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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分析在奶山羊育种上的应用

宋九洲 刘荫武 袁志发

( 畜牧系 )

摘 要

应 用现代生化 分析技术分别刚 定 了西 农莎能奶 山 羊乳样 中的 核 糖 核 酸

(R N八 )
、

5 一在 色胺 (5 一 H T )
、

环腺普酸 (eA M P ) 和 环鸟葺 酸 (e G M P )
,

以 及血样的血清乳 酸脱氮酶 (LD H ) 和碱性磷 酸酶 (A KP) 等六项指标
。

借助

M 34 O 型计算机构造 了生化性状和泌 礼性状的主成分
,

所构造的六 个主成分包

括泌 乳性能
、

生化性状8 9
.

5 % 的信
.

息
。

用反映泌乳性能的主成分时试验羊进行

排序分类
,

结果与实 际情况相符合
,

经 判别 分析和检验分类是合理的
,

证明 主

分量分析 可以 作为奶 山羊质量评 定的一种方法
。

关键词
:
西 农莎能奶 山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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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遗传育种的多目标 (即多性状 ) 选择方向发展
工‘ 一 ‘ 〕,

使传统的家畜选 择 方 法

—
综合评声吐法受到严格地考验

,

这是由于该法通过给家畜外貌及生产性能以不同的计

分
,

根据总分高低决定去留
。 该法的缺点

,

是根据经验制 订的
,

缘有多大的理论依据
L 之 ’ 。

由于外貌与家畜的生产性能关系不是很大的
,

并且性状之间存在着负相关
,

仅依据外貌

评定进行选择
,

只考虑了产奶量一项
,

虽能在产奶量方面取得进展
,

但却降低 了 乳 脂

率
、

乳蛋白率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有人制定了各种选择指数
,

但仍存在着经济权重这一

令人困扰的问题
〔5 〕。 本研究通过构造生化性状与产奶性状的线性组合一一主成分 复 台

性状进行选种
,

为加速奶山羊育种进程作一有益的尝试
。

1 材料和方法

随机抽取西北农业大学教学试验农场的西农莎能奶 山羊 1 2 2 只
,

在泌乳盛期 (8〔
!

一

1 00 天 ) 采取乳样及血样
,

按常规进行样品处理
〔‘ , 。

乳中核糖核酸 (R N A ) 采用紫外比色法
; 5 一 轻色胺 ( 5 一 H T ) 采用 荧 光 比 仑

法 , 环腺昔酸 (cA MP) 和环鸟普酸 (c G MP) 用放射性免疫法测定
。

血清中 的 碱 性 磷

本文于 19 8 7年 9月2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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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酶 (A K P ) 采用快速测定法测定
, 乳酸脱氢酶 (L D H ) 用丙酮酸钠标准液比色 法 测

定
。

同时侧定了 3 00 天产奶量
、

乳蛋 白量
、

乳脂率
、

乳蛋白率
、

乳蛋白量
「。 J 。

对数据采用主成分和判别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
。

资料分析流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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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计算均在西北农业大学计算中心 M 3切 机及 A p p l。 一 五塑上完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西农莎能奶山羊六项生化性状及产奶性能

本次实验所测定的生化性状及产奶性能 j表本数据见表 1
。

所 计算的生化性状
、

生产性能的相关系效如表 2 所示
。

从表 2 中叮以 右出 除 L D H

外
,

生化性状与生产性能相关关系比较密切
,

大多为显著水平
。

表型相关系数共 55 个
,

性

表 1 生化性状的平均系数和标准差

测 定 性 状 单 位 。
灭 士 : C

·

厂%

。001山25月性n�
J任月任J任月任n匕八nCO

‘

月, J任山勺noQUQ材左孟八h
.....

⋯⋯
nU一勺尸Ql勺八0
. .工户00口,dl上只�O‘9曰2今山‘勺,目

,工,土1止1工核糖核酸 ( R NA ) *

5 一 经色胺 ( 5 一 H T 了.

乳酸脱氢酶 ( LD H )

碱性磷酸酶 (A K P )

环腺背酸 (c A M P )

环鸟昔酸 ( e G MP)

产奶量

乳脂量

乳蛋白量

乳脂率

乳蛋白率

n g / I O0m l

n g / m l

单位 / d1

I V / L

Po m l/ m l

Po m l/ m l

k g

k g

k g

%

%

12 2

1 2 2

1 2 2

1 2 2

12 2

1 2 2

1 22

1 2 2

12 2

1 2 2

1 2 2

2 0
。

3

8 8 5
。

7 6

4 8 5
。

8 6

1 0 5
。

8 6

7 3 0 8
。

1 6

3 5
。

6 4

6 7 7
。

5 0

2 6
。

4 1

2 3
。

8 1

4
。

0 2

3
。

5 9

4
。

19

2 2 6
.

6 7

12 2
。

9 5

2 6
。

9 1

1 7 13
。

8 8

7
。

5 7

1 10
。

4 2

5
。

2 4

3
。

3 2

0
。

4 6

0
。

3 1

·

R N A 精密度 3
.

5 1士 0
.

0 3%
,

回收率 。1% , 5 一 H T 精 密度 5
.

7 2 士 1
.

14 %
,

回收率 9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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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间极显著的有 32 个 (1
.

0 %和 0
.

1% 以上)
, 5 %水准以上显著的共有 8 个

,

还有 1 5个

表型相关不显著 ( P> 0
.

0 5)
。

另外还可肴出生化性状间
,

泌乳性状间的关系 也 很 密

切
。

2
.

2 主分皿分析及判别分析

由于生化性状与泌乳性状的关系比较密切
,

木文利用所测的生化性状
一

与泌乳性状构

造主成分
。

向模型 中输入有关信息
、

,

得出特征根
,

特征向量
,

如表 3 所示
。

因子载租于如表 4 所

不
。

从表 3 中可看出
,

前 6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达 8 9
.

5%
,

故选择前 6 个主 成分
,

这样
,

信息损失仅为 1 0
.

5 %
。

从表 4 中可 以看出
,

第一主成分负荷最大的是产奶量
x , ,

其次是乳脂量 x ; ,

乳 蛋

白量 x s ,

孚L蛋 白率 x 3 。

除 L D H 外
,

其余五项生化指标的负荷也相当大
,

可以认 为 对

泌乳性状来 说
,

第一主成分反映产奶量
、

乳脂量
、

乳蛋白方面 的信息
。

从因子载荷是变

量与含有变量的主成分间的相关系数出发
,

会发现 生化性状
一

与第一主 分量的相关较大
。

第二主成分是乳脂率
x :

的 因子载荷 (0
.

9 3 4 5 )
,

远远高于其它变量的因 子 载 荷
。

因

此
,

我们认为第二主分量是反映乳脂率方面信息的
; 第三主 分 量 泌乳性状的因子载荷

较小
; 第四主分量乳蛋白率的因子载荷较大

,

认为它主要反映乳蛋白方面 的 信 息
; 第

五
、

六主成分主要是反映生化性状方面信 自
、

的
。

将 122 头试验羊的所测性状代入到第一
、

二
、

四主 成分 中
,

就会得到每个样本的主成

分值
。

再 以第一
、

二主成分为 坐 标 描点
,

显示出在产奶量
、

乳蛋白量
、

乳 )}}亏尽
_

方面 由

大到小的排 序结果
; 第一

、

四主成分做同柏1的工作
,

可得产奶量
、

乳蛋白率方面的排序

结果
。

我们对试验羊进行分类
,

分为产奶量高
、

乳脂率高
; 产奶量中等

,

乳脂率中等
;

产奶量低
,

乳脂率中等三类
。

逸过判别分析检验分类是否正确
,

分类结果如表 5 所示
。

建立 的分类函数如下
:

G : 二 一 1 3 15
.

4 6 2 9 + 3
.

0 9 6 3 叉 : + 2 5 6
.

0 1 5 9 x : + 3 3 6
.

2 g o 3 x 3 一 3 4
.

3 1 9 5 x
。

一 4 0
.

7 4 7 1 X 3 一 1
.

7 1 3 6 X
。 一 O

.

O4 jg x , + 1
.

3 3 7 9 X , + 1
.

9 9 3 1X l l

G
: 二 一 1 2 9 8

.

3 2 8 3 + 3
.

1 4 9 8 x l + 2 5 9
.

7 9 3 2 x 2 + 3 2 4
.

7 7了0 x 3 一 3 5
.

1 6了sx
‘

一 嫂1
.

3 3 0 9 X : 一 O
.

6 8 5 6 X
。 一 0

。

0 3 15 6 人 : + 1
.

0 9 4 2 X , + 2
。

0 6 9 5 X 、 :

G
。 二 一 1 2 3 7

。

o了2 5 + 3
.

0 4 3 4 x l + 2 5 2
.

7了6 6 x : + 3 2 3
.

2 s9 3 x 3 一 3 3
.

8 3 丁全x
‘

一 4 0
。

1 6 3 2 x : 一 1
.

0 3 8 3 x 6 一 O
.

O3 8 4 X
: + 1

。

1 4 5 1X , + 1
.

9 5 8 8 X 一 l

建立 的典型判别函数如
一

下
:

D
x = 4

。

一6 3 0 + 0
.

0 0吐2 x l + o
.

3 1 3 9 x : 一 x
.

7 13 8x 。 一 0
。

0 7 8 6x
。
一 0

.

0 4 5 8 义 ,

+ 0
。

13 7 0X
。 + 0

。

0 0 1 3 X
, 一 O

。

0 3 3 6X 9 + O
.

0 0 7 4 X 一 z

D
Z 二 一 3 7

.

9 4 6 7 + o
.

0 4 9 3x l + 3
.

1 8 6 9 X : + 4
.

2 1 5 4x , 一 o
.

5 6 5 4 x ‘ 一 0
.

5 4艺6 x 、

一 0
.

0 8 0 9 x 6 + 0
.

0 0 1 2 x : + O
。

0 3 9 1 X , + O
。

0
一

工5 4 入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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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因子栽荷

主 成 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产 奶 量 x : 0
.

9 6 5 4 0
.

0 3 2 6 0
.

0 4 5 6 一 0
.

0 2 1 5 一 0
。

1 2 9 9 0
。

0 2 4 6

乳 脂 率 x : 一 0
.

2 3 7 1 0
.

9 3 4 5 0
.

1 5 37 一 0
.

1 4 4 9 0
.

0 3 8 7 0
.

0 2 4 8

乳蛋白率
x , 一 0

.

5 4 2 3 0
.

2 0 4 9 0
.

0 4 4 5 0
.

7 9 5 5 一 0
.

0 4 5 8 0
.

0 5 6 6

乳 脂 量
X 。 0

.

7 7 2 8 0
.

5 5 8 0 0
.

1 8 3 6 0
.

1 4 2 1 一 0
.

0 8 7 7 0
.

0 7 5 5

乳蛋 白量 x : 0
.

8 3 5 0 0
.

1 0 5 8 0
.

0 7 3 8 0
.

4 3 2 1 一 0
.

2 2 2 5 0
.

0 1 5 5

R N A x , 0
.

7 3 8 8 0
.

0 2 3 5 一 0
.

1 7 8 1 0
.

0 0 8 7 0
.

1 0 0 1 0
.

4 4 7 7

5 一 H T X , 0
.

7 1 1 0 0
.

0 1 6 1 一 0
.

0 7 9 5 0
.

0 8 9 0 0
.

5 7 8 5 0
。

1 5 4 7

LD H x o 0
.

0 2 5 9 一 0
.

2 7 1 6 0
.

9 5 3 3 0
.

0 0 5 3 0
.

0 9 9 5 0
.

0 0 5 0

A K P x , 一 0
.

8 0 7 1 0
.

1 5 4 7 0
.

0 1 6 1 0
.

0 9 2了 。
。

3 9 3 2 0
.

1 2 2 6

eA M P x , 。 0
.

7 7 7 6 0
.

0 8 0 1 一 0
.

12 2 9 0
.

0 8 4 3 0
.

0 8 5 5 0
.

0 8 1 9

e G M P x 1 1 0
.

7 0 9 7 一 0
.

1 2 7 4 一 0
.

0 4 6 9 0
.

2 5 7 0 0
。

2 7 7 9 0
.

5 1 0 5

V P 5
.

3 8 8 7 1
.

3 7 0 3 0
.

9 9 9 8 0
.

9 12 8 0
.

6 2 5 8 0
.

5 4 8 8

表 5 分类结果

预 测 类
实 际 类 一 一

- - - - - - -

- 一- - - -

—
-

一

—
一一一

- -
-

一
-

-

—
合 计

第 一 类 第 二 类 第 三 类

个数 2 3 0 0 1 3

第一 类
符合度 1 0 0

.

0 % 0
.

0 % 0
.

0 % 10 0
.

0 %

个数 0 1 一 0 1 1

第二类
符合度 0

.

0 % 1 0 0
.

0 % 0
.

0 % 1 0 0
.

0 %

个数 0 0 9 8 9 8

第三类
符合度 0

.

0 % 0
.

0 % 1 0 0
.

0 % 20 0
.

0 %

合 计 1 3 1 1 9 8 1 2 2

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构造生化性状与产乳性状的线性 组合
,

把反映泌乳性能的产

奶量
、

乳脂肪
、

乳蛋白三方面的信息全部反映出来
,

给于同等重视
,

没有偏废
,

按每个

样本的主成分值进行排序
。

我们认为其优点有
:

(1) 构造优劣 序 列
,

排除了人为因素
,

综合了泌乳性能的信息
,

为我们初步选择提供了依据
,

在组建育种核 心群时试考虑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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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产奶量高
、

乳成分含量较低或产奶量不太高而乳成分含量较高的个体
,

在不

易决定其去留时
,

主成分分析可作出中肯的评价
。

(2 )主成分分类为今后进一步育成奶山

羊品系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

如果是按特点聚类
,

并测定遗传性稳定程度
,

那么该法比传

统的建立品系方法节省了大量程序
。

从初步结果来看
,

基本上花生产性能高的样本排在

了前面
,

反映了泌乳性能的高低
。

然而
,

这一结果是否与育种 值 大小 顺序 和 对 下一

代遗传贡献值 大 小 顺序 相 一致
,

这 些都是今后应该扩大样本继续探讨的问题
。

作者认为
,

判别分析还可用在奶山羊
,

乃至其它家畜的品种
、

品系鉴定方而 一般

而论
,

对一个品种的鉴定
,

应该依据其主要特征和其 D N A 序列中基因型的 数 量
t “

·

这就必须依靠分子遗传学的手段
,

这在目前还难以做到
。

现在仍在采用的方法是按照能

稳定遗传
、

受环境影响很小的毛色性状和其它典型性状
,

而有相当多的性状 间 存 在 差

异
,

难以确切描述和比较其差异
。

例如很重要的经济性状就是这样
,

由于受到环境的影

响
,

存在有很大的方差
,

如果利用这些性状进行品种鉴定就难免要犯错误
。

因此
,

在进

行品种间
、

品种内品系间判别时
,

采用多变量分析是合适的
。

W itt
〔‘ 了
利用判别分析

,

分析了不同地区法国黑自花奶牛的资料
,

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

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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