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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性一显性遗传模型

数据处理 的计算方法研究

崔异 」寸 聆洲
不冷 户匕

、

岁‘

( 西北农学院基础课部 )

本文对加性
—

显性模型的尺度检验及遗传力的估计的计算法进行了探讨
,

为电子

计算机进行教据处理提供了一些普遍而有效的方法
。

一
、

世代均数分量及变异
.

分量

设基因频率为
宁

,

大 亲为 ”
1 ,

小亲为 ”
2 ,

中亲值为〔m 〕
,

离中平均效应为团
F

,

代离中亲平均效应为 〔h 〕
。

这些效应为累加性的
,

且对均数
、

方差
、

协方差 等统

计量的贡献是彼此独立的
,

这样的模型叫加性
—

显性模型
。

经计算各世代均数分量如表

l
。

表 1 中
,

B
工

为 P , 火 F
,

( 回交方式之一 )
,

B
:

为P : x F
:

( 回交方式之二 )
,

5
3

为 F 。

中同胞交配的子代
,

s :为 F 。

中同胞交配的子代
。

表 l
、

各 世 代 均 橄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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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性显性模型的表型方差可分解为加性分量 D
,

显性分量 H
,

环境 分 量
a 。 ’

及

表示显性方向的 F 分量四部分
。

经计算
,

各世代变异分量如表 2
。

(群体 ) FFFFF

0

0

0

0

0

1

一
一
丁

上
4

立16⋯
1

丁
3
一
4

⋯

一 (
一

奇)一
‘

(于)
’ 一 ‘

’

一 (

士0

"

上
4、
1
4干土

4

于

“
4

{ 香
~ ~

示「 {
。 !

二
、

单尺度检验与均数分量估计的计算法

单尺度检验法是由 P , 、

P : 及 F ,

来直接估计 〔m 〕
、

【d 〕和〔h 〕的
,

其公式为
:

( 〔m ]
= 于 (下

, + 下
:
)

{ 〔d 〕
= 十 ( P

l 一下
2
) ( 1 )

仁 〔h 〕
二
面

: 一 于 ( 乡
: + 下

:
)

由式 ( l ) 进行估计的标准差为
:

〔
S

, = 、/ y (m ) 二 于、/ 万万下二) + v (下
2 )

S
d = 、/ V ( d ) = S

二

s
、 二 、/ 万万面下二

、/ V (了

( 2 )

用单尺度来检验漠型是通过 P , ,

从表 l 可看 出有如下期望关系
:

l

) + V ( m )

F :

来检验其它各世代而实现的
。

这 是 因为

一 专万
: 二 O ,

一 于
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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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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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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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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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研究的材料是适合加性
—

显性模型的
,

则有
:

一 F 〔
n ( P ,

) + n (B
l

) + n (F ,

) 一 3 〕

一 F 〔l n (P :
) + n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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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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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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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4 〕

单尺度检验一般只进行 B
, ,

B
: ,

F
:

三个世代
,

更高世当然也是可以的
。

经 过 式

( 4 ) 检验
,

结果均不显著
,

表明研究对象是可以用加性
一

显性模型来进行遗传研究

的
。

如果 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尺度与零差异显著
,

则表明所用模型不当
,

或有非等位

基因的互作
,

或对基因作用分析不 当
,

未进行尺度转换
。

上述数据分析可通过矩阵运算来实现
。

为此
,

定义如下矩阵
:

单尺度遗传模型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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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尺度世代样本 容量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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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尺度世代均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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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尺度均数分量矩阵
:

均数分量方差矩阵
:

!
‘了..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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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V ( d ) X

V ( h ) {
尺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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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的 F 值矩阵
:

F
e o

O F }
厂es.lee

.

-j

一一0F

由上述矩阵可得
:

均数分量沽计
:

均数分量方差估计
:

尺度沽计
:

尺度方差估计
:

F 值估计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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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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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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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验更高世代
,

只须根据表 1 在上述有关矩阵上加一行即可
。

三
、

联合尺度检验与均数分量估计的计算法

单尺度测验
,

虽适用于各种组合的群体
,

但不能有效地把各个尺度合而为一
,

对式

( 3 ) 中各期望关系进行一扶综合的检验
。

为此 c av
a
lli ( 1 9 5 2 ) 提

一

出了联合尺度检 验
。

他运用 了最小二乘法原理从各世代的均数中来估计均数 各分量及各世代均数的理论
l

,

然后利用 z ’

来检验其适合度
。

均数 各分量的估计归结为解如下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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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均数分量遗传模型矩阵为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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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士

各世代样本容量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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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方程 ( 6 ) 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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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 如下各估计
:

均数分量 沽计
:

均数分量的协方差估计
:

各 世代均数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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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增加世代
,

只须分别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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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加一行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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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方差分量估计的计算法

知道了 P
, ,

P

算出方差 各分量的
,

F
,
F

Z , B ; , B :

等六种世代的表型方差
,

根据表 2 里很容易计

但是不能估计 出各分量的标准误
。

今令

DHF口.lesZwe
...

l
.

、

方差分量矩阵为
: ’

v

V ( P

V ( P
:

V ( F

各世代表型方差矩阵为
: v 3 =

V ( F

V ( B

V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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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模型矩阵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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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代遗传方差模型矩阵为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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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遗传方差矩阵为
: v

V ( P
: g )

V ( P
: g )

V ( F
, g )

V ( F : g )

V ( B , g )

V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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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

由式

(
方差分量估计为

: v 。

世代遗传方差估计为
:

= L V

( 9 )
V : = G :

( U V 3

)

( 9 ) 可算出
:

广义遗传力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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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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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F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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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质 侧 H / 万 及
F

训 D H

五
、

举 例

D
.

5
.

v
, , 、

于 1 9 7 9 年所作黄花烟草遗传试验结果及分析如下
:

( 见下 面表 3 )

1
。

单尺度检验

2.
!!

一一乙

、,.,..用....产1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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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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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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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5 0 0 0 一 O
。

1 ]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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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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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黄花烟草西纯育品种2 2 X 7 3的六个群体资料 (株高
,

单位
: e m

,,,

111 1 6
.

3 0 0 qqq
999 8

.

4 5 0
谁谁

111 1 7
。

6 7 5 000

111 1 1
。

7 7 8 111

111 1 6
。

0 0 0 000

111 0 9
。

1 6 1 000

计算结呆表明
, F检验不显着 ( F < l )

,

其资料可用加性—
显性模型分析

。

均

数各分量的估计为
:

111 = 2 9 7
.

3 7 5 0 士 0
.

7 9 5 0 , d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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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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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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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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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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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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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Z

的尺度估计为 : C “ 一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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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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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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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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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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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尺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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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

5 2 17

9 9
。

1 2 2 3

艾
1 1 7

。

3 7 9 8

万 ’ 二 3
。

41 ( 自由度为 3 )

1 1 2
。

3 5 1 4

1 1 6
。

4 5 1 2

1 0 8
。

2 5 1 5

计算结果表明
, 万 ’

检验不显著
,

说明资料可用加性

—
显性模型来分析

。

量估计为
:

〔m 〕二 1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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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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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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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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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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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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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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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方差分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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