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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线粒体
()*

控制区的结构和多态性来研究我国家鸭的遗传多态性与系统进化&利用
()*

测序技

术测定了我国
'

个家鸭品种
!&+

个个体线粒体
()*

控制区多变序列&序列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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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基的平均

含量分别为
#%/+0

'

""/"0

'

!%/#0

和
#%/'0

&检测到
"1

个变异位点!约占分析位点总数的
%/!0

!有转换'颠换'

插入(缺失
1

种类型的变异&确定了
"!

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
*2

为家鸭的主体单倍型!品种之间有
'

种共享单倍

型&

'

个家鸭品种单倍型多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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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2'5

!核苷酸多样度"

.(

#平均为
&/#50

!单倍型多样度在荆江麻鸭

中最高!其次是攸县麻鸭和恩施麻鸭!在文登黑鸭中最低&

'

个品种家鸭之间双参数距离范围为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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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鸭单倍型序列的系统发生分析表明!

'

个家鸭品种只有
!

个母系起源!没有发现东亚斑嘴鸭对
'

个家鸭品种起源有贡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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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

分类学上属于鸟纲的雁形目"

*F@;U?GHU6@

#!鸭科

"

*F>7?4>;

#!河鸭属&我国幅员广大!生态条件各

异!各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对产品种类的要求也不相

同!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优良水禽品种!是全

球水禽资源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其中鸭地方

品种
#2

个!高邮鸭'攸县麻鸭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的鸭种&这些家鸭原产地及饲养地区基本上分布

在一些低海拔地区!最集中的是江淮流域'珠江流域

和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业

发达!粮食作物产量高!并且水网分布密集!有广阔

的天然饲料来源&然而由于对其遗传背景'亲缘关

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致使育种工作受到很大限

制&对于家鸭的起源与演化在学术界历来有两种看

法$一即家鸭是由野生绿头鸭经长期驯养而来)

!

!

#

*

%

另一种是认为家鸭由野生绿头鸭和斑嘴鸭在我国不

同地区单独驯养!或由绿头鸭与斑嘴鸭自然杂交的

杂种代驯养而来)

!

!

#

*

&线粒体是真核生物细胞进行

能量代谢的场所!线粒体
()*

进化速度快!为母系

遗传!只需少量个体便能反应群体遗传结构!这些优

点使得线粒体
()*

广泛应用于起源'分子进化'分

类及遗传结构方面的研究&近十几年来!随着生物

技术的快速发展!动物线粒体
()*

的研究取得了

丰硕成果!人们从线粒体层次分别对家畜"牛'驴'

羊'猪#'家禽"鸡'鹅#及其它动物"鱼'蛙#和人等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

&线粒体
()*

上的
(9<HH

R

区是线粒体基因组上进化最快和多态性最丰富的区

域!

(9<HH

R

区序列的多态性因此成为线粒体
()*

的研究热点!在
.;F:>FV

上禽类线粒体
()*

的序

列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细胞色素
W

和
(9<HH

R

区&有

关我国地方鸭种线粒体
()*

遗传变异'起源和分

化方面的研究国内还未见有研究报道&长江'黄河

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两大发源地!畜禽的产业形态'种

类'品种及其演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伴随着人类

的文明而发展的&江淮流域由于气候温暖湿润!土

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富饶!又位于黄河与长江之

间!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它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胶

东半岛与之毗邻同时又三面环海&为探讨这些地区

家鸭遗传结构和探讨起源与演变过程!本研究选取

了位于我国中东部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淮河流域和

与之毗邻的胶东半岛的
'

个家鸭品种测定了线粒体

(9<HH

R

区的主要序列&

&

!

材料与方法

&I&

!

材料

!!

长江中下游流域'淮河流域和胶东半岛的
'

个

鸭品种的样品!参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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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扩增和序列测定

!!

按常规方法提取基因组
()*

!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测定其浓度&目的
()*

片段的扩增引物序列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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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和
3

分别指轻链和重链!其后面的数字代表引

物
"]

端在鸡线粒体
()*

全序列中的位置#!引物根

据
8HU;F@HF

等)

%

*设计的引物改进而成!位于鸭线粒

体
(9<HH

R

%]

端附近!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

合成&

\,̂

的反应条件为$

'%_

预变性
%6?F

%

'1

_

变性
1%@

!

%5_

退火
1%@

!

2#_

延伸
%&@

!循环

"%

次%

2#_

延伸
!&6?F

%

1_

保存&使用柱式
()*

胶回收试剂盒进行
()*

的回收纯化&纯化好的

\,̂

产物经测序反应后直接进行测序!在
*:M

\̂ M8̀ "2"&

型全自动
()*

测序仪上双向测序&

&I$

!

数据处理

!!

测定的
'

个家鸭品种共
!&+

个个体的线粒体

()*

部分序列!通过肉眼和
,PUH6>@

软件读取并

且进行序列比对!以确保准确无误&序列的检查和

排列同源序列是在
()*8-*̂

软件包中的
8;

X

9

>̀F

应用程序上完成的!为了准确判断序列的正确

性并进行比较!从
.;F:>FV!)$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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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下载线粒体
()*(9<HH

R

序列"

.;F:>FV

登录号为

*Y%&+5+59*Y%&+52&

!

*Y%&+52%9%&+5'&

!

*Y%&+

'&%9*Y%&+'!5

#进行对照分析&

!!

用
(F>8\

软件"

a;U@?HF1/!&/2

)

+

*

#计算各种群

体的单倍型多样度 "

3>

R

<H7

BR

?E4?T;U@?7

B

#'种群内

的平均核苷酸差异和核苷酸多样度等多态性统计参

数!忽略缺失和插入位点&

!!

用分子进化遗传分析软件+

`=.*"/!

)

2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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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位点'核苷酸总变异位点'简约信息位点以及点

突变位点的统计%计算碱基组成'转换(颠换比率'核

苷酸差异'

N?6DU>

双参数距离等&

!

!

结果与分析

!I&

!

J

个家鸭品种线粒体
)D.)*+,,

-

区部分序列

的遗传多态性

#/!/!

!

序列长度与碱基组成
!

测定了
'

个品种

!&+

个个体的线粒体
(9<HH

R

%]

端序列!长度为
++2

W

R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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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核苷酸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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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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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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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b-

含量为
%!/%0

!

.b,

含量为
15/%0

&

*b-

虽稍高于
.b,

含量!但
,

含量较高!表现出碱基组成的偏倚性&

#/!/#

!

序列的核苷酸多态位点变异
!

测定了
'

个

鸭品种共
!&+

条序列!以单倍型
*2

为标准进行比

较分析!确定了
"!

种单倍型&单倍型类型及其变异

位点见图
!

&

!!

结果共发现
"1

个变异位点!约占分析位点总数

的
%/!&0

!其中单一多态位点
#&

个!简约信息位点

!#

个&插入(缺失
#

个&单一多态位点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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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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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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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核苷酸多态位点的变异类型
!

如图

!

和表
!

所示!检测到本试验中家鸭核苷酸位点有

1

种类型的变异!即转换'颠换'插入(缺失!其中转

换
!12

次!占
'1/50

!颠换
+

次!占
"/'0

&本试验

中除荆江麻鸭和攸县麻鸭外!其它
+

个品种鸭未观

察到颠换现象&只有
!

例荆江麻鸭在
!+2

位点插入

,

!在
#!!

位点缺失
-

&

,表示碱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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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类型及其变异位点

K3

F

I&

!

L0;30B+6234623/:4)D.)*+,,

-

,M50

-

+,4

1-

6

,M<@8A2

表
&

!

J

个品种鸭核苷酸替代情况

N0B+6&

!

O0262@B2434@43,/2,M)*+,,

-

26

P

@6/8623/J<@8AB;66<2

品种

:U;;4@

转换碱基对

-U>F@?7?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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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方鸭品种线粒体
()*(9<HH

R

单倍

型
!

各品种单倍型数量及分布见表
#

&

"!

种单倍型

中!

*2

'

J"

'

J1

'

J'

'

J!#

'

J!"

'

J!%

'

J!5

'

J#1'

种为

共享单倍型!

*2

包含的个体数最多!共出现
1+

次!

为所有
'

个家鸭品种的主体单倍型!占鸭个体样本

的
1"/10

&其余如下$

J"

出现
2

次'

J1

出现
5

次'

J'

出现
5

次'

J!#

出现
"

次'

J!"

出现
"

次'

J!%

出

现
"

次'

J!5

出现
"

次'

J#1

出现
#

次&其它
##

个单

倍型均为各品种所特有&

表
!

!

J

个品种鸭单倍型数量分布

N0B+6!

!

D@:B6;,M)*+,,

-

50

-

+,4

1-

623/J<@8AB;66<2

单倍型

3>

R

<H7

BR

;@

品种
:U;;4@

.Y ,3 3) `Y SS =8 Z( Z8 Yc

*2 % 5 1 + " 1 + + 1

J# !

J" ! # " !

J1 # ! # ! ! !

J% !

J+ !

J2 !

J5 !

J' # ! " ! !

J!& !

J!! !

J!# ! #

J!" # !

J!1 !

J!% ! ! !

J!+ !

J!2 !

J!5 ! ! !

J!' !

J#& !

J#! !

J## !

J#" #

J#1 ! !

J#% !

J#+ !

J#2 !

J#5 !

J#' !

J"& !

J"! !

!!

各品种之间单倍型类型和数目有差异!本次试

验测定的
!&+

条序列中!攸县麻鸭单倍型类型最多

"

5

种(
!#

条序列#!文登黑鸭单倍型类型最少"

#

种(

2

条序列#&高邮鸭'沔阳麻鸭分别和其它品种鸭各

有
%

种共享单倍型!荆江麻鸭'淮南麻鸭'恩施麻鸭'

微山麻鸭分别和其它品种鸭有
1

种共享单倍型!攸

县麻鸭'巢湖鸭分别和其它品种鸭各有
"

种共享单

倍型!文登黑鸭和其它品种鸭只有
#

种共享单倍型&

除共享单倍型
*2

型外!

J1

和
J'

单倍型出现的次

数也较高!各分别出现
5

次!其次是
J"

型&

!I!

!

J

个家鸭品种线粒体
)D.)*+,,

-

区部分序列

的遗传结构

#/#/!

!

'

个家鸭品种内单倍型多样度和核苷酸多

态性
!

如表
"

所示!

'

个家鸭品种单倍型多样度

"

3>

R

<H7

BR

;4?T;U@?7

B

#总体为
&/2'5d&/&"'

!变化

从
&/#5+

至
&/'!&

&不同品种家鸭单倍型类型差异

较大!攸县麻鸭'荆江麻鸭和恩施麻鸭单倍型相对丰

富!文登黑鸭'巢湖鸭相对贫乏&荆江麻鸭的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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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区核苷酸突变位点在
'

个家鸭品种中比例最

高!达
#/1&0

!其它品种的家鸭由高到低分别为攸

县麻 鸭
!/'%0

!恩 施 麻 鸭
!/%&0

!微 山 麻 鸭

!/"%0

!巢湖鸭'淮南麻鸭'沔阳麻鸭及高邮鸭均为

!/&%0

!文登黑鸭
&/+0

&荆江麻鸭和攸县麻鸭个

体之间平均核苷酸差异"

?

#最大!为
#/'2&

和

#/'#"

!核苷酸多样度"

.(

#分别为
&/&&1+

和
&/&&1

1

&对测定的
'

个家鸭品种
(9<HH

R

区序列采用

->

K

?6>

-

@(

值进行中性检验!经检验均不显著!符

合中性突变&说明这些家鸭在过去没有出现群体扩

张!群体大小稳定&

表
$

!

J

个家鸭品种内单倍型多样度$平均核苷酸差异和核苷酸多样度

N0B+6$

!

Q0

-

+,4

1-

6<3?6;234

1

$

!0/<"#,M)*+,,

-

3/JB;66<2<@8A2

品种

:U;;4@

样本数

8?C;@

单倍型数
)H$

3>

R

<H7

BR

;@

变异位点比(
0

a>U?>W<;@?7;@

单倍型比(
0

3>

R

<H7

BR

;@

单倍型多样度

3>

R

<H7

BR

;4?T;U@?7

B

平均核苷

酸差异
?

核苷酸多

样度
.(

->

K

?6>

-

@(

.Y !# + !$&% %&$& &$5!5d&$&'+ !$#!# &$&&!5 [&$'52+

,3 !" + !$&% 1+$# &$+1!d&$!%& !$#5# &$&&!' [!$#11#

3) !# + !$&% %&$& &$5+1d&$&2# !$+'2 &$&&#+ [&$%%+1

`Y !# 2 !$&% %5$" &$515d&$!&1 !$%1% &$&&#" [!$"&1#

SS !" 5 #$1& +!$% &$'!&d&$&%+ #$'#" &$&&11 [!$1+&'

=8 !" 5 !$%& +!$% &$55%d&$&2& #$#%+ &$&&"1 [&$15"!

Z( 2 # &$+& #5$+ &$#5+d&$!'+ &$%2! &$&&&' [!$#"2#

Z8 !# 2 !$"% %5$" &$22"d&$!#5 !$'5% &$&&"& [!$&&!"

Yc !# 5 !$'% ++$2 &$5'1d&$&25 #$'2& &$&&1+ [&$2+5+

#/#/#

!

'

个家鸭品种之间遗传距离
!

'

个家鸭品种

之间基于线粒体
()*

水平的
N?6DU>

双参数距离

见表
1

!由表
1

可见!

'

个家鸭品种之间遗传距离变

异范围为
&/&&!"

!

&/&&11

&攸县麻鸭与荆江麻

鸭'恩施麻鸭!恩施麻鸭和荆江麻鸭遗传距离相对较

大!而文登黑鸭与沔阳麻鸭'高邮鸭以及巢湖鸭遗传

距离较小&

表
R

!

J

个家鸭品种间
)*+,,

-

G3:@;0

双参数距离"对角线上#和标准误"对角线下#

N0B+6R

!

G3:@;0!*

-

0;0:646;<3240/862

"

0B,?6<30

F

,/0+

#

0/<240/<0;<6;;,;

"

B6+,H<30

F

,/0+

#

,M)*+,,

-

3/J<@8AB;66<2

品种
:U;;4@ .Y ,3 3) `Y SS =8 Z( Z8 Yc

.Y &$&&!5 &$&&## &$&&!2 &$&&"# &$&&#2 &$&&!1 &$&&#1 &$&&"1

,3 &$&&&5 &$&&#" &$&&!5 &$&&"# &$&&#2 &$&&!1 &$&&#1 &$&&"1

3) &$&&&' &$&&&2 &$&&## &$&&"% &$&&"& &$&&!5 &$&&#5 &$&&"%

`Y &$&&&5 &$&&&5 &$&&&5 &$&&"& &$&&#+ &$&&!" &$&&#" &$&&""

SS &$&&&' &$&&&' &$&&!& &$&&&' &$&&"5 &$&&#2 &$&&"+ &$&&11

=8 &$&&!& &$&&!& &$&&!! &$&&!& &$&&!! &$&&#" &$&&"# &$&&"'

Z( &$&&+& &$&&&+ &$&&&5 &$&&&+ &$&&&5 &$&&&' &$&&!' &$&&#'

Z8 &$&&&' &$&&&5 &$&&&' &$&&&' &$&&!& &$&&!! &$&&&5 &$&&"5

Yc &$&&!! &$&&!& &$&&!! &$&&!! &$&&!# &$&&!# &$&&!! &$&&!#

#/#/"

!

家鸭线粒体
()*(9<HH

R

序列的网络关系

!!

经过
:<>@7

发现测定的
!&+

条序列中除了
*2

外!还有两条序列和
.;F:>FV

登录的序列相同!单

倍 型
J!1

即
*1

"

.;F:>FV

序 列 登 录 号 为

*Y%&+52%9%&+52+

#!单倍型
J#1

即
*5

"

.;F:>FV

序

列登录号为
*Y%&+552

#!另外从
.;F:>FV

上获得

来自于亚洲东北部绿头鸭相同线粒体
()*(9<HH

R

序列"

!)$9

>

0$#

3

',

3

)",+9

#的
"

个单元型"

*5&

'

*5+

'

*2'

#'亚洲斑嘴鸭"

!)$95+)+',

3

)",$

#的
"

个 单 元 型 "

.;F:>FV

登 录 号 为
*Y%&+52"

'

*Y%&+521

和
*Y%&+'&1

#和美洲绿头鸭最常见的
"

个单元型
*!2

'

*!5

'

*"

共同构建了网络关系图

"图
#

#&由于亚洲斑嘴鸭的
"

个单元型属于聚类簇

:

!因此网络图中未单独画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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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汤杰等$利用线粒体
(9<HH

R

区分析家鸭品种遗传多态性与系统进化

单倍型数目对应圆面积!,代表未检测到的单倍型!

$

代表从
.;F:>FV

获得的单倍型

*6HDF7HGP>

R

<H7

BR

;@?@EHUU;@

R

HF4?F

I

7H

R

UH

R

HU7?HFHGUHDF4$

,

?F4?E>7;P>

R

<H7

BR

;@7P>7O;U;FH7@>69

R

<;4/

$

$MF4?E>7;P>

R

<H7

BR

;@7P>7O;U;>E

X

D?U;4GUH6.;F:>FV

图
!

!

鸭线粒体
)D.)*+,,

-

单倍型发育关系无根网络图

K3

F

I!

!

S/;,,46</64H,;A3++@24;043/

F

456

-

5

1

+,

F

6/6438;6+043,/253

-

2,M.:4)D.

8,/4;,+;6

F

3,/50

-

+,4

1-

62,MC0++0<2

$

!

讨
!

论

!!

动物线粒体假基因"

)D67@

#一般小于
+&&W

R

!

它的存在会混淆系统发育和群体遗传研究!本研究

测序结果图未观察到多峰现象&据综合分析)

5

*

!本

研究没有发现假基因的干扰&

!!

本研究采集的样本都来自于各个保种场"区#!

在收集原始群体时!各个保种场"区#尽管努力做到

个体之间无血缘关系!但受到收集的原始样本的限

制!客观上不能完全排除保种场"区#原始群体之间

不存在基因交流&有关江淮流域不同品种家鸭遗传

多态性与系统进化的研究是基于保种区"场#样本的

基础上的&

$I&

!

J

个家鸭品种线粒体
)D.)*+,,

-

区序列变异

与核苷酸多样度

!!

本研究测定了
'

个家鸭品种共
!&+

个个体线粒

体
()*(9<HH

R

%]

端长约
++2W

R

的多变区!在品种

间和品种内未发现长度变异!均为
++2W

R

&变异类

型有转换'颠换'插入(缺失
1

种!以转换为主!这和

在其它动物上观察到的一致&禽类
*b-

并不是显

著高于
.b,

含量!但
,

含量较高!在其它禽类和不

同的鸭种也得到一致的结果)

'

!

!&

*

!这显然和哺乳动

物不同)

!!

!

!1

*

&序列中有
!

处为连续
%

个碱基
-

!

!

处为连续
%

个碱基
,

!

!

处为连续
+

个碱基
-

&

'

个

品种鸭单倍型多样度除文登黑鸭较低 "

&/#5+

#外!

其它鸭品种均比较丰富"

&/22"

!

&/'!&

#!本研究仅

采到
2

个样!文登黑鸭单倍型多样度较低显然和现

存数量有密切关系&

!!

在核苷酸变异的位置上
'

个家鸭品种和亚洲北

部绿头鸭区别明显&本研究的
!&+

条江淮流域鸭

()*(9<HH

R

核苷酸的变异主要发生在
%]

端
"2!W

R

范围内!这和
ND<?VHT>

等)

##

*报道的欧亚大陆及阿

拉斯加
!%#

只鸭的变异主要发生
%]

端
"%!W

R

范围

内稍有不同&第
%#!

位碱基变异位置相同!另外本

研究还观察到在
1#5

'

125

'

15"

'

%%&

和
%++

位置上有

碱基变异!但在
+"'

和
++!

位置上未观察到变异&

在
#!!

位置上也观察到有缺失!但在
!+2

位置上观

察到的碱基插入国外未见报告&

!!

'

个家鸭品种
67()*

的平均核苷酸多样度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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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显 著 低 于 牦 牛 "

!/#"!0

#

)

!!

*

!黄 牛

"

#/!+0

#

)

!%

*

!高 于 鸡 "

%

&/&&!0

#

)

!+

* 而 和 猪

"

&/!##0

#

)

!#

*近似 &

ND<?VHT>

等报道聚类簇
*

平

均核苷酸差异达到
1/"

!亚洲北部绿头鸭核苷酸多

样度达
&/5"0

!我国这
'

个家鸭品种平均核苷酸差

异 "

&/#50

#低于
ND<?VHT>

等的报道!原因主要是

由于文登黑鸭的核苷酸多样度较低&较低的核苷酸

多样度还表明!同一起源的家鸭
67()*

群体分化

程度较低!它们拥有较近的共同祖先!这与其它家禽

的分析结果一致)

!2

*

&

$I!

!

J

个家鸭品种之间遗传距离

!!

利用线粒体
(9<HH

R

区进行的分子遗传分析是

基于母系起源水平上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技术方法

和在
()*

上不同位置计算出的遗传距离也是不一

样的&本研究仅是从线粒体层面来反映位于我国中

东部地区的这些家鸭品种之间的遗传距离&

!!

可以明确的是!我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就饲养

鸭)

!5

*

&从明清开始就对家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选

育!我国大部分优良鸭品种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

成的!总体演化时间不到千年&近代在不注意对原

种保护的情况下!过多地进行品种之间的杂交改良

也使得品种间遗传距离的进一步缩短&

'

个家鸭品

种的单倍型网络聚类图一部分呈现单一的树形关

系!而另一部分呈现出的相互关系也说明了品种间

可能存在着的基因交流使得品种间遗传距离缩短&

>̂6?U;C

等)

!'

*曾对北京鸭和中国南方饲养的菜鸭的

(9<HH

R

和部分
Û )*

基因序列进行过比较研究!结

果发现尽管有地理位置的隔离!北京鸭和南方菜鸭

(9<HH

R

相似度竟达到
''/50

&

!!

'

个品种之间基于线粒体
()*

水平上的

N?6DU>

双参数遗传距离变异范围为
&/&&!"

!

&/&&11

!其中攸县麻鸭与荆江和恩施麻鸭!恩施麻

鸭和荆江麻鸭遗传距离相对较大!而文登黑鸭与沔

阳麻鸭'高邮鸭以及巢湖鸭遗传距离较小&攸县麻

鸭与荆江和恩施麻鸭中间不仅相隔着长江!而且地

理距离也相对较远&令人不解的是恩施麻鸭和荆江

麻鸭地理位置相距并不太远!遗传距离却相对较远!

恩施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州境内大面积隆起成山!有

四大山脉!这是否构成了天然的地理隔离!抑或有其

它未知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东线品种的鸭遗

传距离相对较小!演化时间相对较短!而中线品种的

鸭遗传距离相对都比较大!演化时间相对较长&据

此推断长江中游的鸭起源可能早于东线的鸭!单倍

型网络聚类图也支持了人们的推测!单倍型
J#&

'

J!!

'

J#5

'

J##

'

J#+

均属于中线品种的单倍型!而从

最普遍的单倍型
*2

变异到单倍型
J#&

'

J!!

'

J#5

'

J##

'

J#+

所需的变异次数最多!提示从单倍型
*2

演化到这些单倍型的时间可能也最长&

$I$

!

J

个家鸭品种的系统地位与起源进化

!!

*T?@;

等)

#&

*和
SHPF@HF

等)

#!

*对相同位置线粒

体
()*(9<HH

R

区的序列研究已经表明!目前世界

上鸭明显聚为两个单倍型簇$聚类簇
*

和聚类簇
:

或称为
!

型和
#

型!聚类簇
*

的分布最为广泛和普

遍!从俄罗斯西部'哈萨克'中国'俄罗斯远东一直到

阿拉斯加中部&而聚类簇
:

的大部分单倍型存在

于阿拉斯加&亚洲的绿头鸭属于聚类簇
*

!而斑嘴

鸭一部分属于聚类簇
*

!另一部分属于聚类簇
:

!属

于聚类簇
:

的斑嘴鸭大部分分布在北美洲!分布在

亚洲很少!

ND<?VHT>

等)

##

*仅在亚洲远东的地区发现

了
"

个属于聚类簇
:

的单倍型支!但这个分支不同

于北美洲!它们在
.;F:>FV

登录号为
*Y%&+52"

'

*Y%&+521

和
*Y%&+'&1

&

!!

亚洲的绿头鸭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和其它亲缘较

近的鸭杂交!引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它和当地灰

鸭杂交&斑嘴鸭繁殖区域在中国东北区域'日本北

部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南部等也和亚洲的绿头鸭

重叠在一起&在日本)

#"

*

'香港)

#1

*和海参崴)

#%

*发现

斑嘴鸭和绿头鸭的自然杂交后代&这也是中国家鸭

起源于绿头鸭和斑嘴鸭二元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斑嘴鸭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及东北部各省&在

长江中下游和华东地区有终年留居&斑嘴鸭被认为

和我国家鸭的起源有关!一方面是由于其部分表型

特征!有报道发现我国农村饲养的部分家鸭中曾有

黑色的尖嘴呈黄色!也有人把它称为黄尖嘴鸭!它和

斑嘴鸭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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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属于聚类簇
:

的斑嘴鸭在亚洲很

少!另一方面由于迄今为止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没有

发现相当数量的斑嘴鸭和绿头鸭的自然杂交后代!

笔者从
'

个保种区"场#采集的样本中也未观察到具

有和斑嘴鸭表型相像的鸭!更为主要的是!本研究显

示$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这
'

个家鸭品种线粒体

()*(9<HH

R

区有
"!

个单倍型网络聚类图均属于

聚类簇
*

!未发现有属于聚类簇
:

的单倍型支&因

此从线粒体层面来说!本研究结果不支持这
'

个家

鸭品种有两个起源的说法!同时表明这
'

个家鸭品

种只有一个起源!即亚洲的绿头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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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汤杰等$利用线粒体
(9<HH

R

区分析家鸭品种遗传多态性与系统进化

R

!

结
!

论

!!

利用
()*

测序技术测定了位于我国中东部地

区的
'

个家鸭品种
!&+

个个体
()*

控制区多变序

列!确定了
"!

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
*2

为家鸭的

主体单倍型&家鸭品种单倍型多样度在荆江麻鸭中

最高!在文登黑鸭中最低&家鸭单倍型序列的系统

发生分析表明!这
'

个品种的家鸭只有
!

个母系起

源!没有发现东亚斑嘴鸭对这
'

个家鸭品种起源有

贡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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