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畜牧兽医学报
!

!""#

!

$"

"

%"

#$

%$$&!%$'(

!"#$%&#&'()$'($&#*++#&",)("$-()("$

湖羊
!"#$)*

和
!"#$))

基因组织表达谱及其在卵巢

组织中
+,-*

表达水平与排卵数间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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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探索湖羊多胎分子机理!筛选影响湖羊多胎性状的特有候选基因!本试验选取
"*

只经产湖羊母羊!分

为单羔组和多羔组!同期发情后屠宰观察卵巢排卵数!并利用
+,!-.+

和荧光定量
-.+

技术对湖羊
./01/0

和

./01//

基因的组织表达特征以及在单羔组和多羔组卵巢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01/0

和

./01//

基因除了在湖羊卵巢组织中有表达外!在下丘脑'垂体'子宫'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肉'输卵管

等组织内也均有表达%单羔组和多羔组间卵巢组织
./01/0

基因
1+20

表达水平差异不显著"

0

#

&3&(

#!且与排

卵数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0

#

&3&(

#%但是!多羔组卵巢组织
./01//

基因
1+20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单羔组"

0

$

&3&(

#!且与排卵数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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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说明
./01//

基因可能对湖羊排卵数起作用!是影

响湖羊排卵数的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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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羊是世界著名的多胎绵羊品种之一!谢庄

等(

"

)根据产羔胎次差异的分析!发现湖羊公羊间存

在繁殖性能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湖羊高繁群体进行

选育!使产羔率有了明显提高!认为湖羊拥有控制多

胎性状的主效基因&国外对绵羊高繁殖力进行了分

子水 平 的 分 析!将
./01/:

"即
PJD:

基 因#'

./0"(

"即
PJDL

基因#和
HIF'

基因进行了定位!

并证明它们是影响某些绵羊品种或品系多胎性能的

主效基因(

#

)

&但是!管峰等(

$

)发现湖羊均是
./J

01/:

基因突变纯合体"

::

#!认为
./01/:

基因并

非是影响湖羊多胎性能的主效基因%另外!已在绵羊

中检测到
./0"(

基因
(

个点突变"

PJDL/

'

PJDLQ

'

PJDL̂

'

PJDL:

'

PJDLO

#!其中任何一个突变杂合个

体都具有较高的排卵数!但在湖羊上都没有检测到

这些点突变或发生率极低(

9!)

)

%此外!管峰等(

)

)利用

-.+!+PO-

方法检测到湖羊群体中存在
HIF'

基

因的
)̂

"

.

%

,

#突变!但发生率较低&可见不同绵

羊品种间控制多胎性状的主效基因不尽相同&

骨形态发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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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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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V>D

X

4E!

VJ>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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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转 化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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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WCE41>G

S

S

4EYVUC=DVE4

"

!

,̂ P

"

#超家族中最大的亚家族!为

多功能蛋白&研究表明!

:[-

是卵巢中一个功能性

的旁分泌调节体系!调节卵巢中卵泡的发生及排

卵(

'

)

&

:[-W

蛋白发挥作用离不开其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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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膜蛋白受体!具有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活性!包

括
#

种
#

型受体"

:[-+/0

和
:[-+/:

#和
"

种
$

型受体"

:[-+//

#&一旦
:[-+//

型受体复合物形

成后即可激活
#

型受体!

#

型受体再作用于细胞内

信号转导分子
71=K"

或
71=K(

!使其活化后可再

结合
71=K9

形成复合物进入细胞核!作用于特定

基因的启动子!引发各种生物学效应(

"&

)

&为了揭示

湖羊高繁多胎分子机理!筛选影响湖羊多胎性状的

特有候选基因!本研究采用
+,!-.+

和荧光定量

-.+

技术对湖羊
./01/0

和
./01//

基因的组织

表达特点以及在单羔组和多羔组卵巢组织中的表达

水平进行分析!从分子水平上探讨
./01/0

和

./01//

基因
1+20

的表达水平与湖羊多胎的

关系&

!

%

!

材料和方法

%I%

!

试验动物

由江苏省湖羊种羊保种场选择健康无病'体况

良好'经产湖羊母羊
"*

只"其中经产
$

'

9

羔母羊
)

只作为产多羔组!经产单羔母羊
)

只作为对照组#!

样本湖羊与其它湖羊饲养在同一环境中!来源于同

一始祖群&采样前用氯前列醇钠"

-̂ !.?

#按照每只

羊
&%"1

S

进行肌肉注射!

#K

后试验羊只全部发

情!待
")K

后第
#

次自然发情时!进行采样&

采用阴道检查法和公羊"输精管结扎#试情法进

行发情鉴定!发情后
#9

%

$*U

内将试验羊全部屠

宰!取出卵巢!观察排卵点"或红体数#!分别记录左

右两侧卵巢排卵数!以左右卵巢排卵数之和为该个

体排卵数%同时采取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心'

肝'脾'肺'肾'肌肉'输卵管等组织!立即用液氮冻

藏!

_6&`

保存!用于提取总
+20

&

%I!

!

试剂和仪器

,4>AE?4J=

S

JGV

为美国
/G\>V4E

S

JG

公司产品%

[[Oa

反转录酶为美国
-4E1J

S

=

公司产品%

9$

K

R20

聚合酶'

7N:+-4J1>@<L9$

K

,[

Q7R20

聚

合酶和
X

[R")!,7>1

X

?JaJDVE4

为大连
,=;=+=

公

司产品&

b

X

V>DEG

荧光实时定量
-.+

仪为美国
[c

公司产品%低温高速离心机"

.JGV4>CI

S

J()"&+

#为德

国
<

XX

JGKE4C

公司产品%梯度
-.+

仪'凝胶成像系

统为美国
:>E!4=K

公司产品&

%I(

!

组织总
,-*

提取和反转录

用
,4>AE?

法提取各组织总
+20

!具体操作参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总
+20

浓度和纯度"

bR

#*&G1

*

bR

#)&G1

5"%)

%

#%&

#&用随

机引物对总
+20

进行反转录!反应体系为
#(

&

O

$

#

&

S

总
+20

!

"

&

S

随机引物!

&%9 11E?

+

O

!"

K2,-W

!

#&M +G=W>G

!

#&&M [![Oa

反转录酶!

(

&

O(d+,:ICCJ4

&反应程序$先加
+20

原液'

K2,-W

和随机引物!

6&`

变性
(1>G

后立即放冰上

冷却!再加其余试剂!混匀后
$6 `

反应
*&1>G

!

'(`

变性
(1>G

&

+,

产物保存于
_#&`

备用&

%I$

!

,.JKL,

反应与克隆测序

由于
ĴG:=G]

数据库中检索不到绵羊
./J

01/0

与
./01//

序列!故参考牛
./01/0

与

./01//

基因
1+20

序列信息!用
-4>1J4

X

4J1>J4

(%&

软件设计引物"表
"

#!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成!以持家基因
!

J$"#()

作为内参&

反应体系为
"&

&

O

$

&%(

&

O+,

产物!

"M9$

K

R20

聚 合 酶!

"

&

O "& d -.+ :ICCJ4

"

"&&11E?

+

O

!"

,4>W!Q.?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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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徐业芬等$湖羊

./01/0

和
./01//

基因组织

表达谱及其在卵巢组织中
1+20

表达水平与排卵数间的相关性研究

"%#(11E?

+

O

!"

[

S

.?

#

!

&%(

&

1E?

+

O

!"上游和下游

引物&反应程序为$

'9`

预变性
$1>G

%

'9`$&W

!

退火
$&W

!

6# ` $&W

!

$$

%

$*

个循环%

6# `

延伸

(1>G

&

-.+

产物用
)e

聚丙烯酰胺凝胶"

0D4

&

:>W

5#'

&

"

#电泳分离!银染后用凝胶成像系统照相&

-.+

产物用
#e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紫外灯

下割取目的片段!用
a!

S

JGJR20

凝胶回收试剂盒

回收纯化!纯化的
-.+

产物送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测序&

表
%

!

!"#$)*

%

!"#$))

和
!

%&'()*

引物参数

.:7E0%

!

K:6:+050628B8E1

M

8J93CE0851;0

>

61+06

>

:162B865/0!"#$)*

&

!"#$)):9;

!

%&'()*

目的基因

,=4

S

JV

S

JGJ

引物序列"

(f!$f

#

-4>1J4WJ

F

IJGDJ

产物*
Z

X

-4EKIDVW>AJ

退火温度*
`

0GGJ=?>G

S

VJ1

X

J4=VI4J

参考序列

+JCJ4JGDJWJ

F

IJGDJ

./01/0

P

$

.̂ ,.̂ ,,̂ ,0,.0.0̂ 0̂̂

+

$

.,̂ .,.̂ ,0̂ 0.0,,.0,.0.

"*$ (" 2[&&"&6*)&&

./01//

P

$

,̂̂ 0̂ ...00.0̂ ,.00,..

+

$

,̂ .,,̂ .,̂ ..̂ ,,.0,

#9$ *9 L[*"6'(#

!

J$"#()

P

$

0̂ ..,,..,,..,̂ ^̂ .0,̂ 0̂

+

$

^̂ 0.0̂ .0..̂ ,̂ ,,̂ .̂̂ ,0̂ 0

""6 *) M$'$(6

%I'

!

实时荧光定量
KL,

反应体系为
#&

&

O

$

"

&

O+,

产物!

"M<L9$

K

Q7 R20

聚 合 酶!

9

&

O ( d -.+ :ICCJ4

!

&%$11E?

+

O

!"

K2,-W

!

$%6( 11E?

+

O

!"

[

S

.?

#

!

&%(11E?

+

O

!" 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引物!

"

&

O

#&d7N:+

S

4JJG

#

&反应程序为$

'( `

预变性

"1>G

%

'(`"&W

!退火
"&W

!

6#`"(W

!读板!

9(

%

9)

个循环%

6# `

延伸
(1>G

%进行熔解曲线分析$

*(

%

'9`

!每隔
&%#`

读板一次"温度恒定
"W

后才

读板#&

./01/0

和
./01//

基因表达量以
!

J$"J

#()

为内参!使用
#

!

''

.V法获得结果!其中
''

.

V

5

"

.

V

目的基因!.
V

内参基因#&每个个体卵巢组织
./01//

和
./01/01+20

表达量值以左右卵巢样品分别

测定
$

次后的平均值表示&

%IN

!

数据分析

试验结果表示为(

L

M

-I

!用
7-77"$PE4g>G!

KEYW

软件进行分析&产多羔组和产单羔组湖羊体

质量'已产胎次'每胎平均产活羔数'卵巢质量'排卵

数'

./01/0

和
./01//1+20

在卵巢组织中表

达量的差异用独立样本
#

检验进行分析%用简单相

关和直线回归对湖羊卵巢组织内
./01/0

'

./J

01//

基因
1+20

表达量间及与排卵数间分别进行

相关和回归分析&

!

!

结
!

果

!I%

!

单羔组和多羔组湖羊排卵数的比较

单羔组和多羔组湖羊的体质量'每胎平均产活

羔数'卵巢质量和排卵数见表
#

&单羔组和多羔组

间湖羊体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0

#

&%&(

#!多羔组每胎

平均产活羔数和排卵数极显著高于单羔组"

0

$

&3&"

#!多羔组卵巢质量显著高于单羔组"

0

$

&%&(

#&

!I!

!

!"#$)*

%

!"#$))

和
!

%&'()*

基因的
,.JKL,

扩增

!!

以湖羊卵巢组织总
+20

为模板!用所设计的

./01/0

'

./01//

和
!

J$"#()

基因引物分别进行
+,!

-.+

扩增!结果见图
"

&通过测序发现!产物与预期

片段大小一致&用
R20[02(%#%#

对测序结果与引

物设计源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结果发现$湖羊
./J

01/0

和
./01//DR20

扩增片段与引物设计源序列

同源性分别为
')e

和
')e

%

!

J$"#()

基因扩增片段的

序列与引物设计源序列的同源性为
"&&e

&证明
+,!

-.+

扩增产物分别为湖羊
./01/0

'

./01//

和
!

J

$"#()

基因
DR20

片段&

!I(

!

湖羊
!"#$)*

和
!"#$))

基因的组织表达谱

分析

!!

利用
+,!-.+

对产多羔组湖羊下丘脑'垂体'子

宫'卵巢'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肉'输卵管

等
""

种组织
./01/0

和
./01//

基因的表达进行

检测!结果见图
#

&

./01/0

和
./01//

基因除了在

成年湖羊母羊发情后
#9

%

$*U

内的卵巢组织中都有

表达外!在下丘脑'垂体'子宫'心脏'肝脏'脾脏'肺

脏'肾脏和输卵管组织中也均有表达!说明湖羊
./J

01/0

和
./01//

基因是广谱表达基因&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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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单羔组%多羔组湖羊体质量%每胎平均产活羔数%卵巢质量和排卵数的比较

.:7E0!

!

L8+

>

:612898B78;

A

D01

M

/5

&

:@06:

M

093+7068BE:+727869:E1@0

&

8@:61:9D01

M

/5:9;8@3E:518993+706705D009219

M

E0E:+7E19

M

:9;+3E51

>

E0E:+7E19

MM

683

>

2

组别

4̂EI

X

样本量

0G>1=?GI1ZJ4

体质量*
]

S

:EK

B

YJ>

S

UV

已产胎次*次

:>4VUE4KJ4

每胎平均产活羔数*只

0\J4=

S

JGI1ZJ4EC

?=1ZWZE4G=?>\J

卵巢质量*
S

b\=4>=GYJ>

S

UV

排卵数*个

b\I?=V>EGGI1ZJ4

单羔组

7>G

S

?J?=1Z?>G

S

S

4EI

X

"

7

#

) $6%)h"&%)*

=

#%$$h&%()

=

"%&&h&%&&

:

"%$$h&%#6

Z

#%&&h&%&&

:

多羔组

[I?V>

X

?J?=1Z?>G

S

S

4EI

X

"

[

#

) 9(%6h"&%)'

=

#%*&h&%((

=

#%'&h&%*9

0

"%'(h&%"$

=

$%)&h&%)9

0

同列数据标拥有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显著"

0

$

&%&(

#和差异极显著"

0

$

&%&"

#

,UJ\=?IJWY>VUK>CCJ4JGVW1=??=GKD=

X

>V=?WI

X

J4WD4>

X

VW>GVUJW=1J?>GJ>GK>D=VJVUJK>CCJ4JGDJ

"

0

$

&%&(

#

=GKJ@V4J1JK>CCJ4JGDJ

"

0

$

&%&"

#

[%R20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Z

X

?=KKJ4

#%

"

'

#%

湖羊
./01/0

基因扩增片段%

$

'

9%

湖羊
./01//

基因扩增片段%

(

'

*%

湖羊

!

J$"#()

基因扩增片段

[%R201=4]J4

"

"&&Z

X

?=KKJ4

#%

"

!

#%P4=

S

1JGVW=1

X

?>C>JKEC./01/0>GQIWUJJ

X

%

$

!

9%P4=

S

1JGVW=1

X

?>C>JKEC./01//

>GQIWUJJ

X

%

(

!

*%P4=

S

1JGVW=1

X

?>C>JKEC

!

J$"#()>GQIWUJJ

X

图
%

!

湖羊
!"#$)*

%

!"#$))

和
!

%&'()*

基因的
,.JKL,

电泳图

O1

M

P%

!

,.JKL,6023E528B!"#$)*

&

!"#$)):9;

!

%&'()*

M

09019F32/00

>

[%"&&Z

X

R20?=KKJ4

%

"

%

""%

依次分别为下丘脑'垂体'

子宫'卵巢'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肉'输卵管

[%"&&Z

X

R20?=KKJ4

%

"!""%Q

BX

EVU=?=1IW

!

X

>VI>V=4

B

!

IVJ4IW

!

E\=4

B

!

UJ=4V

!

?>\J4

!

W

X

?JJG

!

?IG

S

!

]>KGJ

B

!

1IWD?J

=GKE\>KIDV

图
!

!

湖羊
!"#$)*

和
!"#$))

基因的组织表达谱

O1

M

P!

!

./00=

>

6022189

>

68B1E08B!"#$)*:9;!"#$))19

F32/00

>

!I$

!

湖羊卵巢组织
!"#$)*

和
!"#$))

基因
+,J

-*

表达水平分析

!!

对经产单羔和多羔湖羊卵巢组织
./01/0

和

./01//

基因
1+20

表达水平进行了荧光定量检

测!结果见图
9

!单羔组和多羔组间卵巢组织
./J

01/0

基因
1+20

表达水平差异不显著 "

0

#

&3&(

#%多羔组卵巢组织
./01//

基因
1+20

表达

量显著高于单羔组"

0

$

&%&(

#&

!I'

!

湖羊卵巢组织
!"#$)*

%

!"#$))

基因
+,-*

表达量与排卵数间的相关性分析

! !

用
:>\=4>=VJ.E44J?=V>EGW

对湖羊卵巢组织

./01/0

和
./01//

基因
1+20

表达量间及与

排卵数间分别进行简单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卵巢中
./01//

基因
1+20

表

达量与排卵数呈显著正相关"

0

$

&%&(

#!而
./J

01/01+20

表达量与排卵数没有显著相关"

0

#

&%&(

#!

./01/0

基因
1+20

表达量与
./01//

基因
1+20

表达量也没有显著相关性"

0

#

&%&(

#&

在相关系数的基础上!建立了湖羊卵巢
./01//

基

因
1+20

表达量与排卵数的线性回归方程$

05

&(9"



!

"&

期
徐业芬等$湖羊

./01/0

和
./01//

基因组织

表达谱及其在卵巢组织中
1+20

表达水平与排卵数间的相关性研究

"

%

表示产多羔组和产单羔组间
./01/0

或
./01//

基因表达量差异显著"

0

$

&%&(

#

"

%,UJK>CCJ4JGDJECJ@

X

4JWW>EG?J\J?ZJVYJJG7=GK[

>GQIWUJJ

X

>WW>

S

G>C>D=GV

"

0

$

&%&(

#

图
(

!

湖羊卵巢组织中
!"#$)*

和
!"#$))

基因
+,-*

的表达水平

O1

M

P(

!

!"#$)*:9;!"#$))+,-*0=

>

6022189198@:J

610219F32/00

>

#3$9i9%9&:

"

45&%6##

!

05&%&9$

#!其中
0

为排卵

数!

:

为卵巢
./01//1+20

相对表达量&

(

!

讨
!

论

(I%

!

湖羊卵巢组织
!"#$)*

基因表达水平及其与

排卵数的关系

!!

:[-W

有
#

类
/

型受体$

:[-+/0

和
:[-+/:

!

其中
./01/:

基因即是
:EE4EE?=

绵羊多胎性能的

主效基因!其突变体在行为上和
PJD:

基因表型完

全一致(

""

)

!原因是
./01/:

基因突变增加了信号

传导过程中对受体下游的信号传导强度!最终导致

!!!

卵泡早熟'排卵增加和
:EE4EE?=

羊多胎表型的出

现(

"#

)

&但管峰等研究表明
./01/:

基因并非影响

湖羊多胎性能的主效基因(

$

)

&我们对湖羊另一重要

./0/

型受体进行了研究!

./01/0

基因组织表达

谱分析发现成年发情期湖羊母羊下丘脑'垂体'子

宫'卵巢'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肉等组织

中均有
./01/0

基因
1+20

分布!与牛
./01/0

基因的组织表达谱一致(

"$

)

!说明与其它物种一样!

./01/0

基因在湖羊体内也存在广泛的作用&研

究发现
./01/0

基因在胚胎期小鼠肾脏和心脏的

发育中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9

)

!

./01/0

基因敲除

的纯合子小鼠死于胚胎形成早期!其心脏发育存在

严重缺陷(

"(

)

&本研究在成年湖羊的肾脏和心脏中

检测到
./01/0

基因表达!表明该基因对出生后

成年动物肾脏和心脏的进一步发育及正常功能的维

持也起着重要作用&

!!

研究发现!在牛卵巢组织中
:[-

#

和
$

型受体

与其
:[-

配体一起在卵泡发育过程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

!猪
./01/0

基因在卵丘
!

卵母细胞复

合体体外培养过程中的卵母和卵丘细胞中持续表

达(

"6

)

!而小鼠
./01/0

基因表达量随着卵泡的发

育而变化(

")

)

!说明
./01/0

基因在卵泡发育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在成年发情期经产

单羔和多羔湖羊卵巢组织中
./01/0

基因
1+20

表达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且与排卵数没有显著相关%

进一步的相关分析表明!湖羊卵巢组织中
./01/0

与
./01//

基因
1+20

表达水平间没有显著的相

关性!提示湖羊
:[-

系统在卵巢中可能并非主要

通过
./01/0

型受体来发挥作用&

表
(

!

湖羊卵巢
!"#$)*

和
!"#$))

基因
+,-*

表达量间及与排卵数间的相关分析

.:7E0(

!

L8660E:5189C80BB1C10952705D009!"#$)*:9;!"#$))+,-*0=

>

6022189198@:6102:9;8@3E:518993+70619F32/00

>

基因

ĴGJ

项目

/VJ1

排卵数

b\I?=V>EGGI1ZJ4

基因
ĴGJ

./01/0

./01/0

相关系数
-J=4WEG.E44J?=V>EG &%$$&

显著水平
7>

S

G>C>D=GDJ?J\J? &%9#9

./01//

相关系数
-J=4WEG.E44J?=V>EG

&%6##

"

&%(99

!

显著水平
7>

S

G>C>D=GDJ?J\J? &%&9$ &%"*9

"

%

表示显著相关"

0

$

&%&(

#!

G5"*

"

%.E44J?=V>EG>WW>

S

G>C>D=GV=VVUJ&%&(?J\J?

"

#!V=>?JK

#!

G5"*

(I!

!

湖羊卵巢组织
!"#$))

基因表达水平及其与

湖羊排卵数的关系

!!

./01//

是
:[-

系统的
//

型受体!它可以与

细胞外
:[-W

蛋白结合形成复合物!并激活
/

型受

体!引起一系列的细胞内级联反应!是
:[-

信号转

导过程中的重要成员&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成年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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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湖羊母羊下丘脑'垂体'子宫'卵巢'心脏'肝脏'

脾脏'肺脏'肾脏'肌肉'输卵管组织中均有
./01//

1+20

分布!表明该基因是一个多功能基因!对机

体各种组织器官正常生理功能的维持有重要作用&

在人上的研究已经表明!

:[-+

$

的突变会导致信

号转导通路紊乱!致使肺动脉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

从而引起冠状血管病变(

"'

)

&

免疫组化研究发现!在卵巢组织
./01//

蛋白

存在于羊初级至有腔发育阶段卵泡的颗粒细胞和卵

母细胞内!同时少量存在于黄体'卵巢上皮和有腔卵

泡膜层细胞内(

"#

)

!牛
./01//

蛋白存在于腔前卵泡

的卵母细胞和颗粒细胞以及有腔卵泡的卵母细胞

内!并与其它
:[-

系统成员一起对卵泡发育和功

能调节起重要作用(

"*

)

!鸡
./01//

表达量随着卵泡

发育而增加(

#&

)

!说明
./01//

基因在卵泡发育过程

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多羔组湖羊卵巢组织

中
./01//1+20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单羔组!进一

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卵巢组织中
./01//

基因表

达水平与排卵数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
./01//

基

因对湖羊的排卵数起一定作用!是
:[-

系统调节

湖羊多胎性状'卵泡成熟和排卵的一个关键点!是影

响湖羊排卵数的候选基因!但其机理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所建立的湖羊卵巢
./01//1+20

表达

量与排卵数的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为
&%6##

!说

明
./01//1+20

表达量对湖羊排卵数有一定的

影响!由于样本含量还不够大!因此!对此还需作更

深入的研究&

$

!

结
!

论

本研究利用
+,!-.+

技术对成年湖羊母羊

./01/0

和
./01//

基因组织表达谱进行了研

究!发现
./01/0

和
./01//

基因除在卵巢组织

中均有表达外!还在垂体及下丘脑'子宫'输卵管'心

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肉组织中表达&在卵

巢组织中!进一步的荧光定量
-.+

研究发现
./J

01/0

基因
1+20

表达水平在单羔组和多羔组间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多羔组
./01//

基因
1+20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单羔组!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

./01//1+20

表达水平与排卵数呈显著正相关!

因此!

./01//

基因可能对湖羊排卵数起作用!可以

作为影响湖羊排卵数的候选基因来进行进一步的分

子遗传标记研究!为湖羊多胎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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