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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SAS 软件分析了河南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间的表型相关 , 体尺对体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并建立了最优回归模型。研究结
果表明, 体高和胸围是影响大尾寒羊体重的最主要体尺因素 , 应在选择河南大尾寒羊体重的同时 ,加强对体高和胸围的选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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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Body Size of Large-tail Sheep
BAI Jun- yanet al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 Luoyang , Henan 471003)
Abstract  The phenotyp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size and body weight ,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body size on body weight of Henan’s large-tail
sheep were analyzed with SAS software , and the opti mumregression equation was established subsequently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dy weight and
chest girth were the major body size factors affecti ngthe body weight of Henan’s large-tail sheep .Therefore , besides body weight selection,the body height
and chest girth sel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aed at the same ti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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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尾寒羊是我国优良的地方绵羊品种 , 具有常年发情、

多胎多产、肉质好等优点。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展绵羊杂交

以来, 大尾寒羊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 数量锐减。1980 年, 河

南省进行品种资源调查时发现, 该品种仅在原产区西部的郏

县、宝丰、禹县、襄县等地幸存2 万只左右, 目前成为世界性

濒危家畜品种[ 1] 。河南大尾寒羊由于长期的粗放饲养管理 ,

缺乏科学的选育, 羊群整体生产水平不高, 不能满足当前养

羊生产和羊肉市场的需要, 所以应加强河南大尾寒羊的保种

与选育工作。

家畜体尺数据直接反映家畜的体格大小和体躯的结构、

发育等情况 , 也间接反映畜体组织器官的发育情况, 它与家

畜的生理机能、生产性能、抗病力以及对外界生活条件的适

应能力等密切相关[ 2]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利用河南省平顶山市襄县大尾寒羊产区的原始

记录资料, 收集1～3 岁共60 只大尾寒羊的原始记录, 主要性

状包括体重、体高、体长、胸围、尾长和尾宽。

1 .2  统计分析 对上述河南大尾寒羊主要体尺指标和体重

资料, 在Excel 上建立数据库, 然后运用SAS 软件包的Correla-

tion 模块进行相关分析, 最后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了体重

对体尺指标的最优回归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的基本统计量 见表1 。

  表1 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的基本统计量

项目
体高

cm

体长

cm

胸围

cm

尾长

cm

尾宽

cm

体重

kg
平均数  71 .13  72 .52  94 .49  41 .80  38 .28  67 .10
最小值 60 .00 59 .00 53 .50 32 .00 29 .00 35 .00
最大值 83 .00 89 .00 115 .00 54 .00 50 .00 100 .00
标准差 5 .25 6 .34 10 .75 4 .83 4 .60 15 .37
变异系数∥% 7 .38 8 .74 11 .38 11 .56 12 .02 22 .91

2 .2  表型相关分析 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间的表型相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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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见表2。从表2 可知, 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都呈极显著正

相关( P < 0 .01) , 其中体高与体重的表型相关系数最大为

0 .729 8 , 胸围次之为0 .691 2 , 其他依次为体长、尾长、尾宽与

体重的表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 .616 0 、0 .525 9、0 .421 8 。而在

各体尺之间亦有较强的正相关, 体高与体长、胸围、尾长、尾

宽的表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 .768 2、0 .513 3、0 .533 8、0 .412 4 ,

且都达到极显著程度( P < 0 .01) 。可以看出, 除了尾宽与体

长、尾宽与胸围之间存在比较弱的正相关外, 其他两两性状

之间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表2 大尾寒羊体尺与体重间的表型相关系数

性状
体高

( X1)

体长

( X2)

胸围

( X3)

尾长

( X4)

尾宽

( X5)

体重

( Y)
体高 1 .000 0

体长 0 .768 2* * 1 .000 0

胸围 0 .513 3* * 0 .458 4 * * 1.000 0

尾长 0 .533 8* * 0 .304 4 * 0.444 4 * * 1 .000 0

尾宽 0 .412 4* * 0 .270 2 * 0.200 9 0 .601 5 * * 1 .000 0

体重 0 .729 8* * 0 .616 0 * * 0.691 2 * * 0 .525 9 * * 0 .421 8* * 1 .000 0

 注 : * 差异显著( P < 0 .05) , * * 差异极显著 ( P< 0 .01) 。

2 .3  通径分析 各体尺性状与体重的相关仅反映了两性状

间的表型相关, 而不能反映各体尺性状与体重的直接关系大

小, 需要深入分析各自变量( 体尺) 与依变量( 体重) 的直接影

响, 即通径分析, 进一步揭示各性状间的相关原因。根据通

径分析原理 , 利用各性状间的表型相关系数, 建立对体重的

通径系数正规方程组如下:

p1 + 0 .768 2p2 + 0 .513 3 p3 + 0 .533 8p4 + 0 .412 4p5 = 0 .729 8

0 .768 2 p1 + p2 + 0 .428 4 p3 + 0 .304 4p4 + 0 .270 2p5 = 0 .616 0

0 .513 3 p1 + 0 .458 4p2 + p3 + 0 .444 4p4 + 0 .200 9p5 = 0 .691 2

0 .533 8 p1 + 0 .304 4p2 + 0 .444 4 p3 + p4 + 0 .601 5p5 = 0 .525 9

0 .412 4 p1 + 0 .270 2p2 + 0 .200 9 p3 + 0 .601 5p4 + p5 = 0 .412 8

解方程组 , 得到各体尺指标与体重的通径系数: p1 =

0 .371 7 , p2 = 0 .094 2 , p3 = 0 .414 9 , p4 = 0 .037 2 , p5 = 0 .128 4 。

对通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可知, p3、p1 达到了极显著程度

( P < 0 .01) , p2 、p4 、p5 没有达到显著程度( P > 0 .05) 。表明

胸围( p3 = 0 .414 9) 对体重的直接影响作用最大, 其次是体高

( p1 = 0 .371 7) , 而体长( p2 = 0 .094 2) 、尾长( p4 = 0 .037 2)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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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p5 = 0 .128 4) 对体重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 这与表型相关

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2 .4 表型相关系数的剖分  可以将大尾寒羊各体尺性状

( Xi) 与体重( Y) 的相关系数( riy) 剖分为体尺对体重的直接作

用( pi) 和某一体尺性状通过其它体尺性状( Xj) 对体重( Y) 的

间接影响( Σr ijpj) 两部分, 即:

r ij = pi + Σr ij pj

大尾寒羊体尺指标对体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见表3。从

中可以看出, 就体尺指标对体重的间接作用而言 : 体长( X2)

对体重的间接作用最大为0 .521 7 , 其次是尾长( X4) 为0 .488

7 ; 间接作用最小的是胸围( X3) 为0 .276 3 。就体尺性状对体

重的直接作用而言: 胸围( X3) 对体重的直接作用最大为0 .

414 9 , 其次是体高( X1) 对体重的直接作用为0 .371 7 , 直接作

用最小的是尾长( X4) 为0 .037 2。各个体尺指标通过体高

( X1) 对体重的间接作用都较大为0 .153 3～0 .285 5 , 其次是胸

围( X3) 为0 .083 4 ～0 .213 0。

  表3 河南大尾寒羊体尺对体重的影响

性状
相关

系数r

直接

作用 p

间接作用

体高 体长 胸围 尾长 尾宽 总和

体高 0.729 8 0.371 7 0 .072 4 0 .213 0 0 .019 9 0 .053 0 0.358 3

体长 0.616 0 0.094 2 0 .285 5 0 .190 2 0 .011 3 0 .034 7 0.521 7

胸围 0.691 2 0.414 9 0 .190 8 0 .043 2 0 .016 5 0 .025 8 0.276 3

尾长 0.525 9 0.037 2 0 .198 4 0 .028 7 0 .184 4 0 .077 2 0.488 7

尾宽 0.421 8 0.128 4 0 .153 3 0 .025 5 0 .083 4 0 .022 4 0.284 6

  以上两点说明 , 体长( X2) 、尾长( X4) 对体重的影响主要

取决于间接作用; 体高( X1) 对体重的影响不仅有较强的直接

作用, 而且有较强的间接作用; 胸围( X3) 和体高( X1) 对体重

不但有较强的直接作用, 而且还辅助其他性状产生较大的间

接作用。

2 .5 最优回归模型的建立 利用SAS 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 获得大尾寒羊体重对体尺指标的最优回归模型为 :

Y= - 104 .303 4 + 1 .088 6 X1 + 0 .593 1 X3

式中, Y 为体重, X1 为体高 , X3 为胸围。

对此回归模型的截距( - 104 .303 4) 和2 个偏回归系数

( 1 .088 6 和0 .593 1) 进行显著性检验可知, 它们都达到了极

显著的程度( P < 0 .01) , 同时入选的2 个体尺性状对体重的

决定系数 R2 = 0 .886 0 , 说明所选性状对体重有比较大的决

定作用 , 拟合的方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讨论与结论

薛科帮等[ 3] 研究表明, 滩羊体重与胸围的表型相关系数

为0 .828 1。贺晓宏等[ 4] 研究表明 , 绒山羊体重与胸围、体重

与体长、体重与体高的表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 .862 0、0 .752 0

和0 .616 0 。徐铁山等[ 5] 研究表明, 海南黑山羊成年山羊的体

重与胸围的表型相关系数最大为0 .851 2 , 其次为体重与体

长、体重与体高的表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 .653 8 和0 .630 4 。

该研究与以上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而叶昌辉等[ 2] 研究表

明, 雷州山羊成年母羊的体重与胸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0 .576 0 , 体重与体长次之为0 .566 0 , 低于笔者的研究结果。

徐铁山等[ 5] 研究表明, 海南黑山羊成年山羊的回归模型

里入选了体斜长、胸围、胸深、腰角宽4 个体尺性状, 建立的

回归模型为 : Y = - 46 .355 9 + 0 .180 2 X2 + 0 .444 8 X3 +

0 .770 1 X4 + 0 .872 0 X6 , 其中 Y、X2 、X3 、X4 、X6 分别表示体重、

体斜长、胸围、胸深、腰角宽。刘金福等[ 6] 对唐山奶山羊成年

母羊的研究表明, 体重对各体尺指标的最优回归模型里, 入

选了体长、胸围和胸宽这3 个性状。叶昌辉等[ 2] 对雷州山羊

成年母羊的研究表明, 在最优回归模型里入选了体长、胸围

和胸深这3 个性状。而笔者的研究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

略有不同, 在最优回归模型里入选的体尺性状仅为体高和

胸围。

大尾寒羊胸围与体重的相关主要由两者直接作用形成 ,

间接作用影响不大, 体高对体重的影响不仅有较强的直接作

用, 亦有较强的间接作用。体长、尾长与体重的相关主要由

间接作用形成, 直接作用较小。可见大尾寒羊体高和胸围是

影响其体重的两个主要体尺指标 , 在大尾寒羊的选育中应该

以体重为主, 并兼顾体高和胸围, 以取得较好的选育效果。

由于体重与胴体、屠宰率等屠宰性状有关, 而笔者的研究只

分析了体尺指标和体重的相关关系, 对于体尺指标与屠宰性

状间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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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大,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以达到少投入多产出的目

的[ 3] 。对栗农而言, 因前期树冠面积小, 产量低 , 而不易接

受。为了加强推广 , 需加大示范宣传力度。板栗属高大、极

性强的树种, 如果过度控制其直立生长 , 将造成严重减

产[ 4] 。因此 , 在使用弓形树形时, 一定要注意单干的顺山倾

斜角度。倾斜角度30 ～45°, 亦即主枝与山坡接近平行时,

板栗生长稳健, 树势中庸, 利于结果。总之, 在高湿的辽东

地区 , 弓形是阳坡板栗的理想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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