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的变异株。这些事实使我们相信红纹白可能

是周缘嵌合体 （有时表现为周缘区分嵌合体），

它的内部组织存在有白公主的组织。

2．白公主是个不具有嵌合结构的原始品

种，但它能变为具有嵌合结构的红纹白。变异

机理目前不清。 同时认为我国的白公主即是

Warba品种。
3．马铃薯的无性变异是有多样性，由具有

嵌合结构的马铃薯所引起的变异只是无性变异

的一种形式，而由不具有嵌合结构的原始品种

突变成嵌合体那是无性变异的另一种形式。它

们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现象，虽然这两种现象可

能是平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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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猪几个数量性状遗传参数的初步估计
连 林 生 吴 正 德

（云南农业大学牧医系） （云南省富源县大河种猪场）

大河猪是云南省东北部地区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地方猪种，一般可分为八卦头、二八卦头、

红毛与黑毛等类型。猪的繁殖和生长发育情况

是重要的经济性状，测定这些性状的遗传参数，

对制定选种方法、设计选择指数、预测选育进

展、提高选种效果，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几

年国内发表了大白猪和新淮猪遗传参数的研究

报告[1-21，对推动我国猪育种工作起了很好的作

用。遗传参数虽然具有通性的一面，但也随着

品种、畜群、饲养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我们对

富源县大河种猪场的大河猪进行了繁殖性状和

生长发育性状的遗传力和遗传相关的统计，以

期对大河猪的选育提高工作提供参考。

一、材料与方法

大河种猪场自1975年建立以来，在坚持纯

繁选育、着重性能选育提高的同时，也注意类型

毛色的一致性。为了减少环境偏差，本文采用

的繁殖力资料系1976-1977年的生产记录，生

长发育资料是1977年品系繁育一世代测定群

的数据，其间饲养管理条件变动不大，一般避免

近亲交配，个别窝的近交系数也不超过 12.5 % o

统计依据的样本数，繁殖力为经产的69窝，生

长发育的为79头仔猪。统计项目计有：

(1)繁殖性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包括活

产仔数、初生窝重、初生个体重、泌乳力、断乳仔

数、断乳窝重和断乳个体重。生长发育性状的



平均数与标准差。包括六月龄体重、体长和腿臀

围。

(2)繁殖与生长发育性状的遗传力。包括

乳头数、活产仔数、初生窝重、初生个体重、泌乳

力、断乳仔数、断乳窝重、断乳个体重和六月龄

体重、体长、腿臀围。方法系采用父系半同胞相

关法估计。

公式： h2二4r（二、。

式中h'代表性状遗传力，1*(HS)代表父系半同

胞的组内相关系数。

(3）大河猪几个数量性状间的遗传相关。

包括活产仔数与初生窝重、初生个体重，断乳仔

数；初生窝重与初生个体重、断乳窝重；断乳仔

数与断乳个体重；断乳个体重与断乳窝重、初生

个体重；二月龄体重与六月龄体重；六月龄体重

与体长、腿臀围等11对数量性状。方法采用单

因方差分析估计遗传相关。

公式：

r1l ..,,～一＝今MPfl(xy) - MP.(xy)
1/ (Mss(. ）一MS.,（二））(MSs(y）一Ms.(,))

式中 G(xy)代表x与Y两性状间的遗传相关系

数，MP(xy)代表‘与y两性状的均积，ms代表

均方，16与。分别代表公猪间与公猪内。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河猪的繁殖力和生长发育能力

大河猪的繁殖与生长发育性状的表型值列

于表1和表2。表1表明，大河猪两产以上母

猪的活产仔数为7.63头，初生窝重为5.54公

斤，初生个体重为0.72公斤，泌乳力（20天窝

重）为18.37公斤，断乳仔数为6.06头，断乳窝

重为50.05公斤，断乳个体重为8.25公斤。

斑1 大河猪经产母猪的，殖力 单位：头．公斤

项 目 活产
仔数

初生
窝重

初 生
个体重

泌乳力
(20天

断乳
才不 理戮才

断乳

窝重
断 乳
个体重离 框 ）

． J J弓人

平均数

标准差

7.63

2.53

5.54

1.76

0.72

0。21

18.37

6.12

6.06

1.97

50.05

16．77

8.25

2.35

同期测定的仔猪生长发育能力（表2)，六月

。，1斗

龄平均体重31.1公斤，体长79.75厘米，腿臀围

63.85厘米。说明大河猪早期增重速度较慢，后

腿较瘦。 上述繁殖力与生长发育成绩虽不算

高，但在山区以ra秆和青粗饲料为主的饲养条

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表明大河猪有良好的耐

粗性。

表2 大河猪六月龄生长发育能力 单位：公斤，厘米

项 目 体 重 体 长 腿 臀 围

平均数

标准差

31.1

6.55

7̀1.75

4.66

63.85

4.81

（二）大河猪群体的遗传．数

1．遗传力的估计 大河猪经产母猪繁殖性

状和六月龄生长发育性状的遗传力计算结果列

于表30

班3 大河猪几个傲．性状的遗传力

项目
活产

仔数

初生

窝重

初生
个体
重

泌乳
力
(20天
窝重）

断乳

仔数

断乳
个体
重

断乳

窝重

乳头

数

六月
龄
休重

六月
龄
休长

六月
龄腿
臀围

遗传

力
0.150.070.220.090.060.140.120.100.310.330.26

由表3可见，属于繁殖力的八个性状的遗

传力均较低，在0.22以下。但相对地说，以初生

个体重的遗传力较高，为0.22，其它依次为活产

仔数、断乳个体重、断乳窝重、乳头数、泌乳力

(20夭窝重）、初生窝重、断乳仔数。生长发育

的三个性状间以体长的遗传力最高，为0.33，以

后依次为体重和腿臀围。

2．遗传相关的估计 大河猪的11对数量性

状间的遗传相关的计算结果列于表4。

表4中11对性状间的遗传相关与表型相关

并不完全一致。以表型相关大小为序，正相关

最高的是六月龄体重与腿臀围，其次为六月龄

体重与体长，最小的为断乳个体重与断乳窝重。

以遗传相关的大小为序，正相关最高的是初生

窝重与断乳窝重，其次为二月龄体重与六月龄

体重和初生窝重与初生个体重，最小的为活产

仔数与初生窝重。呈负相关的有两对性状：在

表型相关中以断乳仔数与断乳个体重为高，活



表4 大河猪致f性状间的相关

0.23

一0.49

0.72

0.83

0.59

一0．24

0.3斗

0.55

0.72

0.41

0.59

差异显著 (P<0.05) 差异极显著 (P<0.01)

产仔数与初生个体重为小；而在遗传相关中则

恰恰相反。

与六月龄体重遗传相关为0.72，抓住断乳时早

期选种及六月龄时的复选，可能提高大河猪早

期的增重能力。六月龄体重、体长、腿臀围遗传

力分别为0.31, 0.33, 0.26，体重与体长的遗传

相关为0.41，体重与腿臀围的遗传相关为0.59,

因此，在提高早期增重速度的同时，相应增加体

长、和后腿的丰满度也是可能的。

3．大河猪的断乳窝重、断乳个体重的遗传

力分别为0.12和0.14,断乳窝重与断乳个体重

的遗传相关为0.34,断乳窝重与初生窝重的遗

传相关为0.83，初生窝重与活产仔数的遗传相

关为0.23，因此，我们把断乳时的窝重作为繁殖

力的总指标，通过断乳窝选和窝内选优，可以达

到既提高断乳时的窝重，又相应增加产仔数的

目的。

4．根据本文对大河猪几个数量性状遗传参

数的估计，在大河猪的快长品系培育中，确立以

提高早期增重速度为主、相应改善体态结构和

提高断乳窝重的选育目标，采用断乳时的家系

及家系内选择，以及六月龄生长发育测定的个

体表型选择方法，看来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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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1．大河猪的繁殖性状遗传力较低，在0.06

-0.22之间，生长发育性状的遗传力属中等水

平，在0.26-0.33之间，与一般的报道相近。其
中初生窝重、断乳窝重、断乳个体重以及六月龄

体长等性状的遗传力偏低，说明大河种猪场的

公猪之间遗传方差较小，这可能是与建场时种

公猪多来源于一、二处，而这些地方因交通不

便，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近交有关。因此，今后

应进一步扩大种公猪的来源。

2．大河猪的六月龄体重遗传力为0.31，通

过个体表型选择可以改善这一性状。断乳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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