊杂合度最高'这些结果与各个品

种绵羊的遗传组成基本一致!蒙古羊是我国内蒙古

的地方品种!遗传组成相对单一%而其它
$

个品种是

从国外引进的培育品种!为多品种的杂交后代!遗传

杂合度自然很高'在
-./0

!

位点上!蒙古羊的
>2:

为
&6"$

!为低度多态!说明该品种的等位基因数目

少!杂合度小!表明该位点的遗传变异程度低!选择

潜力小%其它
$

个品种
>2:

为
&6$#

&

&6$5

!为中度

多态!说明该位点在这
$

个品种羊中的变异程度相

似)

5

*

'

!!

中国羊网报道无角陶赛特羊&德国肉用美利奴

羊&萨福克羊和蒙古羊
$

月龄胴体重分别为
"$

&

"&

&

!8

和
'X

H

'可见!这
#

个绵羊品种的产肉性能关系

是无角陶赛特羊
%

德国肉用美利奴羊
%

萨福克羊
%

蒙古羊'本试验中!对于
-./0

!

扩增片段!高产肉

性能的无角陶赛特羊
22

基因型频率低于低产肉性

能的蒙古羊
22

基因型频率'这表明
22

基因型与

绵羊高产肉性能有一定的负相关!还需要增加绵羊

品种数!扩大样本量进行分子标记与产肉性能关联

等深入研究'因此!分析
.

/

+0

基因的多态性对肉

羊产肉性能的影响!寻找影响产肉性能的主效基因!

通过标记辅助选择和标记辅助导入技术指导肉羊的

育种改良!缩短育种周期!对加快肉羊业的发展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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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疫情快递

俄罗斯发生猪瘟

"&&8

年
!&

月
"$

日!俄罗斯向
QE<

报告了猪瘟疫情'疫情始于
7

月
"#

日!于
"&&8

年
!&

月
"

日得到确

诊'属于临床病例!依靠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测确诊'病原是猪瘟病毒'俄罗斯联邦动物卫生中心"

LKE]

1**E1e

#"位于弗拉基米尔的
GBSh-\-VT

!国家实验室#的
()*

和核酸测序结果均呈阳性'疫区位于滨海边

疆区
OM-S-A

P

>V

P

-\/_%E%

"

,=/;

P

>0?0/\/

村#的
!

个农场!有
"7'

头易感猪&

!5&

例病例&死亡
7&

例!销毁
!"8

例%

L!

猪群显示出与此类似的猪瘟临床症状'在疫区周围
$X=

的范围内展开了例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未发

现新病例'对全国猪只的免疫正在实行'感染来源尚不清楚'俄罗斯采取的控制措施有国内限制移运&疫

区紧急免疫&感染房舍-设施消毒&检疫'俄罗斯未禁止免疫!也未对动物进行治疗'俄罗斯上一次发生猪瘟

是
"&&3

年'

比利时发生狂犬病

"&&8

年
!&

月
"3

日!比利时向
QE<

报告了狂犬病疫情'此次疫情始于
"&&8

年
!&

月
!7

日!于
!&

月
""

日得到确诊'属于临床病例!病原是弹状病毒!依靠怀疑&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基础及高级#和尸体剖检作

出诊断'疫区位于佛兰芒
]

布拉班特
2--ST-;

!感染动物是犬!有
"

条疑似犬'

"&&8

年
8

月
'

日私人从摩洛

哥空运进口了
!

只
#

周龄宠物狗'在
!&

月
!8

日首次观察到临床症状'

!&

月
!7

日布鲁塞尔的一兽医诊所

接诊了该病例!并于
!&

月
"&

日对其实施了安乐死'尸体于
!&

月
"&

日被送往
(>TV-BS

研究所进行诊断!

!&

月
""

日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原!结果为阳性!

!&

月
"#

日!从培养的神经母细胞瘤分离到了狂犬病病

毒'此外!来自此家庭第
"

条狗同样被实施了安乐死!检测结果在报告时还未公布'在该家庭未发现其他可

疑动物'目前已经开始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没有其它人或动物受到威胁'感染来自非法的动物移动'比

利时采取的控制措施有筛检&感染场地-住宅消毒&扑杀!允许免疫!未对动物进行治疗'比利时上一次发生

狂犬病是
!7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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