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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限制性内切酶#分子标记技术检测了中国地方猪种雅南猪'大河猪!培育品种大河乌

猪以及杜洛克与长白和约克三元杂交商业群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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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猪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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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3!

上游区和第

二内含子的遗传变异!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
./0!12

基因在杜洛克与长白和约克三元杂交商业群体中对

肌内脂肪含量的遗传效应&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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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上!所有
(

个猪群都存在多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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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上!除雅南猪只出现单态外!其余
4

个猪群都出现多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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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上!除杜洛克与长白和约克三元杂交商业

群体出现多态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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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猪群只表现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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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点对肌内脂肪含量的影响差异显著!各基因型肌内脂肪含

量最小二乘均值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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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生理功能和已有

的研究结果来看!可在特定的群体中将其作为影响猪肌内脂肪含量的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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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猪肉的感

官特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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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

含量对猪肉

的食用特性是比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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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对瘦肉率的

选择已使
P],

含量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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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最佳

范围!如何能在保证瘦肉率"低背膘厚#的前提下提

高
P],

含量!是育种者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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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表明!

P],

具有较高的遗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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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背膘厚的遗传相关是中等偏低的不利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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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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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
P],

含量的遗传改良是可行

的&在众多提高
P],

含量的方法中!标记辅助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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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尤其象

P],

这样的肉质性状!当把标记信息纳入育种方案

中!可取得较快的遗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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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结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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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的细胞内蛋白质!参与细胞内脂肪酸

运输!可将脂肪酸从细胞膜上运送到脂肪酸氧化和

甘油三酯及磷脂的合成位置&作为细胞内类脂结合

蛋白家族之一!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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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心肌'骨

骼肌和泌乳的乳腺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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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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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进行了克隆并将其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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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染色

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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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候选基因法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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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遗传变异与肌内脂肪含量存在相

关!在杜洛克猪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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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态性酶切位点!并初步发现
./0!12

基因的

纯合单倍体*

779900

+与高肌内脂肪含量相关&曹

红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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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位于第二内含子的另一个多态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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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位点与肌内脂肪含量密切相关&

本试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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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中国地方猪

种雅南猪'大河猪!培育品种大河乌猪以及杜洛克与

长白和约克三元杂交商业群体共
"(/

头个体为研究

对象!首先对
./0!12

基因
&3!

上游区和第二内含

子的突变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在
(

个群体中

的分布进行分析!其次对杜洛克与长白和约克三元

杂交商业群体中
./0!12

基因遗传变异与
P],

含

量关系进行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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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作为候选基因

提高猪
P],

含量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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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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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猪群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养猪研究室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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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大河乌猪"杜洛克
Z

大河猪#

"'

头!四川农业大

学动物营养研究所实验场
8-S

"杜洛克
Z

"长白
Z

约克#

"'#

头&猪只饲养到约
='[

G

时屠宰!取左半

侧胴体倒数
4

'

(

肋骨处背最长肌约
#''

G

和
"'

G

!

用于粗脂肪提取和基因组
8Q1

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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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保存备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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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脂肪提取

粗脂肪提取用常规的索式提取法进行&

#EF

!

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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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用常规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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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法从肉样中提取基因组
8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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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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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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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分析

引物参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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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和分析

统计计算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根据固定效

应模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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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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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分

析基因型效应对
P],

含量测定值的影响!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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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中都只存在
66

一种基因型%本次试验的一个

重要发现就是检测到在第二内含子的
34

5

!

!+,-)

位点上存在多态性!且多态性在所研究的
(

个群体

中均有发现!在雅南猪'大河猪和
8-S

猪中存在的

是
11

和
17#

种基因型!

1

为优势等位基因!其频

率分别为
'$=(4

'

'$/''

和
'$/'=

!在大乌猪中则是

以
17

和
77#

种基因型存在!

7

为优势等位基因!其

频率为
'$>&'

%在第二内含子内的
.$&

"

!+,-)

位

点上!雅南猪只出现
88

基因型!其它猪种均表现出

多态性!但大河猪只有
88

和
89#

种基因型&

!EF

!

>Q@

含量与基因型效应的相关性分析

在
8-S

三元杂交猪群体中对
./0!12

基因

遗传变异与
P],

含量关系进行研究!统计分析发

现!所有
(

个位点对
P],

含量的影响差异显著!各

基因型
P],

最小二乘均值结果见表
4

&在
.().

!

!

+,-)

位点上!基因型
00

和
05

的
P],

含量的最

小二乘均值分别是
#$4=#̂

和
4$(=%̂

!差异极显著

"

2

$

'$'"

#!基因型
05

对
P],

含量的效应值较大&

在
.().

"

!

!+,-)

位点上!基因型
22

'

26

和
66

的
P],

含量的最小二乘均值别是
#$4&=^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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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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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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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遗传变异

不同猪种的遗传特性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

件下!通过人们的不断选育而形成的!品种的遗传基

础越广泛!其
8Q1

多态性就会越丰富&本研究中!

在
.().

!

位点上!所有
(

个猪群都存在多态!基因

频率与
R@X6@F:

等(

>

)

'林万华等(

"'

)

'庞卫军等(

""!"#

)

的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即国外
8-S

猪群优势等位

基因为
0

!而中国地方猪种雅南猪优势等位基因为

5

&在第二内含子
.().

"

!

位点上!除
8-S

群体出

现多态外!其余
4

个群体均只出现
66

基因型!这与

张桂香等(

"4

)研究的结果有一定差异&在
34

5

!

位

点上!除大乌猪外!其余
4

个猪群
1

为优势等位基

因%在
.$&

"

位点上!中国地方猪种雅南猪只出现

基因型
88

!而
8-S

群体等位基因
9

为优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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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姜延志等$猪
./0!12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肌内脂肪含量的相关研究

在以上
#

个位点!本研究的结果与
R@X6@F:

等(

>

)

'林

万华等(

"'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与曹红鹤等(

=

)的研

究结果有一定差异!原因可能主要是群体遗传背景

和样本数大小所致&

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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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对
>Q@

含量的遗传效应

本研究对
./0!12

基因
(

个多态位点出现的

"'

种基因型与
P],

含量的遗传效应分析表明!各

基因型肌内脂肪含量最小二乘均值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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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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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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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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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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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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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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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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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洛克猪的分析表明!

779900

型个体

的肌内脂肪含量比
118855

型个体高约
'$(̂

!并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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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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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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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具有加速遗传效

应%其他一些学者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

"(

)

%而西班

牙一组学者在对一个地方猪种的研究中却得到相反

的结果!这表明一个基因座位对某种数量性状的遗

传效应有时会因群体的遗传学背景不同而不同&在

我们所分析的群体中!由于在
.().

!

和
34

5

!

#

个

位点上只分别出现两种基因型!对另外
#

种纯合基

因型的遗传效应无法分析&这有可能是样本数较小

所致!也有可能是
8-S

群体的遗传背景所致&尽

管最近十年来有关猪
./0!12

基因对肌内脂肪含

量的遗传效应研究较多!但在不同的品种和同一品

种不同的遗传背景下!结果出现一定的差异!

./

0!12

基因对肌内脂肪含量的遗传效应的影响尚

需在不同的群体中进一步研究&为了在育种中通过

]1;

去提高
P],

含量!我们应寻找更多的与
P],

含量相关的标记位点&从
./0!12

基因的生理功

能和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可在特定的群体中将其

作为影响肌内脂肪含量的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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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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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

个多态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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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中国地

方猪种雅南猪'大河猪!培育品种大河乌猪以及杜洛

克与长白和约克三元杂交商业群体中存在不同程度

的分布!

(

个多态位点对肌内脂肪含量的影响差异

显著&结合
./0!12

基因的生理功能和已有的研

究结果来看!可在特定的群体中将其作为影响肌内

脂肪含量的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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