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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我国肖山鸡、白耳鸡、狼山鸡、乌骨鸡、油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肖山

鸡 ( )×白耳鸡 (♀ )等 7个地方鸡种 (含 2个杂种 ) 12周龄血浆碱性磷酸酶 ( AKP)、谷丙转

氨酶 ( GPT )、肌酸激酶 ( CPK)的活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 狼山鸡、肖山鸡血浆 AKP

活性显著高于白耳鸡和乌骨鸡 (P < 0. 05) ;公鸡血浆 AKP活性显著高于母鸡 (P < 0. 05) ;血

浆 AKP活性与 12周龄体重呈极显著相关 (P < 0. 01);白耳鸡、乌骨鸡血浆 GPT活性显著高

于狼山鸡 (P < 0. 05) ;公鸡血浆 GPT活性有高于母鸡的趋势 ,但检验结果不显著 (P> 0. 05)。

血浆 GPT活性与 12周龄体重相关分析表明 ,油鸡达显著水平 (P < 0. 05);乌骨鸡、肖山鸡、

白耳鸡 ( )×肖山鸡 (♀ )血浆 CPK活性显著高于其他地方鸡种 (P < 0. 05) ,狼山鸡显著高

于肖山鸡 ( )×白耳鸡 (♀ ) (P < 0. 05) ;母鸡血浆 CPK活性有高于公鸡的趋势 ,但差异不显

著 (P < 0. 05) ;血浆 CPK活性与 12周龄体重的相关呈负相关趋势 ,但不显著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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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0年代以来 ,特别是 80年代 ,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日趋活跃 ,禽育工作者一方面

从蛋白质、酶水平对种质进行评价 ,另一方面 ,利用生化指标作为辅助选择的遗传标记 ,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 Wilcox
[ 1, 2]发现鸡血清碱性磷酸酶 ( AKP)活性的高低与产蛋性能有一

定关系。黄凡美 [3 ]、周勤宣等 [4 ]报道了中国部分地方鸡的血液生化指标测定值 ,并就生化

指标与生产性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陈国宏等
[5～ 7 ]
报道了鸡血浆 AK P的变化规律及其与

生产性能的关系 ,指出血浆 AKP酶活性高低与鸡生长速度和产蛋性能有较为密切的关

系。吴伟、徐刚等 [8, 9 ]报道了对其他生化指标进行的广泛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均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血液生化指标的价值和应用前景。本研究利用我国的肖山鸡、白耳鸡、狼山鸡、乌

骨鸡、油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肖山鸡 ( )×白耳鸡 (♀ )等 7个地方鸡种 ,针对与

肉的品质性状可能有关的碱性磷酸酶 ( AKP)、谷丙转氨酶 ( GPT)和肌酸激酶 ( CPK)进行

比较研究 ,旨在探明我国地方鸡种在生化指标上的遗传多样性 ,进而揭示生化指标和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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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性状的关系 ,为今后培育优质地方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取 1996年 11月 5日出壳的、发育正常的肖山鸡、白耳鸡、狼山鸡、乌骨鸡、油鸡、白耳

鸡 ( )×肖山鸡 (♀ )、肖山鸡 ( )×白耳鸡 (♀ )雏鸡各 50～ 100羽 ,在同样日粮、饲养条

件下饲养 , 12周龄 ( 1997年 1月 27日 )随机抽取各鸡种 10公 10母 ,用经肝素钠 ( 16. 67

μmo l· s
- 1· mL

- 1 )润湿的注射器从翼下静脉采血 5 mL /羽 ,之后以 3 000 r /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血浆于- 20℃冻存待用。

1. 2　生化指标测定方向

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分别采用磷酸苯二钠法、改良穆氏法和磷酸肌酸显色

法分析测定 [10 ]。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AS软件系统进行统计分析。鸡种间、性别间显著性检验采用 Duncan法多重比

较 ,相关分析采用 Co rr程序进行 [ 11]。

2　结　果

2. 1　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比较

　　 7个地方鸡种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测定分析 ,结果见表 1.

表 1　地方鸡种部分血液生化指标比较

地方鸡种
AK P /nmol· s- 1· mL- 1 GPT /nmol· s- 1· L- 1 CPK /nmol· s- 1· mL- 1

 ♀  /♀  ♀  /♀  ♀  /♀

肖山鸡
2. 89±
0. 89

1. 83±
0. 77

2. 36±
0. 98A

116. 39±
39. 52

97. 47±
32. 54

106. 93±
36. 55AB

322. 73±
21. 17

325. 73±
28. 67

324. 23±
24. 67

白耳鸡
1. 96±
0. 89

1. 50±
0. 90

1. 73±
0. 91B

132. 74±
53. 47

130. 50±
103. 00

131. 62±
80. 16A

249. 55±
34. 51

258. 55±
26. 67

254. 05±
30. 34

狼山鸡
2. 68±
1. 45

2. 06±
0. 87

2. 37±
1. 20A

102. 36±
52. 02

90. 58±
68. 78

96. 51±
59. 64B

280. 06±
9. 84

283. 39±
24. 00

281. 72±
17. 84

乌骨鸡
1. 27±
0. 49

1. 08±
0. 31

1. 08±
0. 41C

139. 60±
25. 89

129. 14±
44. 49

139. 43±
35. 83A

326. 07±
38. 34

357. 57±
130. 19

341. 90±
94. 85

油　鸡
2. 27±
1. 39

2. 14±
0. 97

2. 21±
1. 17AB

135. 79±
48. 50

104. 93±
20. 76

120. 40±
39. 99AB

252. 38±
49. 84

266. 72±
40. 17

259. 55±
44. 68

白耳鸡 ( )×
肖山鸡 (♀ )

1. 91±
0. 44

1. 73±
0. 52

1. 82±
0. 48AB

132. 99±
42. 40

125. 13±
32. 30

129. 06±
36. 95AB

303. 23±
51. 84

327. 23±
33. 34

315. 23±
44. 18

肖山鸡 ( )×
白耳鸡 (♀ )

2. 45±
0. 58

2. 18±
1. 00

2. 32±
0. 81AB

134. 27±
34. 07

116. 31±
44. 09

125. 29±
39. 36AB

227. 71±
31. 67

231. 05±
28. 17

229. 38±
29. 34

总样本
2. 20±
1. 04A

1. 79±
0. 85B

2. 00±
0. 97

127. 78±
43. 27A

113. 43±
55. 39A

120. 56±
50. 02

280. 22±
50. 18A

292. 89±
68. 68A

286. 56±
60. 18

　　注:①公、母鸡单一性别每组为 20个样本 ,公母混合每组为 40个样本。

②表中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P> 0. 05) ,无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由表 1可见 ,地方鸡种间三种酶活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血浆 AKP活性由高到低

依次为狼山鸡、肖山鸡、肖山鸡 ( )×白耳鸡 (♀ )、油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白耳

鸡、乌骨鸡 ,其中狼山鸡、肖山鸡显著高于白耳鸡和乌骨鸡 ( P < 0. 05) ,而与油鸡及两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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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交组合杂种没有显著差异 ( P> 0. 05) ;血浆 GPT活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白耳鸡、乌骨鸡、

白耳鸡 ( )×肖山鸡 (♀ )、肖山鸡 ( )×白耳鸡 (♀ )、油鸡、肖山鸡、狼山鸡 ,其中白耳鸡、

乌骨鸡显著高于狼山鸡 (P < 0. 05) ,而与其他鸡种无显著差异 (P> 0. 05) ;血浆 CPK活性

由高到低依次为乌骨鸡、肖山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狼山鸡、油鸡、白耳鸡、肖山鸡

( )×白耳鸡 (♀ ) ,其中乌骨鸡、肖山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显著高于其他鸡种 ( P

< 0. 05) ,狼山鸡显著高于肖山鸡 ( )×白耳鸡 (♀ ) ( P < 0. 05)。

2. 2　不同性别间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比较

对地方鸡种不同性别间血浆 AK P, GPT, CPK的测定结果 (表 1)表明 ,三个血液生化

指标在性别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中血浆 AKP酶活性公鸡极显著高于母鸡 ( P <

0. 01) ,血浆 GPT有公鸡高于母鸡的趋势 ,血浆 CPK有母鸡高于公鸡的趋势 ,但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 (P> 0. 05)。

2. 3　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与 12周龄体重的相关分析

地方鸡种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与 12周龄体重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 2)表明 ,

血浆 AKP活性与体重呈正相关 ,总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水平 ( P < 0. 01) ;血浆 GPT活性和

体重也呈正相关 ,其中油鸡相关显著 ( P < 0. 05) ,而总相关系数不显著 ( P> 0. 05) ;血浆

CPK活性与体重呈负相关 ,但相关系数不显著 ( P> 0. 05)。

表 2　地方鸡种部分血液生化指标与体重的相关分析

地方鸡种 n AKP GPT CPK

肖山鸡 20 0. 370 50 0. 204 02 - 0. 128 02

白耳鸡 20 0. 319 05 0. 181 18 - 0. 051 23

狼山鸡 20 0. 351 69 0. 247 70 - 0. 371 36

乌骨鸡 20 0. 390 22 0. 020 52 - 0. 232 36

油　鸡 20 0. 233 97 0. 490 40* - 0. 256 22

白耳鸡 ( )×肖山鸡 (♀ ) 20 0. 376 49 0. 392 05 - 0. 070 53

肖山鸡 ( )×白耳鸡 (♀ ) 20 0. 077 48 0. 109 50 - 0. 209 38

总样本 140 0. 416 29* * 0. 007 60 - 0. 090 40

3　讨　论

3. 1　地方鸡种间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的比较分析

　　血浆 AKP, GPT和 CPK在机体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AKP能催化水解磷酸

单酯、磷酸核苷以及 6-磷酸糖之类化合物 ,与骨骼的代谢密切相关 ; GPT主要存在于各组

织的细胞中 ,尤以肝脏细胞中含量最多 ,肝脏组织中所含的谷丙转氨酶的量为心脏、肌肉、

骨组织的 3倍。当组织病变、细胞坏死或渗透性增加时 ,细胞内的酶可以大量释放出来 ,使

血清中 GPT的活性迅速增高。磷酸肌酸激酶是一种器官特异性的酶 ,主要存在于骨骼

肌、心肌和脑组织中 ,正常情况下血清 CPK含量较低 ,当受到应激刺激时 ,由于肌细胞受

损 ,使得血液中 CPK的含量和活性相应提高。本试验测定结果表明 ,地方鸡种在所测定的

3种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血浆 AKP活性 ,狼山鸡、肖山鸡显著高于白耳鸡和乌骨鸡 ( P

< 0. 05) ,狼山鸡和肖山鸡在地方鸡种中属生长较快的大型鸡种 ,而白耳鸡和乌骨鸡则属

小型鸡种。亦即生长快的鸡 , AKP酶活性高 ,而生长慢的鸡 , AKP酶活性低。这一结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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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宏
[7 ]
所报道的结果相一致 ;血浆 GPT活性 ,白耳鸡、乌骨鸡显著高于狼山鸡 ,其情况

恰好和 AK P情况相反 ,即小型鸡种相对较高 ,这一结论与黄凡美等 [3 ]测定的早期结果有

相同之处 ;血浆 CPK活性 ,乌骨鸡、肖山鸡、白耳鸡 ( )×肖山鸡 (♀ )显著高于其他鸡种 ,

狼山鸡显著高于肖山鸡 ( )×白耳鸡 (♀ ) ,在大小鸡种间没有规律性的变化 ,反映了不同

地方鸡种遗传上的多样性及其鸡种所固有的遗传特性。

3. 2　地方鸡种不同性别间血浆 AKP, GPT和 CPK活性比较分析

测定分析表明 ,地方鸡种不同性别间血浆 AKP、 GPT和 CPK存在一定差异 ,特别是

血浆 AK P,公鸡显著地高于母鸡 ,这与陈国宏
[5, 6 ]
报道一致。血浆 GPT公鸡有高于母鸡的

趋势 ,而血浆 CPK有母鸡高于公鸡的趋势 ,但后两者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 ,所分析的

3个血浆生化指标中只有血浆 AK P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而血浆 GPT和 CPK不存在性别

上的差异。

3. 3　地方鸡种血浆 AKP, GPT和 CPK与 12周龄体重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 ,血浆 AKP和 12周龄体重有明显的正相关 ,总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水

平 ,表明 AKP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鸡的生长速度 ,进而可以间接地反映肉的品质

性状之优劣。血浆 GPT活性和体重也呈正相关 ,在鸡种内相关较明显 ,特别是油鸡相关

显著 ;血浆 CPK活性和体重则呈负相关 ,同样在鸡种内表现较明显 ,而在总相关系数值上

表现较弱的负相关 ,反映了该生化指标在鸡种资源中即存在着普遍性的内容 ,也存在着特

殊性的特征。血浆 GPT和血浆 CPK通常在肉品质研究方面是作为肉品病变或产生应激

的一种敏感性指标 ,特别是在猪肉生产中尤为重要 ,而在禽肉生产上能否也作为反映肉品

质好坏的敏感性指标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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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By comparison on activity of plasma AK P, GPT, CPK in Chinese nativ e

chickens, the results shows: 1. Activi ty o f plasma AKP in Lang shan chicken and Xi-

aoshan chickens a re signi 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t of Whi te ea rlobes chickens and Si lkies

(P < 0. 05) ; Activi ty o f plasma AKP in mal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 t of female;

There is a singi ficant posi tive cor relation coef ficient betw een acv iti tly of plasma AKP

and Body w t. at 12 w eeks of age ( P < 0. 01) ; 2. Activi ty o f plasma GPT in White ear-

lobes chickens and Silkies are signi 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 er chickens. Activi ty of

plasma GPT in male is light ly higher than that o f female: There is significant co 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 een activity of plasma GPT and Body w t. at 12 w eeks of ag e; 3. Activi ty

o f plasma CPK in Silkies, Xiao shan chickens and White earlobes chickens ( )× Xi-

aoshan chickens (♀ )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s chickens, and that of

Langshan chickens is signi 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 t o f Xiao shan chickens ( )× Whites

earlobes chickens (♀ ) ; Activ ity of plasma CPK in female is 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There is no t significant cor relation coef ficient betw een activi ty of pla sma CPK and

Body w t. at 12 w eeks o f ag e.

Key words　 nativ e chicken, plasma, AKP, GPT, 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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