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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河猪是中国西南中海拔地区代表性猪种之一，长期以来在当地养猪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阐明其

群体遗传变异情况，为进一步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采用分布在家猪19对染色体上的76个微卫星

标记对该猪种60个随机抽样个体进行了微卫星PCR–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共检测到347个等位基因，所有

座位都呈现出多态性，每个座位的等位基因数在3—10个之间，平均每个座位等位基因数4.57个，有效等位基因

数3.50个，群体平均杂合度及平均多态信息含量分别为0.696 2±0.071 6和0.644 1±0.091 4。结果表明，
大河猪群体遗传多样性较丰富，选择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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