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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
、

晋南和南阳黄牛血红

蛋白多态性的研究

武 彬 邱 怀 (导师 )

(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 )

摘 要

本研 究采用 聚丙烯醚胺凝胶 电泳法分 离了秦川
、

晋南和 南阳三个 良种黄牛

的血红 蛋白多态性
, 借助 于遗传标记分析和比较 了三个贵牛品种的 分布特点 以

及与其它品种的遗传差异 , 为研完黄牛品种间的遗传关 系以及我国
·

良种黄牛的

起 源问题提供 了基础的遗传资料
。

关桩词 黄牛品种
; 血红蛋 白

; 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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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发现血红蛋 白 (于I ae
, n 。
以

o b i n
,
H b) 的多态性在许多动物 中都存在 ,

各个品

种都有其特性
。

自从 C a b a n n e s和 S e r a i n ( 1 9 5 5 ) 仁’ J用滤纸电泳 法 在 阿尔及利亚牛中

发现 H b型有 A , B两种变异以来
,

各国学者对牛的 H b型的品 种特点
,

地 区差异 及其与

生产性能
、

繁殖性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
。

近年来 ,
又 对 H b型 与疾病发

生
,

生态环境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积累了颇多的宝贵资料
,

这对家畜育种
、

疾病防治及生态环境适应性诸方而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但关于我国 良 种黄牛 H b

多态性的报道很少
。

因此
,

了解我国黄午 H b多态型的分布特点
,

借 助 遗传标记 除测黄

牛品种的遗 传结构
, 研究它们的起源与分化是非常必要的

。

材料与方法

(一 ) 血样的采取及血红蛋白液的制备

本试验于 19 8 4年 2一 6月分别在陕西 省乾县秦川牛场
、

河南省南阳地区黄牛场
、

山西

省运城地区黄牛场和种公牛站
,

随机选取五岁以上的健康成年牛 1 17 头 供 采血
,

其中秦

川牛 4 5头 (公牛 8 头 )
、

晋南牛 3 2头 (公牛 6 头 )
、

南阳 牛 4 0头 (公牛 8 头 )
。

血液盛

. 木文为硕士论文一部分
。

令 . 本研究得到本校侯芸讲师
、

陕西省乾县秦川 牛场
、

山西省运城地 区和河南省南阳地区黄牛场

等单位的支持和协助
,

谨致谢意
。

本文于 1 9 8 5年9月 7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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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有肝素抗凝剂的试管 中
, 按常规方法制备血红蛋白液

,

冰箱保存备用
。

(二 ) 凝胶板的翻备

采用聚丙烯跳胺垂直平板凝胶电泳法
, 试剂的配制及凝 叙板的制备均按测定黄牛血

清蛋 白质多态型的方法
〔2 ,
进行

。

(三 ) 电泳与络色

在试样格内加入 2 %的血红蛋自液 4微升
, 再加入 电极缓 冲液

。

起初电压 60 伏
,

电

泳 10 一 15 分钟后
, 再将 电压调整为 1 20 伏电泳 5 小时即可

。

取出凝胶板后 , 采用联茉胺

染色法 ` . 〕 。

(四 ) 血红聋白型的判定

H b型的判定以阿部等 ( 1 9 6 9 ) 仁̀ 了提供的 照片和模式图为依据
, 按电泳 相对迁移率

计算区带分布位置确定之
。

结果与分析

’

按上述方法对三个良种黄牛的血红蛋 白分离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中原黄牛的 H b 型

共表现六种基因型
,

除表现 A A
,

B B和 C C三种纯合体外
,

还表现出 A B , A C和 B C三种

杂合体
。

其各基因频率如表 1所示
。

从表中可知
, H b基因型频率的分布与品种有关

。

表 1 筑牛血红班白基因截颐牟

子种
测定头

数

A人 B田 C C A B A C B C

N } % 】 N } %
“
}
% N

l
%

}
N

【%

nU八11ōOU工ó目丹bt了23nùn甘O口Q八h八U

J八

216

841006200

哎U

0摊e

nJ

01̀00t
J
O

ùbg
óU

…
斤̀R一ù勺

l佑-1法巴
,

从I’
叮̀nùRù22

,1nó9
nU

42
J

4秦川牛

晋南牛

南阳牛

%

2 0
。
0 0

1 3
。
7 9

2
。

5 0

1 2
。
5 0

根据 H a r 己y 一W
e i n b e

gr 定律分析并证明
j

H b型受一个位点上的三个 等显 性复等位

基因 H h A
、

H b B和H b C所支配
。

从表 2 可知
, H b A在各品种中频率 最高

,

H b B和 H b C

在各品种中表现出较大差异
, 尤其表现在 H b C上 , 我国黄牛与 国外牛 品种 〔今’ 5 ’ 。 〕迥然

不同
, 与欲洲的荷兰牛和罗马尼亚牛差异更大

。

就三个黄牛品种而言
,

秦川牛 H b A 频率

较高
, 晋南牛 H b B频率较高

夕

南阳牛 H为C频率
r

较高
, 明显表现出品 种的分布 特点

,
秦

川牛与晋南牛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

表 2 我国黄牛与其它牛品种血红蛋白基因续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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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份
`

试验结果表明 , 三个黄牛品种乱型的分布
, 既有相同冬处

, 也表现声 各品种的若

干特点
, 这与它们的起源和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有着密切关系

。 了 几
.

一
: 一

从生态类型看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阳牛是我国著名的地方良种黄牛气都属于巾原

黄牛类型
, 主要分布于黄河 中下游的陕西关中

、

山西中南部和河南等省
, 地理位置上相

距不远 ,
自然环境有许多共同之处

,
加之社会因素的影响

,
使其在中原平原上形成了生

态特征基本类似的一个黄牛群体
, 它们在各自的独有的生埠户又孕育 出不 同 的优良品

种
。

这是牛的遗传特性与生态环境在其进化与系统发育过程中不断同化与转化的结果
。

本试验的结果也完全印证 了上面的事实
, 即 H b型的复等位基因种类在各 品种 中的分布

基本相同
, 只不过是各基因频率在品种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
各基因组合体系 (即基

因型 ) 反映了各地方品种的显著特点
,

」

这也是共同生态环境下不同
“ 小生境

” 所致的结

果
。

盯
户

前兰

据报道
〔’ 〕 ,

黄牛中最常见的 H b变异体是 H h A 和 H bB 宁大部分欧洲 血 统的牛
,
如

、

海福特
、

短角
、

安格斯
、

爱尔夏等品种只有 H b A而没有 H b B型变异
。

娟 姗
、

西

门塔尔
、
更赛

、

拉脱维亚
、

科斯特罗姆等牛品种以及南欧
、

北非大多 数
.

牛均存在 H b A

和 H b B两种变异型
; 印度牛中尚有 H b C

、

D和 K h i l l a r i等变异型
。

大 石等 ( 1 9 6 8 )
“ ,

报告
, 日本和牛与朝鲜牛中 H b C分别以 0

.

03 %和 1
.

26 % 的较低 的频 率出现
,
而我国台

湾黄牛频率较高
,
为 14

.

17 %
。

我国这三个黄牛 H b C的频率介于 日本牛
、

朝鲜 牛与我国

台湾黄牛之间
,

秦川牛和晋南牛分别为 6
.

25 %和 6
.

9% , 而南阳牛高达 28 %
。

由此可见 ,

我国中原黄牛品种与欧洲牛大不相同
, 表现了亚洲牛的显著特点

。

就亚洲牛的地理分布

可以看出
,

从北向南 H bC的频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这与 C or ck et t等 ( 19 63 ) 和 N ia k

等 ( 1 9 65 ) 所报道的印度瘤牛有较高的 H b C的结果基本一致
,
可见中 原黄 牛 在形成过

l

程中是受瘤牛影响的
。

据历史考证 〔7」 , 中原黄牛的直系祖先是形成于中亚的亚 洲原牛
。

黄牛在 家养前巳

掺进了瘤牛型原牛和欧洲原牛的血液
。

距今四
、

五千年前的史前时期
,
黄河流域相当暖

和 , 直到殷商时代 ,
象

、

瘤牛之类的热带动物还在中原驰 骋
,
可见瘤牛影 响已

卜

相当普

遍
. 唐代三彩陶牛造型之一 `旬 ,

体型魁悟
,
肌肉 充实

, 并兼 有瘤牛颈 垂
、

肩 峰
_

和立

角
,
反映了 当时瘤牛血统已达陕甘一带

—
我国当时经济文化的腹地

。

这些历史的考证

似乎 与本实验所得的结论十分吻合
。

就体型外貌来看
, 南阳牛 似乎含有 更 多的瘤牛血

统
, 这恰与 H b C频率较高是相符的

。

总之 ,
本试验的结果与历史

、

地理及形态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

可见 , 借助于生

化多态型研究家畜品种 间的遗传关系
、

就三个黄矫品种 H b型的表现而言
,

品种的起源与进化
,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

在各品种中尚未表现出 个别 纯 合 体 或杂合体

(见表 l)
。

究其原因
,
尚未作进一步研究

。

据国丙外报道 闭 , H b型与 繁 殖力
、

寒病

发生和生态适应性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
。 二

v 。 e皿等 图
`

( 1 9 7 8 )泣对尼 日利亚北部 干旱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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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只羊的 H b型进行研究
,
发现除 1只外

, 均为 H b B B型
, 即使 原 来 具有 A A

、

A B和

B B型的引进羊
, 也只有 B B型

。

后来发现 H b B B型羊有较高的繁殖率
,
羔羊死亡率较低

,

对干燥环境的适应性较强
。

我国这三个黄牛品种 H bB B
、

C C和 B C均以较低 频率出现或

者不 出现
, 以及与 繁殖性能

、

生态环境适应性及疾病发生均关系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

究 , 同时也可进行 H b型与生产性能关系的研究
。

小 结

1
.

秦川
、

晋南和南阳黄牛 H b型共出现六种基因型
,

分别受一个 位点 上的三个等显

性等位基因 H b A
、

H b B和 H b C所支配
。

2
.

各品种中 H b型的基因型频率和 基因频率 的分布 有所不同
,

秦 川牛 H b A频率较

高
,
晋南牛 H b B较高

,
南阳牛 H b C较高

。

秦川牛与晋南牛有更 多的 相似之处
, 这与生

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

3
。

中原黄牛的 H b型分布表现了亚洲牛的特点
,

尤其是 H bC的分布反映了 我国中原

黄牛含有瘤牛血统
, 这与历史的考证基本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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