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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产奶性能遗传参数的约束极大似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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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锐饲
:
奶山羊

,

方差组分估计
,

约束极大仍然法

K e y w o r d d a i r y g o a t , v a r i a n e e e o m p o n e n t e s t i m a t i o n ,
m a x i m u m l ik e l i h o o d

应用约束极大似然法 ( REM L ) 估计几项奶山羊产奶性状的遗传力
、

遗传相关和表

型相关系数
,

旨在为奶山羊的选育提供最基木的参数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根据西北农业大学教学试验农场 1 9 81 ~ 19 8 6年奶山羊群的产奶记 录
,

共 获

得 22 只种公羊的 30 5只初产女儿的最高 日产奶量
、

9 d0 产奶量和 3 O 0d校正产奶量
。

1
.

2 方法 对于单性状模型 川

y
; j 、 = 卜 + h + s , + e j 、 ( 1 )

式 中 y , 、

— 第 i年第 j头公羊第 k只女儿的产奶性能
; h

— 第了年份的固定效应
,

: ,

一
一

第 j头公羊的随机遗传效应
, e ` j 、

一 一 随机剩余误
。

若用矩阵表示则有
:

Y 二 X h 十 2 5 + e ( 2 )

公羊方差 ( U
. 2

) 和剩余误方差 ( a
。 2

) 的R EM L估计为 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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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M
二 I 一 X (X

产

X )

C
: : 二 ( Z, M Z + A

-

一 `

X S

— 公羊的 B L U P值多

a
. 2

/ a
. “

〕
一 ` ; A

一 ’

— 公羊间的血缘秩相关系数矩阵之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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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 矩阵之迹 , 、 一 知阵之秩
, 刃~ 一 样本总数

; q
一 公羊头 数

协方差组分由下式求得
〔 ” ’

a 。 `
, ( a K Z 一 a Z 一 a “ ) / 2

( 4 )

洲、 、

其中性状 k为性状 i和 i之 和
,

即 a K ’ = V
. ,

(
, 。

) )
。

求出a
. 里

状的遗传力和遗传相关系数
。

本研究应用以下两种 R EM L模型估计性状的方差组分
:

A
一 ’

模型 模型 中考虑公羊间的相关性
,

即方程 ( 3 )

I 模型 不考虑公羊间的相关性
,

即设 A = 1
.

2 结果与讨论

a J “
及口

` , 2

之后很易得到性

2
.

1里方趁组分的估计 两种模型下各性状的方差组分估计结 果见表 I
。

与 A `

模

衰 1 奶山羊部分产奶性状方趁组分估计结果

迭 代次数

A
一 l棋型

仃 2 0 2 仔 2 , 2 Q 2 a 2 仃 2

0
。
0 0 8 2 0

。 2 2 8 3

6

I棋型

1

2

7 4 。
6 50 5

7 6
。
3 5 6 4

7 7
。
5 2 9 6

7 8。
2 0 3 4

7 8
。

5 95 9

7 9
.

0 2 0 8

1 2 3 8
。
25 6 7

1 2 3 7
.

4 4 3 3

1 2 3 6
。
8 8 9 7

1 2 3 6
. 5 7 0: 4

1 2 3 6
。

3 90 8

1 2 3 6
。
1 9 3 0

9 1 1 。
4 6 3 9

9 0 6
。
9 5 6 4

9 0 4
。
0 14 4

9 0 2
。

7 2 9 5

9 0 1
。

7 3 8 5

8 7 2 1
。
8 3 6 8

8 7 2 3
。

7 1 1 4

8 7 2 4
。
9 3 8 4

8 7 25
。 4 7 5 3

8 7 2 5
。

8 8 9 7

,孟心̀

1甘J月

0
。
0 0 5 9

0
。
0 0 5 9

0
。
0 0 6 1

0
。
0 0 6 1

0
。

2 2 7 4

0
。
2 2 7 4

0 。
2 2 7 3

0
。 2 2 7 3

6 6
。 4 3 0 2

6 6
。
6 1 4 1

6 6
。
7 8 0 6

66
。

9 3 1 0

6 7
。
0 6 6 9

6 7
。 1 8 9 6

1 2 43
。
6 7 8 0

1 2 4 3
。 58 0 0

1 2 4 3
。

4 9 1 5

1 2 43
。

4 1 1 6

1 2 43
。
3 3 9 5

1 2 4 3
。
2 7 4 4

8 19
。
1 6 8 8

8 2 0
。
8 8 4 0

8 2 2
。
2 7 0 2

8 2 3
。
3 8 9 7

8 24
。
2 9 2 9

8 7 9 4
。
3 0 6 9

8 7 93
。
5 10 1

8 7 9 2
。
8 66 8

8 7 92
。
3 4 7 8

8 7 9 1
。
9 2 9 4

,U4

5
斑0

迭代次数 0 2

A
一 `棋型

5 1 + 2
Q Z e l + 2 G Z 一 1 + s a Z 一

卜
,

a 么 ` 2 + 3 a Z 。 2 + ,

台0
。
7 3 3 5

8 0
。
5 3 3 5

1 26 3
。
4 0 8 8

1 2 6 3
。

14 4 8

9 17
。
4 4 0 3

9 1 2
。
33 8 7

9 0 9
.

0 10
’

2

9 0 7
。
5 5 6 2

9 0 6
。
4 3 4 5

9 0 5
。
5 6 8 8

8 7 8 3
。

9 17 4

8 7 8 6
。

0 3 8 0

8 7 8 7
。 4 2 4 6

8 7 8 8
。
0 3 3 7

8 7 8 8
。

5 0 2 9

8 7 8 8 。 8 6 5 3

1 4 30
。
8 0 0 6

i二4 2 2
。
。 6` 8

1 4 15
。
8 3 6 0

1
`

4 1 1
。
5 6 7 3

1 4 0 9
。 5 7 9 5

1健 07
。
9 8 9 2

1 54 8 5
。
2 1 9 1

1 5 4 8 8
。
9 8 2 2

1 5 4 9 1
。
6 0 0 8

1 5 4 9 3 。 4 2 9 1

1 54 9 4
。 2 8 1 7

1 5 4 9 4
。
9 6 4 5

通.二,山加舀

月,
5

9

I棋 型

1

2

3

6 8
。
7 2 2 1

6 8
。
3 2 2 1

1 27 0
。

18 1 8

1 2 6 3
。
4 9 2 7

8 1 1
。
4 2 7 3

8 17
。
0 9 1 5

8 2 1
。
17 0 3

8 2 3
。
1 1 9 1

8 2 4
。
6 9 6 7

8 27
。
8 3 3 3

8 8 6 2
。
7 6 9 5

8 8 6 0
。
1 19 2

8 8 5 8
。
2 17 3

8 85 7
.

3 10 5

8 8 5 6
。
5 77 5

8 8 1 5
。
12 2 1

2 4 8
.

5 0 9 3 15 6 7 5
。 4 7 7 9

月q
s

型相比
,

在 I模型 中
,

各性状的公羊方差都为偏低估计
,

说明公羊间的相关性对遗 传 方

差的估计影响很大
。

在生产和育种实践中
,

一个有限的群体中的公羊必定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相关
,

但传统的遗传参数估计方法无法考虑这一因素而假设为非近交群体
,

所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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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讲对遗传方差的估计都是有偏差 的
。

2
.

2遗传今数的估计 各性状的遗传力
、

遗传相关及表型相关 系 数 的 估 计 值 见 表

2
.

由表 2可见
,

应用 I模型估计的遗传力都低于 A
一 ’

模型
,

表明模型 中是否考 虑 A
一 ’

对 剩

余误差方差的估计并无多大影响
; 从遗传力来看

,

最高日产奶量 最 低
,

为 0
.

1 3 9 7
,

9d0

产奶量和 3 o od产奶量的遗传力分别为 0
.

2 4 0 3和 0
.

3 74 6
.

国外许多资料报 道
,

奶 山 羊 产

奶量的遗传力大约在 0
.

2 5~ 0
.

38 之间 川
,

与本研 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

关超等应用 父 系

半同胞组内相关法估计得 3 0 0 d产奶量仅为 0
.

1 6 16 〔 。 〕 .

可 见 传统的方法所估计的遗 传 参

数都是有偏估计
。

衰 2 两种摸型下遗传今傲估计位

性 状 最高 日产 ( 义 1 ) 9 0 d产奶量 ( 戈 2 ) 3 0 0 d产奶 t (劣 3 )

A一 1 欠 1 0 。 13 9 7 0
。

9 3 4 5 0
。
7 0 2 8

模 沈 2 0
. 8 1 6 9 0

。 2通0 5 0 。 50 0 2

型 劣 3 0
.

70 0 5 0
。
83 7 3 0

.

3 7 4 6

I
丫 1 0

.

10 4 5 0 .

5 7 0 7 0
.

7 5 8 1

模 戈 2 0
.

8 18 1 0
.

2 0 5 1 0
.

7 5 5 5

型 戈 5 0
.

7 0 2 5 0
.

53 6 3 0
.

3 4 2 。

注
:

对角线上为遗传力
,

对角线上方为遗传相关
,

对角线下方为表型相关
。

从遗传和表型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

最高日产量与 9犯产奶间的遗传相关高达 0
.

9 3 4 5 ,

90 天产奶量与 3 0 0d产奶量的遗传相关为 0
.

8 0 0 2 ,

表型相关为 。
。

83 7 3 ,

且方向一 致
,

充

分表明利用 9 d0 产奶量对奶山羊进行早期选择是合理可行的
。

3 结 论

( 1 ) 西农莎能奶山羊第一胎母羊的最高 日产奶量
, 9 0d 产奶量和 3 0 0d 产奶量的遗

传力分别为 0
.

1 3 9 7 , 0
.

2 4 0 3和 0
.

3 7 4 6 ; 三性状间存在着很高的正向遗传和表型相 关
,

对于早期选种具有重要意义
。

( 2 ) 忽略了公羊间的相关性会导致遗传方差 的偏低估计
。

在生产实践中
,

对于一

个有限的育种群体来讲
,

公畜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关
,

因此估计遗传参数时应当

应用 A
一 ’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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