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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鸡血清脂酶同工酶研究

马建岗 路兴中

(畜 牧 系 )

摘 要 采用聚丙烯酞胺凝胶 电泳法对我国 3个优 良地方鸡种 (泰和
、

略阳
、

雪峰 )以 及

2个外米鸡种 (来航
、

罗斯 )的血清脂酶同工酶进行了抽样测定
。

结果表 明
,

上述鸡种脂酶位

点 ( E s 一 1 ) 由等位基因 E s 一 1 人和 E s 一
1 ”
所 支配

。

计 算了 各鸡种 E s 一 1位点的基因型和基因 频

率
,

进一步证实 E s 一

护和 E s 一
1
“
基因频 率在蛋用型鸡种和 肉用型鸡种间的显著差异

。

在 E S 一
i 人

区域区分出一条新的同工晦变异体
,

证实 E s 一 I A
基因 可进一步 区 分 为 E s 一 I

A ’
和 E : 一 l勺两 个

等位基因
。

关锐词 家鸡
,

脂酶
,

同工酶
,

基因频率

中图分类号 5 8 31
.

2

脂酶参与家鸡体 内脂肪的分解与合成
,

广泛存在于机体血液与组织细胞中
。

自本世

纪 60 年代后期sC
u k a和eP t r

vo sk y在家鸡卵白和血清中发现脂酶同工酶的变异型后
〔 ” ,

国

外学者确定脂酶同工酶等位基因系统
仁2 ’ “ ’ 、

脂酶位点基因频率在不同用途鸡种中 的差

异
、

脂 酶 基 因 型与家鸡经济性状间的关系
仁̀ ’ “ 〕 ,

以及建立家鸡体内异点同工酶系统等

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
〔 “ ’ 7 ’ ,

为生化标记位点应用于家鸡遗传育种领域提供了线索
。

我国对家鸡血清酶蛋白多态性研究起步较晚
,

有关血清脂酶 的变异型研 究 报 道 甚

少
。

本试验测定了我国 3 个地方鸡品种
、

2 个引进品种 (品系 ) 的血清脂酶同工酶型
,

以了解脂酶位点在我国地方品种鸡以及引进鸡种的等位基因系统及其基因分布特点
,

为

地方鸡种 的保护
、

选育与利用积累基础遗传资料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样 本来源和血清制备

试验以我国特有的乌鸡品种泰和
、

略阳
、

雪峰鸡为对象
,

并用引入品种 白来航和罗

斯鸡作对照
,

于 1 9 8 9年 7 ~ n 月先后在陕西省韩城矿务局鸡场
、

陕西省略 阳县 有关 农

户
、

湖南省黔阳县畜牧良种场
、

陕西省农业学校试验鸡场和陕西省南郑县种猪场养鸡场

随机选取泰和鸡 1 00 只
、

略 阳鸡 56 只
、

雪峰鸡 97 只
、

来航鸡 55 只及罗斯鸡 77 只
,

用 采血

针头在鸡的翼下静脉取全血 3 一 5 m L于离心管中
,

使其自然凝固
,

将析出的血 清 移入

洁净的小瓶内置冰箱 〔 一 20 ℃ ) 保存备测
。

1
.

2 电泳

采用垂直平板式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法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对血清样品进行同

工酶分离
。

浓缩胶浓度为 4%
,

分离胶浓度为 8%
.

采用 P ou l ik 的不 连续缓冲系统
,

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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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液为 4 0 m m o l / L t r i s一 8
.

5 m m o l / L柠 檬 酸 ( p H s
.

3 ) , 电 极 缓 冲 液为 0
.

o 6 m o l / L

N a 0 H O
.

1 9 m o l / L硼酸
。

电泳初始电流为 4 0 m A
,

电压 l o o V
,

3 0 m i n后电流升至 6 0m A
,

电压为 2 00 V
,

电泳持续时间约 3 ~ 4 h
.

1
.

3 凝胶孵育与染色
-

电泳结束后
,

弃去 4%浓缩胶
,

留下分离胶置于 o
.

Z m ol / L 的磷酸缓冲液中 (P H 6
.

8)

在 37 ℃下预孵 5 ~ 10 m in
,

然后 移入 0
.

02 m ol / L磷酸缓冲 液 中 ( p H 6
.

8) 孵 育 染 色约

30 m in (内含 Zm L I %的 a 一
蔡基乙酸脂丙酮溶液

、
8 0m g固兰B盐 )

,

脂酶酶谱将 呈 现 紫

蓝色条带
。

2 结果与分析

脂酶同工酶 的电泳照片如图 1 所示
。

参照文献 ( 4 , 5 〕
,

标出了照片各样本的表现型

与基因型
。

值得注意的是在 E* 1 快 带 区

域
,

个别个体表现两条带 (见图 l样本 5 )
。

这与 K ur y l的实验结果及其 所 提 供 的电

泳酶谱非常相似
〔 “ ’ 。

关于各条带 的着 色

深浅
,

有人认为有相当大的 差 异
〔 “ ’ ` 〕 。

从本试验 的电泳照片中可以看出
,

不同 样

本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

同一样本的 2 条杂

合带亦不相同
,

以慢带染色较浅
。

酶带 的

着色程度与酶 的活性有关
,

活性愈强
,

染

色愈深
。

2
.

2 脂醉同工酶变异型在各品种中 的 频

率分布

利用 X“
检验对 5 个品种 sE

一 1各表型频

率与理论比率进 行 H a r d y一W ie nb
e r g 平 衡

性检验
,

结果显示
,

各品种 sE
一 1位点基因

处于平衡状态
。

图 1 鸡血清脂酶同工酶
1 ~ 6个样本的表现型依次 为 F S

、

S
、

5
.

F S
、

F
、

s
,

基 因 型依次 为 A B
、

B B
、

B B
、

A B
、

A A
、

B B
.

其中

第 5个样本在E
n 一 1快带 区域 表现两条带

裹 1 家鸡血清脂酶的基因型与签因频率

基 因 型 频 率 基 因 频 率

品种 样本总数 A A型

个体数 频率

B B型 A B型

基 因 频 率

A R

个体数 频率 个体数

来航

罗斯

泰和

略 阳

, 峰

5 5 2 6

7 7 3 0

1 0 0 3

5 6 3

9 7 5

0
。
4 7 2 7

0 。 3 8 9 6

0 。
0 3 0 0

0
.

0 5 3!。

0
。
0 5 1 5

6 0
。

1 0 9 1

1 2 0
.

1 5 5: 8

7 7 0
。

7 7 0 0

3 4 0
。
6 0 7 1

6 7 0
。
6 9 0 7

频率

0
。
4 1 8 2

O
。
4 5 4 5

0。 2 0 0 0

0
。
3 3 9 3

0
。

2 5 7 7

0
。
6 81 8

0
。
6 1 6 9

0
。
1 3 0 0

0
。
2 2 3 2

0
。
1 8 0 4

0
。

3 1 8 2

0
。
3 8 3 1

8 7“ 9
7 7 6 艺

0
。
8 1 9 6

2335201925

田表 l 可以看出
,

我国 3 种乌鸡 sE
一 I

A

的频率较低
,

而 sE
一 1 ”

频率 占 优 势
, 2 个外

来鸡种反之
。

来航鸡和罗斯鸡均为典型的蛋用鸡
,

我国 3 种乌鸡都偏肉用型
,

可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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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用途的鸡种间在 E 、
·

1位点的频率差异十分显著
,

这与木村和 横山等人 的结论 相 吻

合
。

为说明问题
,

现将前人 的研究结果列于表 2
。

承 2 不同生产用途鸡种间 E s 一 1位点蓦因频率的差异

一
一

~
-

一一
二￡二二 , 一~ ~ ~

一

一一一
夸~ 叫曰

一

一一
~

一

一
, . . . , 内眨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经济类型

肉用 型

蛋用型

数 量 E
s 一 I A

2 9 7 8 0
。

2 85

2 5 5 0
。

2 8 6

1 5 5 1
。

0 0 0

1 1 7 0
。

8 8 0

1 4 1 0
。

7 0 0

E
s 一 1 ! `

E
s 一 I C

O
。

6 1 5 0
。

1 0 0

0
。

7 1 4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0
。

1 叮
, 0 0

。

0 0 0

0
。

3 0 0 0
。
0 0 0

吃研究 者

G
r u n d e r r : 1

木村和横山 [ .]

G
r u n d e r ￡̀ J

木 村 r l 一

K i m u r a r l 一 ]

对照表 1 和表 2 不难看出
,

sE 一 l位点等位 基因频率 的差异
,

似乎为肉用型鸡种与蛋

用型鸡种间划出了一条分界限
。

前者以 sE
一 1 “

频率为高
,

后者则 以 sE
一 I A

频 率 占 优势
。

3 讨 论

3
.

1 月旨酶对底物的选择性

脂酶与固蓝 B的染色反应
,

需预先与底物结合
。

一般文献所介绍的脂酶染色 反 应的

底物为
a 一
蔡基丁酸盐

〔 3 ’ “ ’ 。

本研究选择 H o s ill g u “ ih 等人所用 的
a 一
蔡基乙 酸 盐的丙 酮 溶

液
,

得到极为清晰的紫蓝色同工酶区带
〔 , 〕 。

可见脂酶对底物 的选择性并不强
,

利 用 这一

特点不仅在选择脂酶反应底物时可节约试剂费用
,

而且为今后开展脂酶同工酶研究从检

出程序上提供了方便的途径
。

3
.

2 支配脂酶同工酶的等位基因

家鸡血清脂酶 ( E
s一 1位点 )具多态性的事实虽几乎同时被不同 的学者所发现

〔 ” “ ’ 6〕 ,

但等位基因的数目一直未被确定
。

先前 的实验多采用 s m i让 e 。 的淀粉凝胶电泳 法
,

K u r y l

改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法后
,

使酶带 的清晰度大为增加
,

将先前 的sE
一 1位点 3 个等显

性复等位基因系统进一步扩展到 4 个
,

并用家系资料验证了自己的推断
。

但这一结果未

引起人们 的足够重视
,

后来的研究者仍采 用sE
一 1人

、

sE
一 l ” 、

sE
一 I c复等 位基因系统

。

本

研究发现
, E 。一 I A

基因明显可区分为 sE
一 I A ’

和 sE
一 I A “

两个等 位基因
,

只不过由于sE
一 I A “

在家鸡各品种中出现的频率较低
,

人们才忽视了它的存在
,

沿用先前的方法将 E s一 1 人 ’
记

为 sE
一 l 人

.

严 格说 来
,

这 种 标记方法是有缺陷的
,

因为当sE
一 I A ’

和 sE
一1 人 “

同时被 检 出

时
,

传统 的标记方法将难以应付
。

因而K u r y l的A
, ,

A
: ,

B
, C复等位基因系统具 有较强

的科学性
。

在本试验的鸡种中
,

所测样木只出现 A
; ,

A
Z , B 3 个复等位基因

。

3
.

3 脂酶等位基因频率差异与地方鸡种的选育方向

本试验和以前 的研究都证实蛋用型鸡种和肉用型型鸡种在 E * 1等位基因频率上存在

着显著差异
,

这一客观事实对我国地方鸡种的选育与利用有所启发
。

我国现存的一些地方

鸡种适应性强
,

在许多方面有独特之处
,

但多数没有经过系统选育
,

生产方向不 明确
,

从

而影响了生产潜力的发挥
。

今后确定地方鸡种选育方向时
,

在考虑体形外貌和生产性能

的同时
,

应对其 sE
一 1等位基因频率进行测定

,

若 sE
一 I A

频率高
,

可向蛋用型方向选 择
,

若

E 。一 1 “

频率占优势
,

则向肉用型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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