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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部黄牛群体遗传检测研究简报
`

耿社民 常 洪 秦国庆 邱 怀
(西北农业大学劝物科学系

,

陕西杨竣 7 1 2 10 田

摘 要 应用系统随机整群抽样
一

方法对陕西北部黄牛群休进行了遗传抽样检测
。

结果

表明
,

在检测的 21 个遗传位点中 招 个具有遗传多态性
.
所有频率估计值的误差均在 7编以

下
.
确认这一 区域黄牛属秦川牛与蒙古牛的混血型

.

不同 系统两者血统 比例有 明显差异
。

关键词 黄牛群体
,

遗传检测
.

陕西北部

中图分类号 5 8 2 3
·

8 1 2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系指饲养在渭北高源到长城沿线一带所有黄牛
,

其分布遍及陕西

省 6 个地 区 41 个县 (区 )
,

黄牛总存栏数达 80 余万头
,

占陕西黄牛总存栏数的 30 %以上
。

鉴于这一区域在地理位置上属我国北方黄牛与中原黄牛的交汇地带
,

因而本研究试图通

过血液蛋白质
、

毛色及形态特征 3个方面
,

对该区域黄牛群体进行 系统遗传检测
,

旨在澄

清本区域黄牛群体的遗传组成及北方黄牛与中原 黄牛的基因交流状况
,

为进行全国黄牛

区域分类以及该地域黄牛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根据前人提出的
“
系统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 L’
一 ,

以渭北高源北部 (系统 . )
、

陕北丘陵沟

壑 区 (系统 l )及长城沿线风沙区 (系统 I )3 个系统黄牛为样本资料
,

其抽样头数分别劳

6 2
,

5 8和 51 头
。

毛色及形态特征的描述现场进行
.

资料的统计处理用文献〔l] 的方法
。

1
.

2 实验室分析

应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测定血液中血红蛋白 ( H b )
、

白蛋白 ( lA b )
、

谷 白蛋白 (P
a )

、

运铁蛋 白 ( T f )
、

谷运铁蛋 白 (P t f
一

I )和碱性磷酸酶 ( A k p )6 个位点的多态性
,

分别根据意

大利都灵遗传测试中心国际标准血清图谱
、

G ha
n e B 等人

仁2」及佐佐木清纲等人
〔’ 」
的方法

判型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血液蛋 白多态性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 6 个血液蛋白位点的检测结果 (表 l) 表明
: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在 6

个血液蛋白位点上均具有多态性
。

所有位点基因频率估计的误差均在 6
.

5%
。

以下
,

但在各

系统间存在有基因频率的差异
。

总群所有基因频率估计值之可靠性 (除 aP
c

基 因和 tP f
一

I
c

基因外 )都在 95 %以上
,

P ac 基因和 tP 仁 I 基因估计值的精确度偏离实际频率的 0
.

5 倍以

收稿 日期
: 1 9 94 一 1 2一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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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说明要使这两个基因频率估计值可靠性达 95 % 以上时
,

必须加大抽样规模
。

表 l 血液蛋白位占墓因频率的抽样估计

一 _ _ ~ _
、

一 _ 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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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色位点的多态性

表 2 毛色位点表型频率的估计

位点 基因型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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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检测的 8 个毛色位点中 (表 2 )
,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在 6 个位点上具有多态性
,

毛

色主要表现为红黄两色
,

分别占 70
.

7%和 29
.

3 %
.

其 S 基因
、

nI 基因
、

sP 基因
、

W 基 因及

B r 基因分别以 0
.

2 7
, 0

.

0 1 8
,

0
.

1 5
,

0
.

2 7和 0
.

7 7 6 的频率潜在陕西北部黄牛群体之中
,

各

种毛色表型频率的估计误差均在 1% 以下
。

除 3 种表型外
,

其余表型频率估计的可靠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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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4
.

45 %以上
.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在检测的 7项形态特征中 6项具有多样性 (表 3 )
,

约 85 %的黄牛

为小肩峰
,

胸垂有大小两种类型
,

脐垂表现为 3 种类型
,

头型和体型 表现为长窄和短宽两

种类型
,

大多数无额毛
,

均为园端耳
.

各种表型频率估计值的误差均在 3%
。
以下

,

估计值的

精确度与可靠性 (除两种表型外 )相对较高
。

表 3 形态特征表型翔率的抽样估计

表现型
撅率

1 1 万
总体颇率 估计误差 可靠性 精确度 标准离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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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的血统来源

在所检测的陕西北部黄牛群体 3 个抽样系统 间
,

在血液蛋白质
、

毛色及外形特 征的

2 1 个遗传位点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遗传差异性
,

长城沿线风沙区 (系统 I )和渭北高源北部

( 系统 vI )的所有分布频率都与常洪等人
〔们报道的秦川牛相似

; 而陕北丘陵沟壑区 ( 系统

I )的所有分布频率则与陈幼春图报道的蒙古牛相近似
。

进一步调查结果表 明
,

系统 I 用

秦川牛进行杂交改 良已有 30 余年历史
,

系统 , 位于秦川牛产区外围
,

长期以来就有秦川

牛血统的陆续迁入
.

而系统 I 显然受秦川牛影响较小
,

这与陈宏 [`〕报道的该系统牛具有与

蒙古牛相近似的 Y 染色体中部着丝点的结论相吻合
。

由此可以确认陕西北部黄牛群体属

秦川牛与蒙古牛相混血的中间类型
,

只是在不同区域两者的血统比例不同而异
.

3
.

2 陕西北部黄牛群体资源的开发利用

由于这一群体所处位置属秦川牛与蒙古牛的混血区域
,

在不同的系统间也存在有一

定差异
,

因而就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应予以区别对待
。

系统 I 和系统 . 因含有较高的秦川

牛血液
,

其可通过在系统内进一步选育而形成一个有别于秦川牛与蒙古牛的新类型
。

系统

I 则可进一步应用秦川牛来杂交改 良以提高其生产性能水平
,

但在杂交改良中应避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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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过高造成固有抗逆性的基因由群体中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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