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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牛血液蛋白多态性与其遗传关系

邱 怀 武 彬 易建明 常智杰

(西 北农业 大学畜牧系

摘 要

本研 究采用沈粉凝 胶电泳法和聚丙烯耽胺凝胶 电泳法对我国七个黄牛品种的四 个多

态蛋 白位
.

点进行 了检刚
,

得 出 了H b
,

Pa, T
、

和 A lp 在各品 种 中的 表现型频率和基因频

率
。

通过标准遗传距离
,

进行 了模糊 聚类分析
。

本文选取 入 = 0
.

9仑为界
,

将 七个黄牛品

种按血液蛋 白 基因位点关系的远近分成四 类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阳 牛为一类
,

部县红

牛和鲁西牛 为一类
,

复州牛和延边牛各 自成一类
。

关键饲
:
黄牛 ; 血液蛋自多态性

;
标准遗传距离

; 模糊聚类分析

目前
,

血液蛋白多态性的研究已用于家畜遗传
、

品种和选择等多个方面
。

特另lJ是在品种

亲缘关系的研究中
,

血液蛋白多态性能够直接从基因的差异来认识不 同 的
.

品种 〔“’ “ 一 了 J 。

但

是
,

这方面的研究在我 国黄牛中还未曾进行
。

为了搞清我 国几个 良种黄牛品种之间的血缘关

系
,

认识我国良种黄牛血液蛋白多态性的特点
,

我国对 1 9 8 5年前参加全国良种黄牛育种委员

会的七个 良种黄牛品种的四个血液蛋白多态性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取样

木试验于 1 9 8 4年 2 一 6 月和 1 9 8 5年 9 一 2 2月采取秦川牛 (公 8 头
、

母 3 7头 )
、

南 l泪 牛

(公 s 头
、

母 3 2头 )
、

晋南牛 ( 公 6 头
、

母 2 6头 )
、

延边牛 ( 公 6 头
、

母7理头 )
、

复州牛 (公 7

头
、

母58 头 )
、

鲁西牛 (公 5 头
、

母43 头 ) 和郊县红牛 (公 7 头
、

母 33 头 ) 共 3 50 头成 年 健

康牛的血液
。

试牛取 自陕西省乾县秦川牛场
、

河南省南阳地区黄牛场
、

山西省运城地 区黄牛

场及种公牛站
、

吉林省延边种牛场和家畜冷冻精浪站
、

辽宁省瓦房店市种牛场
、

山东菏泽地

区郸 城 黄 牛繁殖场和河南省郊县红牛场
。

用采血针头在试牛左侧静脉上 1/ 3处采取 15 ml 血
.

液
,

其 中约 s m l血样 放入装有抗凝剂 (肝素 ) 的小瓶内
,

制备全血
,

用于 血红 蛋 白 的 分

离
,

其余约 1 0 m l血样装入试管中让 自然分离血
.

清
。

收样后冷冻运输
。

,
。

2 方法

用淀粉凝胶电泳法
厂 ‘了测定血红蛋白 ( H b ) 多态型

,

川聚丙烯酞胺凝胶垂直平 板 电 泳

本文子 1 9 8 6年 12 月 1 5 日收到
。



2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纬卷

法 〔‘ , 测定后白蛋白 ( Pa )
、

运 铁蛋白 (T ‘
) 及碱性磷酸酶 (A 场 ) 的多态型

。

H b初
.

州 p 按

Tam e a s o n 〔”
6

” ’
提供的电泳 图谱相比较而定型

, p a 以 G ah n f ‘ : , 门

的电泳图谱为准
。

此外
,

采用根井正利
〔‘。’提出的标准遗传距离 D xy 表示品种间亲缘关系的远近

,

其计算公式为

、llJ、、/ .

Y

瓦万

1一

n万二Z‘、、、/ l
X

瓦万
D x ,

一
’n

〔i = 1 1= 1 (
/ 牲

万
i = 1 1= 1

/订犷
夕

/
夕

YX

卜刃n万

式 中
,

x
; , 和 Y

; ‘
分别表示品种X 和 品种 Y 中第 i 个位点上的第 j个等位基因 的 频

率
; n 为所研究的位点数

,

这里 n = 4 ,

K i
为第 i 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

。

把标准遗传距离变成模糊相似关系 ( 1 一 D
二 ,

)
,

采 用传递闭色模糊聚类方法
「’ 2 1 对 七

个黄牛品种进行分类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频率

由表 1可见
,

七个黄牛品种的三种血液蛋白表现型频率
, x ’

检验结果均不显 著 (P < 0
.

0 5 )
,

说 明 H b
,

P a 和 T
:

位 点的基因处于 H a rd y 一

W
ein be r g 平衡状态 (A lp不作

x ,

检 验 )
。

2
.

1
.

1 H b 从 表 1 和表 2 可 以看出
,

秦川牛的 H b Â 频率和晋南牛的很 相似
。

延边牛

的 H b ^ A

频率最高
,

为 0
.

8 2 2 8 ,

同其它六个 品种相差较大
,

而与 H a n 〔“ ’
报 道 的 朝 鲜牛

(。
.

7 9 6 3 ) 很接近
,

这说明延边牛和朝鲜牛是同源关系
。

从基因频率上看
,

我国黄牛 H b̂ 基

因 频率都很高
,

而以秦川牛
、

晋南牛和郊县红牛的 H b̂ 频率 比较接近
。

延 边 牛 在 H b̂
,

H b ”
,

H b “ 上和其它六个品种差距很大
。

在鲁西牛中
,

我们发现了 H b
Y

基因
。

据 文献
〔3 ’
报道

,

大部分欧洲血统牛如荷兰牛
、

海福特牛
、

短 角 牛等品种 只有 H b
A

而

没有 H b . 型变异
,

娟姗牛
、

西门塔尔
、

更赛等品种以及南欧
、

北非
、

亚洲的大多数 牛都 存

在 H b̂ 和 H b “
。

由此可见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与欧洲牛大不相同
,

表现出亚洲牛的特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秦川牛和南阳牛在 H b̂
,

H b
”

和 H b “上差另l]较大
,

南阳牛和其它几 个

品种亦有很大差异
,

这 正体现了南阳牛的特点
。

但是
,

它在 H b
“

上和郊县红牛一 致
,

说 明

二者有一定的关系
。

这 与在地理位置上郊县红牛距南阳牛很近有关
。

复州牛的 H b
”

基因 频

率很高 ( 0
.

2 4 6 3 )
,

和其它几个品种差别较大
。

2
.

1
。

2 Pa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 Pa 基因型一般表现为三种
,

即 A A
, B B 和 A B

。

但是
,

延边牛中具有 A C 基因型
,

鲁西牛中有 X A 和 X B 基因型
,

郊县红牛中有 X A 基因 型
。

从表2可以看出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 P â 和 Pa ” 基因频率处于中等水平
,

以复州 牛 的

P a A 基因频率为最高 ( 0
.

7 5 9 1 )
,

南阳牛的P a ”基因频率为最高 ( 0
.

4 7 5 0 )
。

晋南牛和秦川 牛

的 Pâ 和 Paa 基因频率很相近
。

据文献 〔5
, 6 〕报道

,

欧系牛的 Fa ”
频率较东亚牛种的高

,

如荷 兰牛
、

娟 姗 牛
、

更 赛

牛
、

夏洛来牛
、

西门塔尔牛
、

海福特牛的 P a ” 基因频率分另lJ为 0
.

83
, 。

.

98
, 。

.

99
, 0

.

86
,

o
。

7 5 , O
。

9 8 ;
而 日本黑牛

、

日本褐牛
、

朝鲜牛
、

台湾牛的Pa B

基因频率分别为 0
.

52
, 0

.

49
,

0
.

47
, 。

.

38
。

由此来看
,

我国黄牛 Pa
B

基因频率和亚洲牛的一致
,

只是复州牛稍稍偏 低
。

2
.

1
.

3 T f

在基因型上
,

延 边牛和其它六个品种有很大差异
: T , 人人 ,

T
, A ” 1 最高

,

分别

为 0
.

1 1 5 4和 0
.

3 6 8 4 ,
而 T

。 ” ‘” ‘ 却低 ( 0
.

1 4 4 7 )
。

在基因频率上
,

延边牛的丁
; A

基因频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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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黄牛品种血液蛋白质基因型和组率

秦 川牛 晋南牛 南 111 牛 延边牛 复州牛 鲁西牛 邦县红牛

、.产、声、,
口

、、产J、I、JO口
0
�UnQ月了1山n�,曰

了吸、了‘、了r、祖了、了、产.、矛.、一3户a工nl匕八‘丹‘月‘O自六‘n�
‘
U八U
,l台仙n甘

;
:

、且、,、,、,、J‘、夕、,声O‘n弓l门了月匕d上,占nJ了、了飞了、‘‘护、矛‘、r
飞矛、H b A A

H b B B

H b CC

H bA B

H bA C

H b B C

H bA Y

6 7 5 ( 2 7 )
。 6 8 9 7

( 0 ) 。

0 3 4 5

( 0 ) O

( 8 )
。

1 3 9 7

( 5 ) 。

0 6日

( 0 )
。
0 6 0

( 0 ) 0

( 2 0 )
。

4 5 0

( 1 ) 0

( O)
。

0 5 0

( 4 )
。

0 2 5

( 2 )
。

4 0

( 2 ) 。

0 7 5

( 0 ) 0

( 1 8 )
.

8 2 2 8

( O) O

( 2 ) 0

( 1 )
。

17 72

( 1 6) O

( 3) 0

( 0 ) 0

( 6 5 )
。

5 0 7 5

( 0 )
.

0 74 6 3

( O) 0

( 1 4 )
。

3 1 3 4

( 0 )
。

0 7 4 6 3

( O)
。

0 2 9 8 5

( 0 ) 0

( 3 4 )
。

6 6 6 7

( 5 ) 0

( 0 )
.

0 2 0 8 3

( 2 1)
。

1 4 5 8

( 5)
。

12 5

( 2 )
。

0 2 0 83

( O)
。

02 0 8 3

匕U

0,
�

00
0山,二n臼O

:

Pa A A

入B B

Pa A B

Pa A C

Pa X A

p a X B

。

2 5

. 1 5

。 6 0

0

0

0

( 1 0 )

( 6 )

2 6 7 8)
。

2 2 5 ( 9 )
。 3 3 3 3

( 7 )
。

1 4 4 9

( 2 4 ) 。

4 7 8 3

( 0)
。

0 4 3 4 8

( 0 ) 0

( 0 ) 0

( 2 3)

( 1 0 )

6 0 9 4 ( 3 9 ) 5 3 1 9 4 1 0 3

1 3 3 ( 4 )

( 1 8)

1 7 5 0 3 1 2 5 ( 2) 0 85 1 1

( 2 5 )

( 4 ) 0 7 6 9 2

( 1 6 )

( 3 )

( 2 4 )

( 0 )

6 0 6 0 ( 3 3)

( 3 )

3 5 9 4 ( 23 ) 2 0 7 9

( 0 ) 0

( 0 )

( 0 )

( 0 ) 0 ( 0 ) 0 6 3 8 3

( 0 ) 0 ( 0 ) 0 2 1 2 8

( 1 4 )

( 0 )

( 3 )

( ] )

4 87 2 ( 1 9 )

( 0)

0 2 5 6 4 ( 1)

0 )

on
”
n�

、.少
‘
、.了、J八nU八U了. 电了、、了、n�nUn

T fA A . 0 4 65 ( 2 )

T rD 一D : 7 2 5 6 ( 1 4 )

T rD Z D : o ( o )

T rE E
.

0 6 9 8 ( s )

T fA D ,
.

0 6 9 8 ( 3 )

T fA D Z o ( 。)

T fA E
.

0 6 9吕 ( 3 )

T fD I D Z o ( o )

T fD 1 E
.

3 7 2 2 ( 1 6 )

T fD , E o ( o )

T fA F
. 0 4 6 5 ( 2 )

5 8 6 2

( 0 )

( 17 )

0 ) 1 1 8 4 ( 9 ) 0 1 5 63 ( 1 ) 0 0 )

5 3 6 6 ( 2 2 ) 1 4 4 7 ( 1 7) 4 2 1 9 ( 2 7 ) 1 8 1 8 1 5 3 8 ( 6 )

0 ) ( 0 ) 0 ( 0 ) 0 0 )
_

1 5 9 1

( 0 )

( 8 )

( 7 )

( 2 )

( 5 )

( 2 )

( 2)

( 9 )

( 3 )

( 6 )

( 0 )

1 0 2 6 ( 4 )

、

、
了、,、、产、、、.矛、J、,声

,目内J八“如J亡07
0吕

了气

r、了t 、矛‘、产‘、护.、Jf、
( 0)

( 4 )

。

0 4 8 8

。

0 9 7 9

。

0 7 89 5

。

3 6 8 4

( 6 ) 0 4 6 8 8 ( 3 ) 0 4 5 4 6

1 3 7 9 ( 2 8 ) 2 0 3 1 ( 13 ) 1 1 3 6

。

0 5 1 2 8

。

0 7 6 2

1 )
。

0 4 5 4 6

0 6 9

( O)

( 2 )

0

0 2 4 4

0

0 3 9 4 7

0 1 5 6 3

1 0 9 4 0 4 5 4 6

0

1 3 7 9

0

2 6 8 3

( 0 ) 0

( 7 )

( 0 ) 2 0 4 5

( 1 1 ) 1 5 79

( 0 )

( 1 2 ) 1 8 7 5 ( 1 2 ) 0 6 8 1 8

0

0 6 9

0

24 4

。

0 1 3 1 6

0

1 )
。

1 3 6 4

0

0

。

0 7 6 9 2

。

1 5 3 8

。 1 7 9 5

。

2 0 51

龟、声、.尹n仙几」

4)2)4)1)

肠“、JJ

、户、,少n甘八U八U�U

( 0 )

‘、矛、几了八”1‘

、少、J、J、Jn�
月任n�,心

F o F o
.

6 5

FA FA.
FA Fo .

3 5

( 2 6 )
.

6 4 2 9 ( 1 8 ) 6 7 5 ( 2 7 ) 8 4 9 3 ( 62 ) 9 6 86 ( 6 2 ) 8 5 1 1 ( 4 0 )
。

90 ( 3 6 )

( 1 4 )
。

3 5 7 1 ( 1 0 )
.

3 2 5 ( 1 3 ) 1 5 0 7 ( 1 1 ) 0 3 1 2 5 ( 2 ) 1 4 8 9 7 ) 1 0 通)

祥
: 括号内的数宇为实际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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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七个黄牛品种血液蛋白馈位点基思颇率

秦川牛 晋南牛

。

7 9 3 1

。

1 3 7 9

。

0 6 9

O

南阳 牛 延边
r

牛

10 0 0 0 5 0 0

复州牛

。

7 0 1 5

。

2 4 6 3

。

0 5 22 4

O

鲁西牛 郊 具红牛

0 8 3 3 2
。

0 5 0 0

0 6 2 5 0 9 3 7 5
。

10 00

O了0 盛2

ABCY一HbHbHbHb

5 2 5 0

4 7 50 3 2 0 3

,一1产,气月‘任1O。只目2350

⋯
。

5 5 0 0

。

4 5 0 0

O

ACB
aaaPPP

Po x
0 4 2 5 7 0 1 2 8

T fA

T rD I

T fD :

T fF

T fE

0 7 32 1 7 9 7 1 0 2 3
. 0 7 6 9 2

4 0 7 85 6 1 7 2 3 7 5 0

0 0 6 5 8 0 0 7 8 1 5

0 23 3 0 3 4 5 0 1 2 2

2 9 0 7 1 0 3 5 1 9 51 1 84 2 1 9 5 3 1 7 0 5

F A

F b

1 9 3 8

8 0 6 2

1 7 3 6 0 7 8 4 3 0 1 5 7 07 7 4 O弓1 3 2

8 0 6 2 9 8 4 3
.

9 2 2 6
.

9 4 87

高
,

为 0
.

3 2 2 3
。

秦川牛和晋南牛的T
: 人 基因频率十分相近

,

但却在T 。“ ’ , T , E

上表 现出 了差

别
。

这个差别也是秦川牛和晋南牛在四种血液蛋白型上表现的唯一较大的差别
。

一般来说
, T ; “ 2

基因频率在我国 七个黄牛品种中比较低
。

可是
,

令人感兴趣的是鲁西
止卜

和郊县 红牛的该基因频率与其它五个品种形成了明显的差别
。

这种 差别
,

使其有别于其它黄

牛品种
。

另外
,

在 T , F

基因 上
,

秦川牛
、

晋南牛
、

南阳牛与延边牛
、

复州牛
、

鲁 西 牛
、

郊

县红牛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

前三个品种都有
一

T : F

基因
,

而 后四个品种却都没 有 T f r

基因
。

据 H a n 〔3 〕
报道

,

朝鲜牛的 T , 人 , T 。“

和 T 、 E

基因频率分另l!为 0
.

2 9 3 , 0
.

5 1 8 , 0
.

1 8 9 ,

和我国延边牛的很相近
。

在T , E

基因上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都较高
,

特 别 是秦川件和郊县红

牛
,

分别为 0
.

2 9 0 7和 0
.

2 8 21
。

这和瘤牛的高 T , E

基因频率 ( 0
.

3 1 1 4 ) 较为一 致
,

而与 原 牛

(为 0
.

05 71 4 ) 等
〔’〕的该基因频率相距很大

。

B ak er f7 )
认为

,

T
。 E

基因与适应性 有 关
。

这

种观点在秦川牛和晋南牛 T , E

基因频率差异甚大方面似乎是正确的
,

但秦晋两地 生 态
、

气

候的差异是否导致了 T
, ￡

基因频率的差异还不能定论
。

根 据 T 「 E

基因频率 在欧洲牛中一 般

很低
f ’ J ,

在瘤牛型品种中较高和在亚 洲型品种中居巾
〔8

” 了的事实
,

我们认为
,

我国七个黄牛

品种 在 T
, 〔

位点上反映了亚洲牛的特点
,

含有瘤牛血统
。

2
.

14 Al p Al p 的A 带 是 由显性基因 F ‘

控制的
,

对不表现A 带的统定为 F0 基 因
。

一

般而言
,

F人 基因频率较低
,

而尸基因频率较高
。

但是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 阳牛 的 F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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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频率却稍高
,

为 0
.

1 9 3 8 , 。
‘

1 9 8 2和 0
.

1 7 3 6
。

这与延边牛
、

复州牛
、

鲁西牛和邦县 红 牛 的

差异很明显
。

后四个品种 与文献 〔5 〕报道的台湾黄牛 ( 。
.

0理7 )
、

朝鲜牛 ( 。
.

0 5 3 ) 等的结

果较为一致
。

我 国七个黄牛品种 F A 基因频率的差异 (即前三品种与后四 品种的显著之 差 )

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

但我们
一

认为
,

它们是血液蛋白质差异的一个方面
。

因此
,

我们仍选该位

点作为 品种差异的表现
。

2
.

2 标准遗传距离与聚类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血液蛋白多态型的表现有异同
,

表现在某个位

点上
,

某两个品种很相近
,

而在另一 位点上
,

这两个品种又有差异
。

为了统一用一个指标来

考虑品种之间的相似关系
,

我们采用根井正利
〔‘ 。 〕提 出的标准遗传距离

。

计算结果如表 3 。

表 3 标准遗传距离和模糊等价关系

品 种 秦川牛

秦川牛 0 ( l )

晋南牛 0
.

9 85 0 4 6

南 阳牛 0
.

9 80 7 86

延边 牛 0
.

9 7 8 2 7 4

复州牛 0
.

5 5 5 89 1

鲁西牛 0
.

9 64 2 了

郊 县红牛 0
.

9 6 4 2 7

释南牛 南 阳牛 延边牛 复州牛 鲁酉牛 邦县红牛

O
。

0 1 4 9 5凌

0 ( 1 )

0
. 9 8 0 7 8 6

0
。

9 7 8 1 74

0
。

9 5 8 8 9 1

0
.

9 6 4 2 7

0 。 9 6 4 2 7

0
。

0 2 8 4 88 0
.

0 2 1 8 2 6

0
。

OJ勺4 6 9

0
.

0 7 20 35

O ( 1 )

0
。

0 4 61 3 8 0
。

0 4 0 8 5 6

O
。

0 1 9 2 1 1

0 ( 1 )

O
。

0 4 1 1 0 9

O
。

0 6 1 6 73

O
。

0 6 94 1 6

0
.

0 7 8 0 2 5

0
。

9 7 8 1 7 4 0
。

0 理1 75 4

0
。

9 58 89 1

0
。

9 6 4 2 7

0
。

9 5 8 8 91

0
。

9 6 4 2 7

0 ( l )

0
。

9 5 8 8 9 1

0
。

9 6 魂2 7 0
。

9 6 4 27 0
.

马5 8 名9 1

0
.

0 5 8 6 0 5

0
.

0 7 44 6 9

O
。

0 9 1 8 9 7

0
.

0 4 6 4 8 5

0
.

0 4 7 8 0 9

0 ( 1 )

0
_

9 9 3 7 2 9

0
.

介3 5 7 3

0
。

0 5 0 0 5 6

6
.

2 7 1 x l 0
一。

0 ( 1 )

注
:

对角以 上为准标遗传距离 (D x y)
,
以 下为糊模等价关系

。

由表 3 可见
,

鲁西牛和郊县红牛的标准遗传距离最小
,

秦川牛和晋南牛的距离亦很小
。

这说明
,

在血液蛋 白质多态型上
,

鲁西牛和郑县红牛
、

秦川牛和晋南牛关系最为密切
。

为了

更直观一 些
,

我们把标准遗传距离D 转化为相似系数 1 一 D
,

从而进行模糊等价关系的构造并进行聚类
。

所构造的模糊等 厂一一—1
’

价关系如表 4 下角部分所示
,

聚类结果如 图 1
。

从图中可以看 出
,

若以 几 二 0
.

外为界
,

可将我国七个黄

牛品种划分为四类
:

部县红牛和鲁西牛为一类
,

秦川牛
、

晋

南牛和南阳牛为一类
,

延边牛和复少}1牛则各自为一类
。

若以

入二 O
。

97 为界
,

则可将我国七个黄牛品种划分为三类
。

对于 入

的选定
,

可从具体的基因频率上来考虑
。

由于复州牛的 H b
B ,

Pa A , F 。

基因频率最高
,

而Pa ” ,

F 人基因频率最低
,

这 和其

它几个品种差异很大
,

故不管取 元 = 0
.

97 还是 几 = 。
.

9 8 ,

它

都是单独形成一类
。

对于延边牛来说
,

不 同的 几则会有不同

的结果
。

如果取 之 = 0
.

9了,

则延边牛和秦川牛
、

晋南牛
、

南

阳牛聚为一类
。

但是
,

延边牛的 H b
“

基因频率和 T
.
“

基因频

一

}
一 ‘亘乙

-

一}一」
_
少兰

_ _ _ 口艾习一

7 春 1 2 3
.

4 乒

七个黄牛品种遗传关

系模糊聚类图

1一 秦川牛 ; 2一晋南牛
j

3一南 阳牛
, 通一延边 牛

,

5一复州 牛 ; 6一鲁西牛
,

子一郊 县红牛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弓卷

率在几个黄牛品种中为最高
,

而在Pa
人 ,

Pa
B , T f ” ‘ ,

T
f 下 ,

F^
等基因 频率上

,

其正好处子秦川
、

晋南牛
、

南阳牛和郊县红牛
、

鲁西牛二类之间
,

且和二类的差异都较大
,

’

特别是它还独

P a C

牛有

为一类
。

基因
。

因此
,

我们认 为
,

延边牛应独自为一类
,

不应和秦川牛
、

晋南牛
、

南阳牛划

所以
,

我们最后 确定取 义 二 。
。

98
,

从而把我国七个黄牛品种分成四类
。

3 讨 论

以 上实验结果和分析表明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具有独特的基因构 成
。

但是
,

在 T
f 人 上

具有欧 洲品种的特点
,

在 H bc
,

T f
E

上具有亚洲品种的特点
。

文献 ( 1 1 ) 指出
,

我国黄牛在家养之前
,

已渗进了瘤牛型原牛和欧洲原牛的血液
。

从体

型外貌上看
,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中南阳牛似乎含有更多的瘤牛血液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南阳

牛的 H b “ 频率显著地高于其它六个黄牛品种而接近于瘤牛
。

这和外貌上的相似是一致 的
。

延边牛的基础群是朝鲜牛 “ ‘’ ,

它是在约1 00 年前 ( 1 8 6 9年 ) 由朝鲜陆续不断地输 入 延

边地 区的
,

在其发展中和当地牛
、

蒙古牛
、

以及苏联的沿海州输入的一 些乳用型牛之间
,

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杂交
。

从以上血液型资料看
,

延边牛和朝鲜牛在很多方面十分相近
,

亦可说

明二者关系的密切
。

文献 〔1 1 ) 指出
,

复州牛界于延边牛和中原牛之间
,

但上述聚类结果则表现为复州牛与

其它六个黄牛的关系最远
。

这是 由于复州牛较其它六个品种在H b
“ ,

Pa
人和F

“

基因上的 频 率

最高
,

而 Paa
, F 人

基因频率最低
,

在其它的基因频率上亦不相同
。

郊县红牛与鲁西牛在较近的水平上首先聚为一类
,

说明二者关系很近
,

特别是二者不同

于我国其它五个黄牛品种的是
,

在 Pa
x , T f ” ’ ,

T
: “ 2

三个位点上
,

二者十分相近却显著 地不

同于其它五个黄牛品种
。

从地理位置上看
,

郊县红牛和南阳牛同在河南省
,

但郊县红牛并不

相近于南阳牛
,

这说明郑县红牛的育成可能与鲁西牛影响关系很大
。

秦川牛和晋南牛的亲缘关系亦很近
,

这一点
,

和历史 以来秦晋两地的关系一直很紧密有

关
。

这两个品种除了在 T
, ” ‘

上差异较大外
,

其它各位点基因频率十分相近
。

南阳牛 虽然和

秦晋二牛有显著的差异
,

如 H b 旧
,

H bc 和 T , 人
等

,

但和其它几个品种比较起来
,

它 还 是

与之较近的
。

这和地理上的远近关系很一致
。

经二 “

检验
,

证明血液蛋白等位基因处于 H ar dy 一 W ei nb er g 平衡状态
。

这说明
,

我国 黄

牛在各自的选择中
,

其血液蛋白等位基因并未受到影响
。

因此
,

可以认为
,

血液蛋白基因资

料直接反映了品种间固有的遗传关系
,

而不大受选择和环境条件的影响
。

4 结 论

4
.

1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控制我国七个黄牛血液蛋白遗传的多态基因是很丰 富 的
。

H b
,

P a ,
T

、

和 A lp 位点分别由 4 , 4 , 5 , 2个等位基因控制
。

4
.

2 我们发现
,

鲁西牛具有 H b
Y

基因
,

延边牛具有P ac 基因 ; 鲁西牛和郊县红牛具有 P a 义

基因
,

且 T
‘ ” 2

的频率很高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阳牛具有 T , ‘

基因
。

4
.

3 从标准遗传距离上看
,

郊县红牛和鲁西牛最近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阳牛亦很近
,

而延边牛和复州牛则与其相距较远
,

特别是复州牛
,

与其它几个品种关系最远
。

4
.

4 我国七个黄牛品种在许多位点上都表现了亚洲牛的特点
,

特另」是南阳牛
,

在 H b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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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瘤牛的特点
,

和体型外貌的特点是一致的
。

4
.

5 根据四个血液蛋白多态型
,

可 以将我国七个黄牛品种分成四类
: 邦县红牛和鲁西牛

为一类
,

秦川牛
、

晋南牛和南阳牛为一类
,

延边牛和复州牛各自为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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