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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黄牛品种资源遗传检测的研究 

武 彬 常 洪 耿社民 

陪 牧系) 

摘 要 采用蕴坑随机整群抽样法在乎利黄牛分布区选择三个系统八个群体抽取样本 

125头．以血液蛋白质多态性、毛色分布和外形特征作为遗传标记检测该黄牛的品种资源． 

结果表明．平利黄牛所持有的基因库基本反映了我国黄牛品种的特点，含有部分痛牛血统． 

属于我国黄牛从北方向南方分布的一个过霞型地方黄牛品种． 

关蕾饲 黄牛．血液蛋白多态性 毛色 外形特征 遗传标记．系统随机整群抽 

中圈分类号 S823．810．2 

家畜品种资源的调查研究是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以往调查品种 

资源主要借助形态、地理以及历史方面的资料．对我国畜禽品种的分类和区划起了重要 

作用．但仅依靠这些资料，对品种基因库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时对品种的起源 

分化问题难以述清，而且取样和资料处理的方法不够科学．对调查结果的可靠程度缺乏 

定量上的依据．为此，国内外都在不断地寻求各种遗传特征作为研究品种的标记性 

状【lJ．加上合理的统计处理使其更科学地捕述品种特性．本研究以平利黄牛的血液蛋白 

质多态性、毛色以及外形的遗传特征作为标记性状，检测牛群的遗传资源．了解和揭示 

该品种的遗传结构及特性．为合理使用和保存黄牛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抽样调查方法 

采用系统随机整群抽样法 晰平利黄牛的主产区陕西省平利县划分成三个太区 (即 

三个抽样系坑)．据调查各区黄牛实际分布头数为吉阳区8 078头、洛河区 1 865头，秋 

坪医 2 665头 在各区内分 2～3个群体．然后 在区内按 O．5％～2％的比例施行随机抽 

样．三医内分别选取 3 以． 健康牛47头、36头和 4l头合并成总体样本．静脉采 

血、分离血清和箭备血红蛋白液备测，同时登记毛色和外形特征． 

1．2 实验童舅定项目与方法 

采用聚丙烯酰胺平板凝胶电罚：法Ⅱ’测定血红蛋白 (rib)、运铁蛋白 (Tf)、后运铁 

蛋白 (P∞、后白蛋白 (Pa)、碱性磷酸酶 (Akp) 和用混合淀粉凝胶电罚：法[41测定血清 

白蛋白 (AIb)和 Tf的多态性． 

1．3 毛色分析 

根据牛毛色分布的遗传规律 ，将所观察到的各种毛色表型归属于不同的基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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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计算各种毛色基因型的频率． 

1,4 外形特征分析 

观察的外形特征主要包括头型的长短、耳型 的圆与尖、体型的长猿与短阚、肩峰 

胸垂和脐垂的大 、小 无等性状．根据性状的相对关系归为六类．求出各种类型的频 

率． 

1．5 资料的统计处理 

1．5．1 系统随机壁群抽样基因或表型频率估计 

．  ) 
． 

式中 N．-一抽样所在系绕的总头数； Ⅳ．——第 群̂体的总头数； 

P．
． 

— — 随机整群抽样的基因(或表型)频率的估计值- 

1．5．2 抽样误差的估计 

⋯  

一

． 
( ) 

式中 ( ．日—— 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差- 

即 1( ／．1) 一 
式中 七——系统内抽样群数； ．．——第 群抽样头数： 

。

— — 系统内平均群抽 头数： P ——第 群的基因(或表型)频率； 
‘ 

P ——第c群的基因(或表型)频率． 

1．5-3 可靠性估计 
- l 1 12 

口 一j。 e 
式中 ——标准偏差． 

1．5．4 精确度估计( 一2) = ·0 ，f|』．日 

1．5 5标准离散度 0=√∑s：。／， 】 

式中 —— 系统内平方和． 

2 结果与分析 

2．1 血液蟹白多态性 

血液蛋白六个多态位点测定的基因频率列表 1．从表中可见，除 Akp外．其它五 

个位点都受复等位基因支配，尤其是Tf~fl Alb出现了较多的基因类型。趣与其鬯黄牛 

品种的铡定结果 目娄似．但基因额率的高低有一定差异． 

在 Hb位点 上 ．平利 黄 牛的 Hb 频 率相 近于南 阳 牛的 0_662 5．而与秦 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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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7 5)差距较大，与 巴山黄牛类群的西镇牛(0．746)也较接近㈨．Hb 和 Hb 也出现类 

似晴况，这可能与平利黄牛和南 黄牛地理位置较近有关． 

表 1 平利牛血液蛋白位点的基因频宰 

在 Alb位点上，B基因频率蛙高，同时也检出 c和 D两种基因．据报道 ．亚 

牛、瘤牛及含 有瘤牛血统的牛中 B频率较高，欧洲牛中 A频率较高。Singh等报道瘤 

牛血统牛含有 c和 D 基因 J．本研究结果与这些报道相符，可见平利黄牛是一种台有 

瘤牛血统的黄牛。 

Pa位点有 基因，Pa 的频率与武彬 报道的秦川、晋南和尚闹黄牛基本一致， 

但发现了 P。 基因．有研究报道，欧洲牛中Pa 频率较高，而亚洲牛，特别是受瘤牛 

影响较大的品种 Pa 频率较低 ，平利 ：的Pa 频率低于秦川和晋南牛．说明平利 ：受 

瘤牛影响程度较大。 ， 

Tf位点鐾因较为复杂，出现 l6种基因型，受 6种复等位基因支配，Tf￡和 T广频 

枣较高 ．Aston曾报道，瘤牛型品种 中有 T 和 T。 基因 1，平利牛中也查出了 TI 基 

因，说明平利牛与瘤牛有一定的类缘关系． 

Akp位点 的测定结果与大多数报道一致，出现 F 和 F0两种基因，F0的频率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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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毛色的遗传分析 

据调查 123头平利黄牛的基本毛色以黄．红为主f占 86％)，其次有部分黑色或白 

花个体．除基本毛色外．在牛体的不同部位又表现出诸如晕毛、聱毛、黑斑 白斑等类 
型．将它们归类为八个基因位点 ．所求的各基因型频率如表2． 

袭 2 平利黄牛毛色遗传分析结果 

从毛色的遗传分析来看，平利黄牛的毛色类型与我国南方的一些山地牛品种相类 

似【lJ．比北方的几个主要黄牛品种(如秦川牛、晋南牛等)杂色毛较多．属于从北方向南 

方过渡的一种毛色类型． 

2．3 井形的遗传特征 

从调查酊 ]24头乎利黄牛外形特征统计结果(表 3)看出．乎利黄牛头型长短适中．体 

型短闻，多半具有肩峰，胸垂较大，母牛大部分无脐垂．公牛部分脐垂较大，部分较 

小．圃端耳和尖端耳近似各半．与秦川、西镇等黄牛品种相比明显地表现出该品种的典 

型特征．我们同时研究的秦川牛和西镇牛的圆端耳分别为 98．9％和 82％．平利牛为 

43．7％；秦川牛体型以长狭为多，而平利牛短宽的较多．从外形看．平利牛属于南方山 

地黄牛中比较典型的一个黄牛品种，外形特征明显地反映了该品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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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t 平利黄牛的遗传标记特征 

据 《中国牛品种志》划分，平利牛属于巴山黄牛的一种类型．由于它所处的生态 

小生境。与其它品种的差异．使它表现出白己的独特之处．从本研究血液蛋白位点多态 

性、毛色及外形的遗传标记分析来看．平利黄牛所具有的基因库明显地反映了我国黄牛 

的特点：(1)从血液蛋白位点上铡得基因类型与我国的其它黄牛品种相类似．在 Hb， 

Tf-Pa和 Alb等位点上的基园揭示了它与我国中原黄牛一样舍有瘤牛血统：(2)平利 

黄牛的毛色属于我国大多数黄牛品种的毛色类型：(3)外形特征基本属于北方向南方黄 

牛过渡的一种类型．但是，该品种所特有的个别基因及其基因频率、基因型及表型频率 

明显地反映了该品种的典型特征．它所古的瘤牛血统成分比北方黄牛品种高，而比南方 

黄牛品种低．Hb 频率与南阳黄牛很接近，这与它们所处的距离较近．生态环境基本 

类似有一定关系． 

以上标记特征明显表明．平利黄牛是我国黄牛品种中一种典型类群，是从北方向南 

方的一个过渡型地方黄牛品种． 

3．2 对标记性状准确性的度量 

采用系统髓机整群抽样法的可靠性及抽样效率已有论述 ．从本研究计算的各种频 

率所附的估计方差、可靠性 精确性和标准离敞度来看．对频率出现在 1％以上的估计 

值．都达到了可靠性强、精确度高、误差小的目的．但频率较低的类型．如 Tr日基因和 

毛色中的 ss基因型个体的频率估计值，未达到可靠和辅确的程度，这些类型要获得可 

靠数据．可根据它们的标准离散度来扩大取样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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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我国黄牛品种资源调查抽样中，忽视了对各种频率给予可靠性及精确胜的 

度量指标，给品种的比较和分类带来一定的误差．本研究给出了各种频率的可靠性参 

数，以便对各估计值的抽样误差进行准确的描述，并对可靠性较差的估计频率，可通过 

标准离散度确定另行抽样规模。建议在我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研究中采用系统随机整群 

抽样法，并指出准确性参数，以便衡量． 

4 结 论 

血液蛋白多态性、毛色及外形特征三方面的遗传标记研究揭示了平利黄牛基因库内 

容，反映了我国黄牛的基本特点．含有瘤牛血统，是我国北方黄牛向南方黄牛分布的一 

个过渡型黄牛品种类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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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Genetic M onitoring~of Pingli Yellow 

Cattle Resources 

W u Bin Chang Hong Geng Shemin 

(Department of{口 ，Husbandry) 

Abstract The genetic monitoring wa9 carried OUl 011l eight herds(n 1 25)froml 

three systems of Pingli Yellow Cattle with blood protein polymorphism loci， coat color 

loci and exterior features as genetic markers by the stratified random c 1
．

ust
．

er sam
．

pling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breed distribu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 Pj g1j Ydlow Cattle 

ha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cs of other Chinese Ychow Cattle brccds affceted by．Bos 

Indicus．(Zcbu)during 由c origin and evolut，ion．。Pingli breed is a transitio
．

nal loc
．

al 

Chinese Yellow cattIQ breed distribut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in China． 

Key words Yellow Cattle，blood protein polymorphism ，COat color，exterior physica1 

characteristics，genetic marker。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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