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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聚丙烯耽按凝胶电泳方法分离二狠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E

:
同工晦

,

并对其进行理

化特性夺析
.

研究结果表明
,

二狼山 白绒山羊
。 一 E。

同工畴可分离出 9 条电泳区带
,

各区带的电泳

迁移率基本一致而 出现预率及相对百分含童则存在个体差异
。

理化测定分析显示
, 。 一 E s

同工晦在

中性至徽碱性环境条件下均能显现 出清晰的错带
,

作用 PH 区限较宽
。

各同工晦对温度的德定性表

现不同
,

其中 E s
一 l

、

E s 一 2
、

E s一 3 和 E s一 9 的热称定性最高
,

而 E s一 6 和 E s一 7则最差
。

在雄

性个体中
,

E
s一 9 有 1 条亚带

。

关键词 二狼山白绒山羊
a
一E。

同工酶

同工酶指的是能催化同一种化学反应
,

但 的血清 (剔除溶血样本 )
,

编号
,

置 4℃冰箱保

其酶蛋白本身的分子结构组成却有所不同的一 存
。

此项工作在采血现场完成洛

组酶巾
。

它是由染色体上不同的基因座位编码 1
.

3 电泳

的生化表现型
,

具有可靠的生理特性和物种遗 采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
,

凝胶浓度 (T )

传性
。

现在
,

同工酶的研究已经成为动物种属 7写
,

交联度 C( ) 3%
,

电泳胶管规格为 0
.

6火

特性鉴定的一种重要生化手段
。

在研究二狼山 10c m
,

电极 液 为 T ri s 一 G l少 缓冲系 统

白绒山羊的种质特性和绒肉兼用性状的定向培 ( pH S
.

3) 离子强度为 0
.

05 m o l/ 【)
,

加样量为

育中进行 a一醋酶 (a 一Es ) 同工酶测定
,

可以 2即 l/ 管
,

电流强度 3
.

sm A /管
,

电压 2 20 ~

从
“

基因一酶一性状
”

的关系来了解动物的发 240V
,

通电时间约 3小时
。

生
、

发育与遗传进化
,

不仅对动物体内的脂类 1
.

4 酶谱处理

代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而且可在绒山羊的 电泳结束后
,

剥取凝胶柱
,

用无离子水冲

培育中对所需遗传标记物的探索提供有益的科 洗
,

然后分别作如下处理
:

学资料

二
a

.

a
一E s

同工酶显色
:

把凝胶柱投入
a
一E s

·

1 材料与方法 同工酶染色液中
,

置 31 ℃温箱保温 6腼ni
,

直

L l 实验材料 至酶带出现
,

再用 7%醋酸固定液终止酶促反

实验动物为二狼山白绒山羊
,

由内蒙古自 应
。

治区巴彦淖尔盟家畜改良工作站提供
。

采样羊 b
.

a
一E s

同工酶理化性质测试
:

凝胶柱进

只随机选择
,

健康无疾
,

年龄在
.

2, 4岁之间
。

行 a 项处理之前
,

分别作下述预处理
,

第 1组按

共 60 只
。

50 ℃
、

55 ℃
、

60 ℃
、

70 ℃
、

,

75 ℃等 6 个温度梯

1
.

2
.

血清的分离 度做热变性实验 ; 第 2 组按 pH 4
.

5
、

5
.

5
、

6
.

5
、

供血羊只经禁食 12 小时后
,

按无菌操作规 7
.

5
、

8
.

5
、

9
.

5等 6 个梯度做作 pH 区限实验
。

程从其颈静脉抽取血液 Zom l
,

室温静置 6~ 12 各组样品处理时间均为 sm ni
。

小 时离
,

分3 5 0 o r/ m ni
,

15 m ni
,

.

分离得色泽澄明 1
.

5 酶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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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泳图谱均采用厦门大学测试中心的 2
.

l a一 E:

同工酶区带分离

e Be km a n D U一 s Bs p e e tr o ph o to m e ter

扫描 经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
,

二 狠山白绒山羊

(波长 50 o n m
,

侧速 sc m /m in)
.

根据扫描图谱
,

血清
a
一E :

同工酶最少能分离出 5 条电泳区

求得各同工酶的相对百分含量
.

带
,

最多达 9条区带
,

多数可以分离出 7~ 8条

试样各电泳区带的相对迁移率 (R , )按常规 区带
.

方法测算
。

`

各电泳区带的电泳迁移率及出现频率
,

统

2 实验结果 计于表 l

表 1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一凡 同工酶的电泳迁移率及出现频率

EEEEEEE s一 111 E s一 222 E s 一 333 E s一 444 E
s一 555 E

s一 666 E s一 777 E s一 888 E s一 999

舍舍舍 lll 10 000 8 3
。

333 1oooo 6 6
。

777 6 6
.

777 50
。

000 10000 3 3
.

222 1oooo

2222222 0
.

908士 0
.

02 111 0
.

5 24士 0
.

0 2 111 0
.

4 70士 0
.

0 1999 0
.

心0 1士 0
.

00 444 0
.

30 4土 0
.

0 0 777 0
.

26 1士 0
.

00 999 0
.

2 14士 0
.

00 777 0
.

114士 0
.

00 222 0
.

0 52士 0
.

00 222

早早早 lll 10 000 66
。

777 58
.

444 10000 10000 10 000 10000 8 3
。

333 10 000

2222222 0
.

8 92士 0
.

01 999 0
.

55 4士 0
.

0 2666 0
.

47 8土.0 0 1777 0
.

峨35士 0
.

00777 0
.

30 9士 0
.

0 1333 0
.

2 63土 0
.

0 1000 0
.

2 03士 0
.

0 1222 0
.

1 35士 0
.

0 1 111 0
.

04 8士 0
.

0 0 444

XXX
··

lll 10 000 75
.

000 79
.

444 6 6
。

777 83
.

333 7 2
.

222 1 0000 6右 777 10000

2222222 0
.

900 士 0
.

0 2333 0
.

53 9士 0
.

02 444 0
.

4, 4士 0
.

0 1888 0
.

4切土 0
.

0 0 666 O
。

30 7土 0
.

0 1000 0
.

2 62士 0
.

0 1000 0
.

20 9土 0
.

01 000 0
.

125土 0
.

0 0 666 0
.

0 50土 0
.

00 333

1~ 出现颇率 ( % ) 2~ 电泳迁移率 (灭士 )s

如表 1所示
,

根据各电泳区带的电泳迁移

率分布情况
,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 E :

同工

酶共可检出 9条区带
,

各区带的电泳迁移率大

致相近
.

E s一 1
、

E s一 7 和 E。一 9的出现频率最

高
,

在被检样本中无一不现
,

其次是 E
s一 3

、

Es

一 4
、

E s一 5
、

Es 一 6 和 E
s一 7

,

或在被检的雌性

或在被检的雄性个体中全部出现
,

最少的是 E :

一 8
,

在雄性个体中仅有 33 %的出现频率
。

在二狼山白绒山羊雄性个体中
,

E s一 9有 1

条亚带出现
,

而雌性个体则缺如
,

这是雌雄性

别间的一个显著的不同
.

.2 2 。
一E

:
同工酶的活性比较

根据
。 一E 。

同工酶扫描图谱 (图 1 )
,

测算

各同工醉的相对百分含量
,

结果见表 2
.

+ ~

图 1 二狼山山羊血清
a 一 Es 同工晦扫描图

表 2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E

s
同工酶相对百分含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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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a -

E s

同工酶在电泳正极端占有较大优势
,

各同工

酶的相对百分含量在雌雄性别间存在程度不同

的差异
,

除 E
s一 5

、

E s一 7
、

E
s一 8

、

和 E s 一 9的

差异不显著 (P ) 0
.

0 5 ) 外
,

E
s一 l

、

E s一 2
、

E s

一 3表现为含> 早而 E s一 4 和 E , 一 6表现为之

< 早
,

其差异均达到极显著的水准 P( < 0
.

01 )
。

2
.

3 血清
。 一 E

s

同工酶的理化特性

各同工酶的热变性实验和作用 pH 区限实

验结果见表 3
.

表 3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 E :

同工酶的理化特性检测

E s 一 1 E s 一 2 E
s一 3 E s一 4 E s一 S E

s一 6 E
s一 7 E

s一 8 E s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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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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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变性实验

(℃
,

sm in )

酸硷处理

(PH s m in )

+ — 酶带显现

表 3 显示二狼山白绒山羊
a
一E s

同工酶有

较宽的作用 pH 区限
,

各酶均有各自的显色 pH

区域
。

其中
,

E
s一 l

、

E
s一 2

、

E s一 s 和 E
s 一 9的

作用 pH 区限最宽
,

在 pH 4
.

5~ 9
.

5范围内均能

显现 ; E s 一 7 在酸性 ( pH 4
.

5 ) 和碱性 ( pH 7
.

5

~ 9
.

5) 环境中活性较强而在微酸环境中竟无活

性
; E s 一 3和 E s 一 4 在碱性环境中有较强的活

力 ; E
s一 6 和 E s 一 8在酸性或碱性环境条件下

都失活
,

中性环境为其最适条件
。

总的看来
,

在

中性至微碱性 ( pH 7
.

5~ 8
.

5 ) 条件下
, a
一 E s

同

工酶活性表现良好
,

pH 7
.

5 为各同工酶的共同

的最适 p H
。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 E s

同工酶各电泳

区带对热变性的稳定程度随环境温度的超常升

高而发生不同的变化
,

以 E
s 一 1

、

E s 一 2
、

E
s 一

5 和 E s一 9 的热稳定性最高
,

短时间 (5 m in) 的

高温 ( 75 ℃ ) 处理仍保持酶活性
,

其次是 E s一

8
,

而后是 E s 一 3 和 E s一 5
,

最差的是 E
s一 6 和

E s一 7
,

在 55℃经 sm i n 处理后即失活了
。

3 讨论
a
一醋酶同工酶是由染色体上不同的基因

或共显性等位基因控制的
`2, ,

它在各种生物中

广泛存在
,

不同种动物同工酶的差异是遗传本

一酶带消失

质上的差异
.

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
, a
一 E

:

分子

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
,

遗传特性较为复杂
,

不

同动物有着显著的种属特异性
〔,

·

。
。

本研究发现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清
。
一E s

同工酶分子的存在

形式较为复杂多样
,

经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
,

最

多可分离出 9条区带
,

最少有 5条区带
,

60 %

试样显有 7条至 8 条酶带
。

各同工酶电泳区带

的电泳迁移率基本一致
,

但其出现频率及相对

百分含量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个体差异
。

为什么

出现这些差异? 这是在二狼山白绒山羊定向培

育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

我们曾经认为
,

白

绒山羊是一个古老的绒肉兼用型优良地方品

种
,

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定向培育
,

种群的

外貌特征和遗传结构较为稳定
.

因此在育种生

产实践中仅把绒
、

肉品质和产量等经济性状的

个体差异归因于外界环境条件和后夭因素的制

约
,

而忽视了这些受基因控制的生化标记物所

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

显然
,

这是必须注意的
,

同

工酶的差异
,

反映了基因型的不同
。

。 一 E
:
同工酶是以

Q 一 乙酸蔡醋为底物的

同工酶
,

属梭基醋水解酶系
.

它催化梭酸酷类

的醋键水解与合成
,

在动物体脂代谢和生物膜

的结构及功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 5,

。

由于



生猪涨价 货源趋紧
据国内贸易部主管部门综合各地生猪产销

信息表明
:

当前产区肉源减少
,

库存薄弱
,

猪

价上涨 ; 一些销区肉价上扬
,

市场日渐吃紧
。

据了解
,

由于粮价上涨
,

饲料价格涨幅过

大
,

部分产区生猪生产下降
。

目前
,

猪粮比价

为 1 : 4 左右
,

而上年同期为 l , 6 左右
。

据 12

个生猪主产省调查
,

5 月末生猪存栏比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
.

尤其母猪
、

仔猪下降幅度更大
,

造

成部分生猪产区猪价上涨
。

全国产猪最大的四

川省今年上半年猪价居高不下
,

比上年同期上

涨 15 %~ 2。%
,

进入三季度后
,

猪价又上一个

台阶
,

肉联厂进厂毛猪每 500 克达 1
.

8一 1
.

9

元
。

肉联厂冻肉调拨价近一个月每吨上涨 2 00

~ 30 0 元
,

有些地区产地冻肉交货价每吨高达

500 0 元左右
。

目前
,

产区猪价上涨未完全在销区市场反

映出来
,

猪肉市场基本稳定
。

其原因是近期正

值猪肉销售淡季 ; 销区生产基地发展 ; 各种副

食品较丰富
,

消费选择性大
。

因此
,

猪肉销价

涨幅低于购价涨幅
。

行家认为年底前后
,

消费

将转旺
,

生猪购价
,

冻肉调拨价
,

猪肉销价将

呈同步上涨趋势
,

局部地区市场供应可能偏紧
。

猪肉乃是我国城乡人民的重要消费品
,

国有商

业应该密切注视产销动态
,

把握时机
,

增加库

存
,

调节市场
,

并完成好政府部门赋于的宏观

调控任务
。

(摘自 <养猪信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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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酶分子的一级结构和理化性质不同
,

因

而能在微环境发生一定程度变化时仍然保持

良好的活性
。

实验表明
,

二狼山白绒山羊血

清
a
一 E

s

各同工酶的热稳定性各不相同
,

其

中 E s一 l
、

E
s 一 2

、

E
s一 4 和 E

s 一 9 经 sm in 的

高温 (7 5℃ ) 处理仍有活性
,

其余各同工酶

亦都能经受短时间的超常温 ( 55 ℃ ~ “ ℃ )处

理
。

同时我们还发现
, a
一 E

s
同工酶有较宽的

作用 pH 区限
,

各同工酶均有其最适的 pH 作

用区域
,

它们中有的适于酸性条件
,

有的适

于碱性条件
,

有的甚至在 pH 4
.

5 至 pH g
.

5 的

条件下都保持有良好活性
,

只在碱性环境中

各同工酶才全部显现出活性
。 a
一E s

同工酶

的这种理化特性是与该羊所处的生态环境相

适应的
。

二狼山白绒山羊生活在内蒙古西北

部的山区
、

丘陵和高海拔平原区域
,

昼夜温

差大
,

草场植被差异大
,

食物种类繁多
。

长

期生存在这一瞬时即变的环境下的二狼山白

绒山羊的
。
一 E s

同工酶所具有的上述理化特

性提高了它对荒漠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

二狼山白绒山羊
Q
一E s

同工酶在雌雄性

别间的显著差异可在某些同工酶的相对百分

含量上观察到
,

如 E
s一 1

、

E s一 2和 E
s一 3的

百分含量为含> 早而 E
s一 4和 E s一 6 为舍<

早
。

除此以外
,

最为突出的差异是所有雄性

个体的 E
s 一 9都出现 1条雌性个体缺如的亚

带
,

表明二狼山白绒山羊
。
一 E

:

同工酶存在

遗传多态性现象
,

关于这种多态性现象的成

因将另文予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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