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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 Ag-NOR 与其肥育性能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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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猪均 Ag NOR 其肥育性能相荧分折结果表驯，__==者问呈显著负相关 猪 

品种 的 Ag—NOR 均数、SAg NOR~+平均染色体型频率与日增重和瘦肉率间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596 8(P<0 0l}和 一0 623 5(P<0 005)： 655【)(P<0 005)和 7{)3 6(P<0 00I)，个体 

的 A譬一NOR 均 数 8Ag 0R 染色体 频率 与I{增 重的相关亦高达-0 659 l(P<0 o5)和 

_o．498 4(0．I>P>0 05) Ag NOR 有可能作为 一项选种指标、刷于猪肥育性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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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畜细胞遗传学诞生之日起，行 少学者致力于细胞遗传学标记与家畜生产性能 

之相关关系的研究。Christensen等人认为，猪的 c带 多态性与繁殖性能可能有 

关 ，李远超等人指出，C带多态性可用作家系纯合度的判断 ，但这些推测至今 

尚未汪实。目前除发现染色体畸变可导致家畜生产力下降外，对核型正常的个体还未找 

到 一个台适的可用 r选种的细胞遗传学指标。 

作者在进行猪的细胞遗传研究时，发现肥育性能不同的品种 Ag~NOR 均数不 

同，二者问有某种内在联系。为探明个体间是否也有类似关系，特进行小群肥育试验， 

测算个体的 Ag—NOR 均数与日增重间的相关，对 Ag—NOR 用于猪肥育性能选种的 

可能性作了初步探讨。 

l 材料与方法 

测定 八眉、关中黑、宁夏黑、黑河、合作．巴克夏、杜洛克和长自猪等 8个猪 

种，及收集了香猪、内江、北京黑、大约克等 4个猪种的Ag—NOR 均数、肥育期平 

均日增重和瘦肉率资料，结果见表 1．肥育试验在西北农业大学畜牧试验站猪场进行， 

试猪为长关 F 和长巴 F．，着重测定 20～90 kg肥育期平均 日增重及 Ag—NOR 数 目， 

试猪饲管和 Ag—NOR 测定方法见文献 (3，4]． 

2 结 果 

2 l 猪品种的Ag—NOR 与其肥育性能的相关 按照作者提出的计算群体平均染色体 

型频率的方法 ” ，依所获的 Ag—NOR 资料(Ag—NOR 图片参见文献 “ 图 l～6)， 

分别计算了各品种猪的 10Ag—NOR+和 8Ag-NOR+平均染色体型频率(见表 1) 由表 

1可见，我国地方猪种的 Ag—NOR 均数，8Ag—NOR~+平均染色体型颊率随地理位置 

的变化由南向北逐渐减小，外来的欧美猪种频率最低 国内培育猪种介于中间，而 日增 

重和瘦肉率的变化情况正好和上述相反。相关分析表明，猪品种的 Ag-NOR 均数与 

目增重以及与瘦 内率 问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一0．596 8(P<0．01)和一0 623 5(P<0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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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OR 平均 染色体型频率与 两指标 的相关分 别为一0．655 0(P<0 O05)~II一0 703 6 

(P<O 001)。猪种的 Ag—NOR、均数，尤其是 8Ag—NoR 平均染色体型频率 与肥育性 

能呈显著负相关，但 10Ag—NOR~+平均染色体型频率与肥育性能无关 (相关系数分别 

为-0．174 0和 0．066 2(P>0 05)3。 

表 l 部分猪种的 Ag—NO 及其肥育性能 

注：Ag—NOR 资料来源 F文献 (5 3，日增重 瘦内率资料主要来源于文献 (63 

2 2 个体 的 Ag—NOR 与其 日增重的 相关 测定 了 12头 长关或长巴 F】育肥猪 的 

Ag—NOR；和 日增重，计算了各个体的 10Ag—NOR 和 8Ag—NOR 染色体型频率，结 

果列于表 2。发现个体的 Ag—NOR 均数、8Ag-NOR+染色体型频率与日增重糊亦 

表 2 个体的 Ag—NOn,及其肥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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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 659 l(P<0．05)和-0 498 4(0 1>．P>0 05)，而个 

体的10Ag-NOR~染色体型频率与日增重的相关跟群体的 ·样，仅呈微弱负相关 (棚 
关 系数为 -0．277 7(P>0 05)3 晓 明个 体 的 日增 重 随 Ag-NOR 均 数 的 减 小或者 

8Ag-NOR~+染色体型频率下降而增加 

3 讨论与结语 

中国猪有 南脂北鲜”之说，中国猪 A NOR 的变化趋势正好与选种说法艟】吻 

合 无论是中国地方猪_匠是培育猪，其品种的Ag-NOR 均数、8Ag-NOR~+平均染色 

体额率多高于外来绪种，且品种内个体间的变化范围很大，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品种 

遗传的一致度较差．另一方面也为利用该指标进行选种提供了可能性。 

本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Ag—NOR 与猪的肥育性能显著相关，尤其是个体的 

Ag—NOR 均数、8Ag—NOR 染色体型频率与日增重相关的程度，比迄今为止用于猪 

选种的任何 一个生化遗传标记性状都要高 据此，作者认为，似可将 Ag-NOR 作为 
一 个选种指标，用于猪肥育性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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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NORs and 

Fattening Performance in Swine(First Report) 

Liu W ansheng Lu Xingzhong Liu Xiao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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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NOR and fattening perfoFinance in s ’ine 

was analy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玎pig breeds，lhe correlation coemcients between the lnean of 

Ag—NOR 8Ag-NOR~average chromosome—type frequencies and daily ga]r~，lean 

meat percentage were—O．5968(P<0．o1)and--0 6235(P<0 005)；-0．6550(P<O005)and 
- -0．7036(P<O 001)respectively In individuals，the correlation coemcients between the 

mean of Ag—NoR 8Ag—NOrU chromosome—type frequencies and daily gain were 
— O 6591(P<0．05)and一0、4984(o．1>JD>0 05)．There Was a tendency that Ag-NOR 

could be used as a selection criterion for fattening performance in swine 

Key words chromosome banding patterns，genetic marke r_carcass lean yield，daily 

gain，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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