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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凡 ( 199 3)的试验结果一致
。

其次
,

试验组

25 个家系虽然它们的亲代都具有N06 14 血型基因
,

但不同家系雏鸡对 M l ) V 抗性各有不 同
,

这固然

为选留强抗性亲本提供 了可能
,

也提示 血型基因

对病毒抗性有一个复杂的基因表达调控机理
,

值

得进行深人研究
。

S R Y 基因进化的研究现状

王晓霞
,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
,

昆明 65 02 23)

自性染色体发现以来
,

性别决定的机制越来

越成为研究的热点
。

现今 SR Y 基因 ( es x d et er
-

而 ni ng er gi no Y ge ne ) 已 逐 渐 与人 中 的 T D F

( t es t i s 一 d e t e

nur
ni 眼 af

e t o r ) 及鼠中的 T d y ( t o t i s

一 de et 二 ni n g y 。h or

~
m 。 ) 等 同起来

。

由于其

可能参与性别决定
,

RS Y 基因的进化已经得到相

当的关注
。

S R Y 的进化研究在多种哺乳动物中都

有相关的报道
。

虽然 SR Y 基因在不同的物种 中长

度变异很大
,

其结构由两个性质明显不同的部分

组成
:

近中部的 1
`
IM G比

x 和端部的侧翼序列
。

大

量的比较研究表明 SR Y 经历着快速的异义替代

(引起氨基酸改变的碱基替代 )
,

尤其反映在其侧

翼序列
。

与其相 比 HM G加 x 种 间的严格保守以及

S R Y 种内碱基序列高度一致的特性使寻求这 3 者

之间的结合点已成为进化研究的主要 目标
。

本文

初步探讨 了国内外对 RS Y 基因进化研究的现状
,

综述了有关 RS Y 基因在物种分化
,

性选择中地位

的不同观点和学说
。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中国科学院

重大项 目资助
。

我国部分家鸭品种遗传多样性及与野鸭亲缘关系的探讨

陈奕欣
,

左正宏
,

陈小麟
,

吕良炬
,

赵 扬

(厦门大学生物学系
,

厦门 36 1 ()0 5 )

家鸭 ( A , : a 、 P za ty r入少 : e五。 、 a o , , : e s r iac ) 在动物

分类学上 属于雁 形 目 ( A n s e ri of r

mc
S ) 鸭科 ( A

-

na
t di a e )

。

对于家鸭的起源与演化在学术界历来有

两种看法
:

一是
“

单元论
” ,

即家鸭是由野生绿头

鸭 ( A , : a s 户伍妙咖, , e入(, 、 ) 长期习l}养而 来 ; 另一

种是
“

二 元论
” ,

即 由野 鸭绿 头鸭 和 斑 嘴 鸭

〔A 。 、

沁
。
oil rll 了ha ) 在我国不 同地区单独驯养

,

或由绿头鸭与斑嘴鸭 自然杂交的杂种代驯养而来
。

本研究对我国常见家鸭品种和两种野鸭的基因组

叮A 进行 了 R蚁
〕
D 分析

,

以期 了解我国家鸭的遗

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与起源分化的分子基础
,

同

时寻找不 同品种 的特 征 R八卫D 标记
,

探讨 D N A

分子标记在家鸭遗传育种 中应用的可行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 料 实验动物为我国常见的蛋鸭品种金

定鸭 ( I
、

11
、

111 系 )
、

莆 田黑鸭 ( I
、

11 系 )
、

连

城白鸭
、

绍兴鸭
,

兼用鸭 品种大余鸭
、

巢湖鸭
,

肉鸭北京鸭以及野鸭绿头鸭
、

斑嘴鸭
。

Y0 1 -

Y2 0
,

J0 1
,

J04
,

J05
,

J20 等 2 4 个随机引物购 自

于 中科院遗传所
。

1
.

2 方 法

1
.

2
.

1 基 因组 D N A 的提取 参照 Sm iht E
.

等

( p
o u l t r y Sc ie n e e ,

1996
,

7 5 : 57 9 一 5 84 ) 所提供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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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C RP 2扩 增 参照 Z han gX
.

等 ( P o
u l tr y

Sc : en e e,

1 995
,

7 4 : 1 2 5 3 一 1 2 5 8 ) 略有修改
(,

1
.

2
.

3 数据处理 P CR 扩增产物经 1
.

4 %琼脂糖

凝胶电泳
,

在多色凝胶成像仪上分析
。

根据扩增

的叹A PD 图谱
,

统计清晰可辨且重复性较好的条

带
,

并将其记为
“
1

” ,

反之记为
“
0

” ,

构建
“
0

, ’ ,

“
1

”

信息距阵
。

随机扩增多态 D N A 片段共享度

(相似系数 ) 根据 N ei 和 Li ( 19 79) 的公式
: F 二

Z N XY / (从
+ N v) 求算

。

其中 F 为共享度
,

N xv 为

2 个样品共有的扩增带数目
,

从 为样品 X 所具有

的扩增带数 目
,

场 为样品 Y 所具有的扩增带数

目
。

遗传距离 ( D ) 由公式 D 二 1 一 F计算
。

根据遗

传距离按 U PG MA 聚类法构建分子树
。

2 结果与讨论

在所用 2 4 个引物 中
,

5 个没有 出现扩增产物

或未见明显扩增带型
,

其余的引物扩增图谱
,

显

示出丰富的多态性
,

表现在扩增带的数目和扩增

片段的分子量大小的差异上
。

共扩增出 了 24 6 条

多 态带
,

其 中 4 5 条 为 12 个 样品 所共有
,

占

18
.

2 9 %
,

扩
一

增 片段 的分子量大小 为 190 一 4 200

b p 之间
-

绿头鸭与我国家鸭 品种的遗传距离 ( D ) 最

小的 仅 有 0
.

22 4 0 (绍 兴鸭 )
,

而 斑嘴 鸭 的 为

0
.

288 0 ; 最大 的是与北京鸭
,

为 0
.

309 2
,

而斑

嘴鸭的是 0
.

37 3 5
。

在聚类分析图谱上
,

绿头鸭首

先与其它家鸭聚在一起
,

然后再同斑嘴鸭聚到一

块
。

但两种野鸭与家鸭遗传相似系数方 差分析发

现
,

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 P > 0
.

0 5 )
。

由此可认为在我国家鸭品种形成过程中
,

绿头鸭

和斑嘴鸭都作出了贡献
。

肉鸭品种北京鸭因长期的闭锁选育
,

选育历

史久远
,

很少与其它家鸭品种 (系 ) 再进行基因

交流
,

它与其它家鸭基因 组 D N A 相似性减小
,

遗传距离增大
,

范围在 0
.

236 2 (连城 白鸭 ) 一

0
.

3 0 5 3 (金定鸭 I 系 ) 之间
,

在 U P GM A 聚类图

谱中北京鸭与其它家鸭聚在不同的分支上
。

金定鸭 I
,

H
,

H l 系是根据不同的生产性状

或表型性状从金定鸭原种 中选育而来
,

由于选育

时间不长
,

它们遗传分化非常的小
,

遗传相似系

数高达 87
.

9 7% 以上
,

在 U P GM A 聚类图谱上首

先聚到一块
。

同样原因
,

莆田黑鸭 I
,

H 系也先

聚集在 一 个分支 上
,

两 者的 遗传相 似系 数 为

8 6
.

5 9 %
。

巢湖鸭
、

绍兴鸭
、

连城白鸭
、

大余鸭
、

莆田

黑鸭和金定鸭都是麻鸭的品变种
,

长期以来
,

人

们按生产需要进行定 向选育
,

尽管出现了一些生

产性能和表型性状的差异
,

但就基因组结构本身

来说
,

差异并不太大
。

我们的实验结果证 明了这

一点
,

它们在聚类图谱上聚在一起
。

引物 Y0 5 的扩增结果中发现一条金定鸭 3 个

品系共有
,

而其它鸭类都没有的条带
,

分子量大

小约为 600饰
。

在金定鸭不同个体的 R A P D 扩增

图谱中
,

所有的个体都出现该带条
。

因此
,

初步

认为 Y0 5 60 。可以作为鉴别金定鸭 的分子标记
。

基金项目
:

本研究得到 了厦门凯利公司的资助
。

猪的亲本间遗传距离与杂交后代

基因杂合度及杂优率关系研究

施启顺
1 ,

成廷水
2 ,

( 1
.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长沙 4 101 2 8 ;

柳小春
, ,

陈 斌
`

2
.

德国赫司特公司长沙办事处
,

长沙 4 1000 5)

为 了从蛋白质 (酶 ) 多态性和 D N A 分子水

平上估测亲本间遗传距离
,

探讨它们与基因杂合

度及经济性状杂优率之 间的关系
,

利用杜洛克

(杜 )
、

长白 (长 )
、

大白 (大 ) 3 个纯种猪群和长

又 大
、

杜 x 长大
、

大 义 长大
、

大杜 义 长大四个杂

种猪群各 20 头采取血样及耳样
,

分别提取血浆和

基因组 D N A
。

采样后的猪在同等条件下进行肥育

试验
,

每品种组合 10 头
,

试验结束测定其生长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