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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在分析我国杜洛克'长白'大白猪
*

个主流猪品种的场间遗传联系情况!为全国或区域性猪联合遗传评

估和联合育种奠定基础&本研究采用关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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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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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利用国家种猪数据库杜洛克'长白和

大白猪达
%&&D

S

体重日龄性状的
2%)00.

'

/0)1%1

和
0&*%.((

条数据!计算
/2

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

个品种

0&%%!0&%.

年场间的关联率&通过聚类分析!将每个品种划分为若干区域性联合遗传评估组&结果表明!我国杜洛

克'长白和大白猪场间关联率逐年上升!平均关联率从
0&%%

年的
&'&)d

'

&'&.d

和
&'&.d

!分别提高至
0&%.

年的

&'*0d

'

&')*d

和
&'))d

(我国整体场间遗传联系偏低!大部分场间无遗传联系&但分别存在
*

'

0

'

)

个局部遗传评

估联合体!可以进行联合遗传评估&其中!杜洛克猪
*

个局部联合体的平均关联率分别为
%'(/d

'

%'&2d

'

%'2(d

!

分别包括
%.

'

1

'

(

个场(长白猪
0

个局部联合体的平均关联率分别为
*'2*d

'

%'2.d

!包括
%)

和
/

个场(大白猪的

局部联合体平均关联率为
0'1/d

'

%'&%d

'

%'*1d

'

%'0*d

!包括
%2

'

.

'

2

'

)

个场(

*

个品种局部联合体的场数占核心

场数的比例分别为
*2'%d

'

0)'2d

和
*%'.d

&目前进行大规模的跨场联合评估还不可行!然而可以进行局部跨场

联合评估&场间遗传交流'区域性公猪站建设'中心测定站和规范引种猪系谱登记等措施有助于增强场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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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强度'育种值估计准确性'遗传变异和世代

间隔是影响猪育种进展的
)

个主要因素&前
*

个因

素与育种群规模直接相关!而世代间隔与育种群规

模也紧密相关)

%

*

&目前我国种猪场数量虽多!但单

场育种群规模小!育种效果受到限制&国际上的成

功经验是构建不同组织方式的联合育种体系!通过

扩大育种群体加快遗传进展&丹麦以狭小的国土面

积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之一!得益于其经过

%&&

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形成了有效的种猪繁育结

构和体系&通过现场测定和中心测定站相结合的方

式!利用中心公猪站!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将优秀种猪

遗传物质快速传递并由此建立起各猪场间的遗传联

系!形成了高效的国家育种体系&加拿大由之前的

种猪进口国转变为当今的种猪出口国!归因于其在

育种中的
*

大重要举措!人工授精'跨场估计育种值

和中心性能测定&加拿大利用中心测定站测定优秀

种猪!挑选优质精液用于人工授精!使场间可通过种

猪精液进行遗传交流!跨场估计育种值!增强各场之

间的遗传联系)

0!*

*

&我国研究者们也早已意识到以

全国性和区域性联合育种为主实行种猪的跨场联合

遗传评估)

%

*是我国猪育种方向&我国自
%//*

年以

来!先后成立了全国大白猪育种协作组'全国长白猪

育种协作组和全国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等育种组

织(

0&&&

年!颁发了2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3!对我

国种猪遗传评估测定的性状'测定数量及统一遗传

评估方法等作了规范(

0&&)

年建立了全国种猪遗传

评估中心!初步搭建了全国联合育种框架(

0&%&

年

我国2生猪遗传改良计划3开始实施!先后遴选了
/2

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旨在加强场间遗传交流!实

现联合育种&跨场的联合遗传评估是联合育种体系

的核心!而跨场进行遗传评估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

提是各场之间要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

校正场间环境差异!对其种猪进行遗传评估&场间

关联越大!跨场育种值的估计就越准确&

关联是一种统计学的概念!并不单纯指遗传上

的关联!个体间处于同一环境下"例如中心测定站#

也会造成关联&虽然仅仅依靠遗传关联评价场间联

系有时会得到不可靠的结果)

)!2

*

&但是对我国猪育

种而言!由于我国目前每年中心测定站测定的数量

还很有限!由遗传引起的场间遗传联系更重要&育

种工作者对场间遗传联系评价方法做了诸多研究!

X'3$?-#@?

等)

.!1

*引入了关联指数"

4#--BFRB"-B,,

$-"BU

!

V4

#的概念(

X'\?@#k

)

(

*提出了决定系数法

"

4#BPP$F$B-R#P"BRBE6$-?R$#-

!

4X

#(

\';'WE$B,

)

/

*

提出了共同父亲和母亲形成的直接遗传联系链数方

法"

5H6OBE#P"$EBFR

S

B-BR$F@$-D,OBRCBB-,HO

Q

#

Q

!

H@?R$#-,"HBR#F#66#-,$EB,?-""?6,

!

3\R

#!该

方法计算不同畜群的共同祖先数目!以此作为衡量

畜群间遗传联系的指标&利用动物模型进行遗传评

估时!个体之间通过
;

矩阵"亲缘关系矩阵#建立联

系(

<'N'=B--B"

I

和
Y'='Z?RAHE

等)

)

!

%&

*通过模

拟研究指出最适合的场间遗传联系评价指标是来自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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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金鑫等$我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间遗传联系分析

不同场或者同期组个体育种值差异的平均预测误差

方差"

YEB"$FR$#-BEE#ET?E$?-FB

!

Y>a

#!他们发现!

场效应差异的预测误差方差与育种值差异的平均预

测误差方差之间呈强相关"

&'//2

#!因此可以用场效

应差异的
Y>a

来度量关联程度的高低&但是这种

方法易受场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而且当畜群规模很

大时计算该指标所需时间较长!并不适用于日常的

遗传评估(

Y'='Z?RAHE

等)

%&!%%

*进一步提出了关联

率"

4#--BFRB"-B,,E?R$-

S

!

49

#方法!用场效应之间

的相关来衡量场间的联系情况!操作简单!该方法已

经应用于加拿大猪遗传改良体系中&

Y'='Z?RAHE

等)

%&

*等根据加拿大育种数据研究得出!要进行场间

的统一遗传评估!平均关联率大于
*d

较为理想&

我国2生猪遗传改良计划3实施以来!通过遴选优秀

的种猪场成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方式!积极开

展场间遗传交流工作&核心场由最初
0&%&

年第一

批的
%.

家发展到
0&%.

年的
/2

家&全国种猪遗传

评估中心每季度会发布核心育种场的场间关联情况

报告!详见
ARR

Q

$%%

CCC'F-,

S

B'#E

S

'F-

%&

本研究旨在利用
49

方法分析我国
/2

家生猪

核心育种场的场间遗传联系情况!为全国联合遗传

评估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H#

!

数
!

据

研究数据来自全国
/2

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0&%%!0&%.

年间上传至,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

的种猪登记和生产性能测定数据&表
%

列出了截至

0&%.

年!国家种猪数据库中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
*

个品种的种猪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繁殖记录数&

本研究分析性状为达
%&&D

S

体重日龄"

X?

I

,R#%&&

D

S

#!其为校正值&采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所

推荐的校正公式)

%

*

&数据中相关系数的计算及相关

性显著检验均采用
9

语言中
YB?E,#-

积差相关系数

方法进行&热图利用
9

语言中
AB?R6?

Q

'0

函数

绘制&

表
#

!

截止
!"#)

年国家种猪数据库种猪登记$生长性能测定和繁殖记录数

.5E41#

!

,3-E1F8:F1C8F;A796>195678954

N

7

2

;565E5A1E

@

!"#)

项目

VRB6

杜洛克猪

XHE#F

长白猪

\?-"E?FB

大白猪

#̂ED,A$EB

合计

7#R?@

种猪登记记录数
9B

S

$,RBEB"EBF#E", /00(0. %/02%.. )2*12)& 1*(22*0

生长性能测定记录数
3E#CRA

Q

BEP#E6?-FBEBF#E", 2%)00. /0)1%1 0&*%.(( *)1&.*%

繁殖记录数
9B

Q

E#"HFR$#-EBF#E", 0**10% )1&2%. %&122/& %11/(01

#H!

!

模型

场间关联率评估模型$

"

j:1c;'c.

&其中!

"

为观察值向量!为达
%&&D

S

体重日龄校正值(

1

为

固定效应向量!本研究只考虑场效应(

'

为随机效应

向量!

'

'

<

"

&

!

B

#!

B

为个体间亲缘关系矩阵!是加

性遗传方差(

.

为残差效应向量!

.

'

<

"

&

!

=

#!

=

是单

位矩阵!是残差方差&各随机效应间均不相关!

:

'

;

分别为
1

和
'

的结构矩阵&

#HI

!

场间关联率计算

Y'='Z?RAHE

等)

%&

*将场间关联定义为群间或

者同期组间的相关!并且建议利用场效应之间的相

关来表示关联程度!称为
49

&公式$

AF

(

>

S

F#T

"

,

&

(

>

#

T?E

"

,

&

(

#

T?E

"

,

&

>槡 #

其中!

(

和
>

是不同场代码!

T?E

"

,

&

(

#'

T?E

"

,

&

>

#分别

是第
(

和
>

场的场效应方差!

F#T

"

,

&

(

>

#为场效应的

协方差&该方法在数据量很大时!运算速度会受到

很大影响!因此
Y'='Z?ERAHE

等)

%%

*提出了以下优化

的方法$

>

1

>

"

>

1

>

#

h%

j=

!因此!

>

1

>

"

>

1

>

#

h%

(

j=

(

&

其中!

>

1

>

为混合模型方程组的系数矩阵(

=

为单

位矩阵(

"

0

D

为单位矩阵中第
$

个场对应的向量(

"

O

1

O

#

T

%

(

为系数矩阵逆矩阵第
$

个场相对应的逆

元素向量&

Y'='Z?RAHE

等)

%0

*将一个场的平均关联率

"

;TBE?

S

BF#--BFRB"-B,,E?R$-

S

!

;49

#定义为它与

体系内其他所有场关联率的平均值!这个体系可以

是几个场!也可以是几十个场&本研究参照
Y'='

Z?RAHE

等)

%%

*方法!用达
%&&D

S

体重日龄数据分别

计算全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核心育种场场间关

联率以及各场的平均关联率&

通常情况下!两场间的遗传关联是由遗传交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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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本研究根据系谱统计两场间共同公猪的数

目!进一步验证场间遗传联系&

!

!

结
!

果

!H#

!

!"#)

年
I

大品种国家核心场平均关联率

本研究共分析了
/2

家核心育种场的大白猪数

据!

/)

家核心育种场的长白猪数据及
((

家核心育

种场的杜洛克猪数据&如表
0

所示!截止
0&%.

年!

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
*

个品种平均关联率分别为

&'*0d

'

&')*d

和
&'))d

!整体关联水平不高!但各

场间关联率变异很大!表明存在局部场间遗传联系&

以杜洛克为例!很多场彼此间关联率为
&

!但有些有

很强的遗传联系&如
:XX7

和
:J`̀

"

:XX7

和

:J`̀

是在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登记的每个

育种场的
)

位场代码!具体场名可通过网站查询!下

同#之间的关联率最高"

*1'2d

#&

:XX7

和
:J`̀

两场之间有
%&1

头共同公猪"共同公猪是指在系谱

中两个场都含有的公猪#!其中
:XX7

场的
%&1

头

共同公猪产生的后代数占整个后代数的比例为

(').d

!在
:J`̀

场占
*2'1d

&大白和长白猪也具

有相似特点&两场之间的共同公猪数往往能够很好

的反映场间关联情况&如表
0

所示!

*

个品种场间

关联率和共同公猪数都存在极强的相关"均在
&'.0

以上#&

表
!

!

!"#)

年我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平均关联率及共同公猪数

.5E41!

!

.>15M1F5

2

1C8991C61;91AAF5679

2

59;93-E1F8:C8--89A7F1A5-89

2

R3F8C

%

K59;F5C159;U8FVA>7F1

N

7

2

:5F-AE

@

!"#)

品种
<EBB"

关联率%
d 4#--BFRB"-B,,E?R$-

S

平均关联率

;TBE?

S

B

最大关联率

Z?U$6H6

平均共同公猪数%头

5H6OBE#P?TBE?

S

B

F#66#-O#?E

平均关联率'共同公猪数相关

4#EEB@?R$#-#PF#66#6O#?E

?-"?TBE?

S

BF#--BFRB"-B,,

相关显著性

H

值

HT?@HB

杜洛克猪
XHE#F &'*0l&'&.0 *1'2 0&l0%'/* &'.00

'

0'0B!%.

长白猪
\?-"E?FB &')*l&'&.1 .)'/ %1l0%'*2 &'.12

'

0'0B!%.

大白猪
#̂ED,A$EB &'))l&'&.) 1*'% %/l0.'%. &'./0

'

0'0B!%.

!!

本研究同时分析各个场之间的实际物理距离

"

D6

#与场间关联率的相关!结果表明!各个场之间

的距离对场间关联率没有直接影响&如图
%

所示!

*

个品种都显示场间关联率并没有随着场间距离的缩

短而提高&如表
*

所示!

*

个品种场间关联率与场

间距离相关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这些都可以说明

我国猪场间遗传交流程度与地域无关!很多场为引

进优秀种猪会多方考察!距离不是主要因素&

图
#

!

猪场实际物理距离与平均关联率散点图

S7

2

H#

!

.>1AC5661F

N

486A8:

N

>

@

A7C54;7A659C159;6>15M1F5

2

1C8991C61;91AAF5679

2

E16?119EF11;79

2

:5F-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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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

猪场实际物理距离与平均关联率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

.5E41I

!

+8FF1456789E16?1196>1

N

>

@

A7C54;7A659C159;6>15M1F5

2

1C8991C61;91AAF5679

2

项目

VRB6

长白猪

\?-"E?FB

大白猪

#̂ED,A$EB

杜洛克

XHE#F

实际物理距离"

D6

#和平均关联率相关系数

4#EEB@?R$#-F#BPP$F$B-ROBRCBB-RAB

Q

A

I

,$F?@"$,R?-FB?-"

RAB?TBE?

S

BF#--BFRB"-B,,E?R$-

S

&'&0*/*&). &'&%&01/0* h&'&&&./0&/

相关显著性
H

值
HT?@HB &'(00( &'/%1% &'//.&

!H!

!

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间关联率变化趋势

图
0?

展示了我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
/2

家

核心育种场从
0&%%

年到
0&%.

年平均场间关联率的

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

个品种的关联率都呈逐年上

升趋势!且逐渐加快&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在

0&%%

年!即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启动后的第一

年!全国平均场间关联率分别为
&'&)d

'

&'&.d

和

&'&.d

!几乎没什么遗传关联&到
0&%.

年已分别提

高至
&'*0d

'

&')*d

和
&'))d

&同时从图
0?

也可

看出!相比长白和大白猪!杜洛克猪的平均场间关联

率略低!而长白和大白猪比较接近&

本研究同时分析了
0&%%!0&%.

年间一直具有数

据记录的
%*

家杜洛克猪场'

0%

家长白猪场和
%(

家

大白猪场"有的场会同时饲养
0

个或
*

个品种#场间

?'

我国全国范围内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间平均关联率变化趋势"

0&%%!0&%.

#(

O'

部分猪场主要猪品种的平均关联率趋势图

?'7EB-",$-?TBE?

S

BF#--BFRB"-B,,E?R$-

S

P#EXHE#F

!

\?-"E?FB?-" #̂ED,A$EB

Q

$

S

P?E6,$-4A$-?

"

0&%%!0&%.

#(

O'7EB-",$-

?TBE?

S

BF#--BFRB"-B,,E?R$-

S

P#E6?

+

#E,C$-BOEBB",$-,

Q

BF$P$B"P?E6,

图
!

!

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间关联率变化趋势"

!"##L!"#)

#

S7

2

H!

!

.F19;A79C8991C61;91AAF5679

2

:8FR3F8C

%

K59;F5C159;U8FVA>7F1

N

7

2

:5F-A

"

!"##L!"#)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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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关联率&结果同样表明!

*

大品种的关联率趋

势都是上升的"图
0O

#!并且要高于全国的平均关

联率&

图
0O

中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在
0&%%

年的平

均关联率分别为
&'.2d

'

&'2(d

和
&').d

!已高于

全国
0&%.

年平均关联率"图
0?

#&这些场在
0&%.

年
*

大品种平均关联率相应提高至
%'.&d

'

&'/&d

和
&'/.d

!远高于全国
0&%.

年平均关联率&这与

这些场育种水平高且其他场遗传交流频繁有关!因

此也较早遴选为国家核心育种场&

短短几年我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
*

个品种

间场间关联率的提升主要由于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的推动&各核心场间通过遗传交流"活体引种或

精液#使彼此拥有共同血缘的个体增加!提高了各场

间的遗传联系!但我国
*

大品种整体遗传联系仍然

偏低&

!HI

!

区域性遗传评估联合体

虽然我国
*

大品种猪场间平均关联率不高!但

本研究根据同一品种两场间的关联率!绘制了热图

并进行聚类分析&通过热图发现!我国杜洛克'长白

和大白猪核心场间存在局部或区域性关联&图
*?!

*F

反映了杜洛克'大白和长白猪场间关联率聚类情

况&以大白猪为例"图
*?

#!虽然整体上关联率不

高!很多场间关联率接近于
&

&但从聚类分析中可

以看出!有
)

个颜色较深的局部联合体!分别由
%2

'

.

'

2

和
)

个场组成!且场间彼此关联率较高!

)

个联

合体平均关联率分别为
0'1/d

'

%'&%d

'

%'*1d

和

%'0*d

"表
)

#&尤其是第
%

个局部联合体场多且平

均关联率高!达到了可以进行联合遗传评估的程度&

同样!长白"图
*O

#和杜洛克"图
*F

#也存在
0

个和
*

个局部联合体!分别由
%)

'

/

和
%.

'

(

'

1

个场组成&

长白和杜洛克猪最大的局部联合体平均关联率为

*'2*d

和
%'(/d

!也可进行联合遗传评估和联合育

种&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
*

个品种局部联合体的

场数占核心场数的比例分别为
*2'%d

'

0)'2d

和

*%'.d

!表明我国区域性遗传评估可以施行&

表
%

!

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场区域性遗传评估联合体统计

.5E41%

!

01

2

78954

W

8796

2

19167C1M54356789

2

F83

N

A79R3F8C

%

K59;F5C159;U8FVA>7F1

N

7

2

:5F-A

品种

<EBB"

场数

5H6OBE

场名

W?E6

平均关联率

;TBE?

S

BF#--BFRB"-B,,E?R$-

S

杜洛克

XHE#F

%.

K̀Z^

'

_̂ \W

'

:X94

'

J5Z^

'

`Z3:

'

3XNK

'

J5NJ

'

5̀7̂

'

33:Y

'

3̀ 9̀

'

3̀ ^̀

'

3X̂ W

'

<:YW

'

3\Z3

'

K̂ L4

'

KY<W

&'&%(/l&'&)(&

( KXJW

'

:XX7

'

4_5W

'

_̂ 44

'

NWKJ

'

NJK\

'

7̀ L̂

'

XWWJ &'&%2(l&'&02/

1 J<Z3

'

LJL4

'

K̀ 5Z

'

7_\:

'

3;̂ L

'

N:_̂

'

`NẀ &'&%&2l&'&&//.

长白猪

\?-"E?FB

%)

3X̂ W

'

<:YW

'

3\Z3

'

KY<W

'

K̂ L4

'

3̀ 9̀

'

3̀ ^̀

'

:K̂ L

'

5̀7̂

'

K̀Z^

'

33:Y

'

J5Z^

'

:X94

'

J5NJ

&'&*2*l&'&.00

/ `Z3:

'

3XNK

'

<K̀ X

'

3̀ 35

'

LJL4

'

X̀ 3X

'

KJ L̂

'

3X94

'

_̂ \W &'&%2.l&'&0&)

大白猪

#̂ED,A$EB

%2

<:YW

'

3X̂ W

'

3\Z3

'

KY<W

'

K̂ L4

'

;7̂ L

'

33:Y

'

J5NJ

'

KJ L̂

'

5̀7̂

'

:X94

'

J5Z^

'

K̀Z^

'

3̀ 9̀

'

3̀ ^̀

&'&01/l&'&.*&

. ŴK;

'

KXJW

'

_̂ 44

'

:XX7

'

4_5W

'

K:=\ &'&%&%l&'&%()

2 `Z3:

'

LJL4

'

3XNK

'

3̀ 35

'

X̀ 3X &'&%*1l&'&%&.

) 7_\:

'

N:9=

'

3;̂ L

'

K̀ 5Z &'&%0*l&'&%%0

I

!

讨
!

论

本研究计算了能够代表我国猪育种水平的
/2

家国家生猪育种核心场的场间关联率!以分析我国

种猪场间的遗传联系!为我国开展联合遗传评估和

联合育种奠定基础&结果表明!我国当前杜洛克'长

白'大白猪场间遗传联系偏低!这与之前国内的相关

研究结果一致)

%*!%)

*

&

4'̂ ':H-

等)

%)

*分析了我国

*.

'

01

及
%(

个大白'长白及杜洛克猪场间的关联

率!发现有彼此场间联系的猪场数目很少!无法进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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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遗传评估&

N'̀$?#

等)

%*

*分析了北京地区猪场

间遗传联系!结果表明!北京地区也仅实现了部分猪

场的跨场联合评估&提高场间遗传联系的主要途径

是场间遗传交流!通过引种和精液交换扩大各场间

具有共同祖先的后代!建立遗传上的联系和相同的

遗传背景&我国猪场间遗传联系低的根本原因是场

间遗传交流不够!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

#猪场间往

往由于疫病防控'商业等原因遗传交流积极性不高(

"

0

#我国种猪来源渠道多元!遗传背景差异大&前些

年许多场纷纷从国外引种!来源不一!当前国内主要

有美国"美系#'加拿大"加系#'丹麦"丹系#'法国"法

系#和英国"英系#等品系&虽然同为一个品种!但经

过各自来源国或公司的长期选育!各品系间遗传背

景差异较大&王玉梁)

%2

*利用
V@@H6$-?Y#EF$-B(&=

:5Y

芯片通过主成份分析美系和英系猪!发现两者

遗传背景差异很大&国内猪场为保持各品系特点!

往往更愿意从同一来源品系引种!导致我国同一品

种很难有全国范围的场间遗传联系!更多是来自具

有同一引种来源国如美系'加系的局部遗传联系"图

*?!*F

#&杜洛克主要以美国引种为主!其具有彼此

遗传联系的场多于大白和长白猪("

*

#种猪登记不规

范&完整的系谱登记是评价场间遗传联系的根本!

场间遗传联系实际上是两场系谱间的联系!能或多

或少追踪到共同祖先&2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牧

站"种#)

0&&&

*

.&

号#3详细规定了种猪登记操作规

程!本研究发现!从国外同一公司引种的种猪场间没

有遗传联系!主要由于当前国外种猪记录系统与国

内记录系统不匹配!导致存在将引种的个体号修改

或登记不规范现象&使同一个体有多个个体号或父

母号发生改变!因而无法从系谱上找到原本应该具

有联系的场间联系&

相比其他国家或公司育种群体遗传背景单一!

我国种猪来源多样&

:5Y

芯片分析结果表明!虽然

美系与其他国家如丹系猪之间通过系谱无法计算个

体亲缘关系&但根据分子标记建立的个体亲缘关系

可以反映出不同来源的群体存在遗传联系"张金鑫

等!未发表#&近些年!综合利用系谱信息和基因组

信息的基因组选择技术!已经在动物育种中显现了

巨大的应用前景&这一分子育种技术可以利用不同

遗传背景的个体进行联合遗传评估!评估结果准确

性更高)

%.

*

&这对我国猪育种具有更大的意义!不仅

可以实现全国性联合育种!而且可以消除品系门户

壁垒!充分利用不同品系的特点!培育出适合国情的

华系猪&

区域或者国家范围的联合育种是当前国内外猪

育种的共识&无论是丹麦的国家育种体系!还是

YV4

'

J

IQ

#E

及
7#

Q

$

S

,

等国际大型育种公司的育种

策略!都是将多个场联合起来扩大育种群规模!这样

可以提高选择强度'扩大遗传变异'提高育种值估计

准确性!进而加快性状遗传进展&因此我国2生猪遗

传改良计划3也将联合育种作为生猪遗传改良的核

心工作!希望通过筛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来推动

联合育种工作&一定程度的场间遗传联系是进行联

合育种的前提条件&根据本研究!我国
*

大品种杜

洛克'长白'大白猪场间遗传联系偏低!无法开展

全国性联合育种&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尤其

在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推动下!在专家和企业育

种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猪育种工作取得了一些

阶段性的进展&场间遗传联系逐年提高!形成了

局部遗传联合体!各场间有较高的关联率!达到了

联合评估的要求!这与之前张锁宇等)

%1

*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因此!可将这些场划分为联合遗传评

估组!逐步进行适度规模的联合评估不失为一个

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而通过人工授精技术或种猪

销售!实现优良种公猪的跨场使用&进一步建立

和加强场间遗传联系)

%(!0&

*

!最终逐步实现全国性

的联合育种&

依照品种来看!大白和长白猪关联情况要好于

杜洛克猪&加拿大猪遗传改良中心"

44:V

#分析了

该国大白'长白及杜洛克猪
*

个品种从
%//1

至

0&&%

年的场间关联情况&大白与长白猪的平均关

联率从
0d

增长至
*d

!而杜洛克猪则从
*'0d

增至

近
)'0d

)

%&

*

&遗传联系的提高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

程!为了提高场间关联率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

%

#开展局部的跨场联合遗传评估!通过以点带面!

最终实现全国联合育种("

0

#加强区域性高质量种公

猪站建设!通过优秀种公猪的跨群使用提高场间遗

传联系)

0%

*

!区域性公猪站不仅可以从全国范围内遴

选优秀种公猪!而且相比活体引种!精液可以减少疾

病传播("

*

#继续加强场间遗传交流!尽量使用或购

买关联情况较好场的公猪!研究表明!这种公猪在一

个场的后代数达到
%2d

就足以达到
*d

的场间关联

率)

00

*

("

)

#发挥中心测定站作用&测定站可以通过

共同环境建立场间联系!虽然我国目前测定站每年

的测定量有限!且对繁殖性状还无法测定!但是当场

间遗传交流较少的时候!中心测定站是一种提高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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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猪场间关联率聚类热图(

O'

长白猪场间关联率聚类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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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克猪场间关联率聚类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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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中心测定站上传

至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的数据!发挥测定站对场

间关联的作用("

2

#完善国外种猪记录系统!使其适

应国内种猪记录的要求!发挥国外引种促进场间遗

传交流的作用&

%

!

结
!

论

本研究采用关联率方法分析了我国
/2

家核心

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猪的场间关联情况!结果

表明!目前我国场间关联情况总体偏低!大规模的跨

场联合遗传评估还不可行!但可进行局部跨场联合

遗传评估&区域性公猪站和中心测定站建设'规范

引种猪系谱登记等措施有助于增强场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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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3解读及实施中有

关问题的讨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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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雁#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
!"#$

年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发展论坛隆重召开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以下称,分会-#于
0&%1

年
(

月
%&h%%

日在兰州隆重召开了,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0&%1

年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发展论坛-&

大会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期刊编辑学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秘书长孔平涛先生主持&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李传业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李传业先生代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和理事长

黄路生院士!名誉理事长'资深顾问阎汉平研究员向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表达了学会对畜牧兽医行业

期刊的关注和重视!对分会开展活动的肯定!同时也要求分会进一步提升科技期刊服务畜牧兽医学科发展与

学术交流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分会凝聚力'吸引力和自身实力!推动我国畜牧兽医科技的创新'繁荣&

理事长冯艳秋女士做了期刊编辑学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秘书长孔平涛先生汇报了分会各项收

支情况&第六届理事会不断完善分会建设与管理!促进分会会员交流!提高分会职能及实践专业期刊发展(

精心策划年度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圆满完成第六届理事会工作&第七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得到了各会员

单位的积极响应!经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孔平涛先生当选为理事长!郑本艳当选为秘书

长!牛军'石放雄'叶志刚'朱海虹'任鹏'刘全'李?'李寰旭'宋长占'周洪'孟庆生'赵丽丹'睢富根'戴有理当

选为副理事长!王湘黔等
0/

人为常务理事!王玉庭'王惠等
22

人为理事!理事会聘任李宁'杨恒东'周风珍为

副秘书长&经过全体代表一致推举!冯艳秋女士为第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会议表彰了第九届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精品"优秀#期刊'优秀团体'先进个人&学术类'综合指导类'

技术类精品期刊
%2

本'优秀期刊
0(

本!行业贡献奖'发展创新奖'数字化战略奖共
%)

家!期刊领军人物
/

人'优秀主编
0*

人'优秀编辑
)2

人!优秀编务
1

人!优秀营销
*

人!优秀记者
0

人!优秀美编
*

人&2畜牧兽

医学报3荣获学术类精品期刊(编辑部郭云雁荣获优秀编辑'李姝超荣获优秀编务&

会议特邀2读者3杂志社富康年社长,以坚守和创新打造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分享了读者的发展历程(特

邀2

K#HE-?@#P;-$6?@:F$B-FB?-"<$#RBFA-#@#

SI

"畜牧与生物技术杂志#3执行主编赖长华博士以其所主编

的英文期刊为例!与大家一起探索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办刊之路(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副局长'中国

乳业杂志社主编'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主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名誉理事长冯艳秋女士简述了

2中国乳业3杂志的发展历程!分享了杂志开展的市场调研'会议会展'媒体传播给企业'行业'杂志本身带来

的巨大影响&

报告紧扣,期刊的产业化发展及多元化经营-主题!结合各自办刊经验予以阐述!开阔了参会代表的办刊

思路&论坛内容精彩纷呈!交流互动各抒己见&代表们就各自期刊发展现状'困境等问题广泛交流意见!并

达成强化资源整合与合作!主动求变!适应期刊发展新形势的共识&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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