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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毛色基因MC1R是中国家猪的一个人工驯化基因
  文章来源：昆明动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0-03-19 【字号： 小  中  大 】 

驯化使家养动物的部分性状与其野生祖先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毛色的变化。野生动物的

毛色一般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压力，而具有隐蔽(保护色)、交流(如择偶)或生理调控等功能。 

然而对于家养动物来说，自然选择压力放松并被驯化过程中强烈的人工选择压力取代，使得家养动物的毛色更

多的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喜好。这种表型的改变往往会在驯化目标基因上留下人工选择的分子足迹，通过比较该

基因在家养动物与其野生祖先中的变异与多样性可以找到这种证据。尽管先前的研究发现，调控哺乳动物毛色的一

个关键基因黑色素皮质素受体1基因(MC1R)在家猪与野猪中存在不同的进化模式，然而由于缺乏对驯化过程中群体事

件(如奠基者效应)的分析和区分，未能提供充分的人工选择证据。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和施鹏研究员的共同指导下，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晶等对中国土著

家猪与野猪的MC1R基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瓶颈效应与人工选择共同导致了中国家猪MC1R基因的遗传多样性降

低，而强烈的人工选择导致一个与黑色相关的突变在中国家猪中迅速固定。 

该结果提示，黑色家猪可能在早期驯化过程中受到了特殊偏好，这与中国古代祭祀中常用纯净黑色家猪作为牺

牲的文化一致，表明MC1R是中国家猪的一个人工驯化基因。此研究不仅为揭示人工选择改变家养动物表型提供了强

有力的分子证据，而且提出了一种区分瓶颈效应与人工选择作用的简单有效的策略，同时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

偏好对家养动物人工选择造成影响的有趣范例。 

该研究论文已于近期发表在SCI期刊Heredity上，链接为

http://www.nature.com/hdy/journal/vaop/ncurrent/abs/hdy200919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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