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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部分片段'结果发现该片段存在
#

个插入(缺失突变!共出现
$

种基

因型!分别为
..

&

.0

和
00

%与
..

基因型相比!

00

基因型分别在扩增片段的
"$#

和
"1&2

3

后插入
$

和
"$2

3

'所

有群体在该突变位点上的等位基因频率均处于哈代
!

温伯格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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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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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基因型分布及等位

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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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鹅群体基因型分布及等位基因频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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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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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有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均处于哈

代温伯格平衡!其中籽鹅和狮头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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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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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籽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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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之间的聚类

!!

根据等位基因在各群体内的分布频率!运用

\?

F

=<

3

$4)

软件对不同群体进行聚类!其结果见图

1

'由聚类图可以看出!

)

个群体可分为
1

类!浙东

白鹅和皖西白鹅首先聚在一起!然后与四季鹅聚为

一类!籽鹅&朗德鹅和狮头鹅分别自成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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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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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多态性研究

!!

.(#E"

基因是动物垂体前叶特异表达的一种具

有重要功能的转录因子!研究发现人&牛&大鼠&小鼠

等哺乳动物的
>/-.

存在不同的变体!哺乳动物

.(#E"

基因的
+,-.

存在
%

&

&

和
'

$

种形式!不同

的变异体仅在
&a

端存在差异)

(

*

'火鸡中发现了
$

种

+,-.

!分别命名为
#.(#E"

"

&

#.(#E"

&

"

及
#.(#E"

(

"

)

"'

*

%

E;A;W;

等)

$

*从鸡的垂体
>/-.

文库中克隆

了
#

种
.(#E">/-.

!分别记为
".(#E"

%

和
".(#E"

)

'

杨甲芳分析发现猪
.(#E"

基因的第
)''

位碱基发生

了
J

(

E

的沉默突变)

""

*

%俞沛初分析香猪
.(#E"

基因

的多态性表明!香猪
.(#E"

基因的第
#7#

&

()$

和
"

1#(

位分别发生了碱基突变)

"#

*

%庞谨等在猪
.(#!"

基因上检测到
"

个
?=$

*

酶切多态位点!该位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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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Q

法对不同群体进行聚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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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在
7

个国内猪种和
$

个外来猪种中均为

优势等位基因)

"$

*

'姜润深研究表明!鸡
.(#E"

基因

>/-.

序列
(*'2

3

处发生了
.

(

E

突变)

"1

*

'

-<@

等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在鸡
.(#E"

基因内发现了
#$

个
5-\

!其中
$

个位于
$â E,

区域!

")

个位于内含

子内!同时在内含子
#

检测到一处
&72

3

的插入(缺

失突变)

"&

*

'本试验根据鸡
.(#E"

基因
+,-.

序列

与基因组序列设计
"

对引物!扩增鹅
.(#E"

基因的

部分序列!结果发现!扩增的目的片段存在长度多态

性!同时在扩增片段的第
&1

位存在
"

个
.

(

L

突变!

共出现
..

&

.0

和
00$

种基因型%与
..

基因型相

比!

00

型在所扩增序列的第
"$#

和
"1&2

3

后分别

插入
$

和
"$2

3

的小片段!分析推测该长度多态可

能是
"

个以
.LE

为单位的微卫星多态!

"$#

位后
$

2

3

的插入可能是微卫星扩增过程中的滑配造成的!

也可能是
00

型个体基因组内本身存在的%至于
&1

位的多态是否与序列的插入(缺失突变相关!还需进

一步的试验验证'本研究结果表明!鹅
.(#!"

基因

序列存在多态!不同类型群体内等位基因的分布存

在差异'

(D!

!

不同鹅群体的聚类分析

!!

本研究同时基于等位基因的分布频率对不同鹅

群体进行了聚类'浙东白鹅&皖西白鹅及四季鹅体

型中等!浙东白鹅主产于浙江省)

")

*

!四季鹅主要分

布于江苏省)

"7

*

!是利用浙东白鹅和主产于安徽的雁

鹅进行多代选育而成的!皖西白鹅主产于安徽

省)

"*

*

%籽鹅为小型蛋用鹅!主产于吉林省)

"*

*

%狮头鹅

为大型肉用鹅!主要分布于广东省)

"*

*

%朗德鹅原产

于法国!是由大型的托罗土鹅和体型较小的玛瑟布

鹅经长期连续杂交后选育而成!体型中等偏大!是著

名的肥肝专用鹅)

"*

*

'在本研究的聚类结果中体型

中等的浙东白鹅&皖西白鹅及四季鹅优先聚为一类!

体型较小的籽鹅&体型较大的朗德鹅和狮头鹅分别

自成一类!符合各个群体的体型特征和经济类型'

(D(

!

RP+

多态性存在的原因及其可能的意义

!!

本研究将鸡
.(#E"

基因
+,-.

与基因组序列

进行比对!获得鸡
.(#E"

基因全序列!并据此设计
"

对引物!预扩增序列包含了鸡
.(#E"

基因内含子
"

部分序列和
1*2

3

的外显子
#

序列'由于迄今尚没

有关于鹅
.(#E"

基因
+,-.

序列的报道!因而无法

预知所扩增鹅
.(#E"

基因部分序列的确切位置!初

步推测该目的片段可能大部分位于内含子内'邱峰

芳等研究表明!鸡
.(#E"

基因
&72

3

插入(缺失多态

与
"

#

*

周龄体质量&胸肌质量及腿肌质量显著相

关!其中
.

等位基因"即插入
&72

3

的等位基因#有

利于体质量增加和肌肉生长)

"(

*

'本研究表明!插

入(缺失突变的不同等位基因的分布在不同体型和

经济类型的群体间差异显著!表明该插入(缺失突变

可能对不同类型鹅群体的生长产生不同的影响!至

于如何影响还有待于扩大群体规模以及从
+,-.

和蛋白质水平进行进一步试验验证'

参考文献!

)

"

*

!

JNK:-Z:

!

ON-/P5]N,/]:

!

,./NfPJ85%

,D=@DU.(#E"<AR?@

B

@A@@[

3

S@TT<DADU

B

SDVR??DS!

+DA@

!

3

SD=;>R<A

!

;AIR?

F

SDRSD

3

<A

)

9

*

%G)5+"'()+1+

27

!

H&#$I+1(=401()("=+

3

J+'#,!4&'("$

!

"(()

!

#&

"

$

#$

&#$!&1'%

)

#

*

!

K:-/,P85!5E:L:g.-0P

!

.̂ L̂ 5EP9P-8/

!

0.88:,0

!

@R;=%JD+2<A@I

3

<RH<R;S

F

?DS+DA@I@U<!

><@A>

F

>;HT@I2

F

>D+

3

DHAI?@R@SDG

FB

DT<R

F

UDSRVD

ADY@=+HR;R<DAT<AR?@ \N̂ ID+;<A DUR?@ \<R

(

\N̂ "]"

B

@A@

)

9

*

%6,&K+:')$1+

3

01()("$1G)5+E

"'()+1+

27

LH&#$I+1(=4

!

#''"

!

*)

"

1

#$

"&1&!"&&'%

)

$

*

!

E.-.8. g

!

h.g.gNENP

!

NK8̂ 0NE

!

@R;=%

>/-.>=DA<A

B

;AII@Y@=D

3

+@AR;=;=R@S;R<DAT<A

B

@A@

@[

3

S@TT<DADUR?@RVD.(#E"

(

>MNE"RS;AT>S<

3

R<DAU;>!

RDST<AR?@>?<>W@A

3

<RH<R;S

F

)

9

*

%>&)&'$1$)50+4E

O

$'$#(<&G)5+"'()+1+

27

!

"(((

!

""1

"

$

#$

11"!11*%

)

1

*

!

姜润深!杨
!

宁
%

家禽垂体特异转录因子
\N̂ "]"

研究进展)

9

*

%

遗传!

#''1

!

#)

"

)

#$

(&7!()"%

)

&

*

!

5E.-J:8Nf.8

!

f.5PJ:8/

!

\:58NfPJNf.

#))



!

&

期 程金花等$鹅
.(#!"

基因部分序列多态性分析

/

!

@R;=%:UU@>RDU

B

@A@R<>Y;S<;2<=<R

F

DUR?@

3

DS><A@

3

<RH<R;S

F

!T

3

@><U<>RS;AT>S<

3

R<DAU;>RDS

"

\PE!"

#

DA>;S!

>;TTRS;<RT<A

3

<

B

T

)

9

*

%!)(4$1>&)&#("=

!

"(((

!

$'

"

1

#$

$"$!$"&%

)

)

*

!

0,̂ -5JKJ

!

5E:P-5E:P-P

!

,:P-J8:\

!

@R;=%

.A;=

F

T<TDU;TTD><;R<DAT DU \PE"

B

@ADR

F3

@T V<R?

B

SDVR?

!

+@;R

X

H;=<R

F

;AI>;S>;TT>D+

3

DT<R<DARS;<RT

<A

3

<

B

T

)

9

*

%!

OO

1(&5>&)&#("=

!

#''#

!

1$

"

"

#$

*&!("%

)

7

*

!

MK.N6

!

/.fP5g :

!

KP-:5KJ%.TTD><;R<DAT

DU

3

D=

F

+DS

3

?<T+T<AR?@\<R!"

B

@A@V<R?

B

SDVR?;AI

>;S>;TTRS;<RT<A.A

B

HT2@@U>;RR=@

)

9

*

%K+:')$1+

3

!)(4$1-"(&)"&

!

#''1

!

*#

"

*

#$

###(!##$$%

)

*

*

!

9N̂ /,:h:g

!

Z:JK-P.8/

!

\:E,P89

!

@R;=%

:[

3

S@TT<DADU

B

SDVR??DS+DA@;AI<RTRS;AT>S<

3

R<DA

U;>RDS\<R!"<A@;S=

F

2DY<A@I@Y@=D

3

+@AR

)

9

*

%H+1&":E

1$'?&

O

'+5:"#(+)$)5 D&<&1+

O

4&)#

!

#''$

!

)1

"

$

#$

#7&!#*$%

)

(

*

!

gN,,P5.:

!

8ZN550

!

gJJK:5-:h,:

!

@R

;=%.A;=R@SA;R<Y@=

F

T

3

=<>@I\<R!"<TDUDS+;=R@S@I<A<RT

;2<=<R

F

RDRS;AT;>R<Y;R@

)

9

*

%J:"1&("!"(5=?&=&$'",

!

"((#

!

#'

"

)

#$

"$&&!"$)"%

)

"'

*

!

8̂ ,Pg.8

!

O:.EK:,Zh8Z

!

5K.,Nf.Z

!

@R;=%5

F

AR?@T<TDURHSW@

F

.(#E"+,-.Y;S<;ART2

F

;=!

R@SA;R<Y@T

3

=<><A

B

;AIRS;AT>S<

3

R<DA<A<R<;R<DA

)

9

*

%

DJ!$)50&11P(+1+

27

!

"((*

!

"7

"

"

#$

($!"'$%

)

""

*

!

杨甲芳
%

七个猪种
.(#E"

基因部分
>/-.

序列的

5-\T

分析)

/

*

%

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

#''$%

)

"#

*

!

俞沛初
%

香猪的特性及
.(#E"

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

/

*

%

太谷$山西农业大学!

#''$%

)

"$

*

!

庞
!

谨!李宏滨!郑友民!等
%

猪
\<R!"

基因的多态性

研究)

9

*

%

畜牧兽医学报!

#''&

!

$)

"

)

#$

&$"!&$&%

)

"1

*

!

姜润深
%

鸡
.?A

!

.?A?

和
.C;"N@

基因变异对繁

殖及
.C;"N"

对生长性状的遗传效应)

/

*

%

北京$中

国农业大学!

#''&%

)

"&

*

!

-P:6K

!

Z:Pg g

!

N̂ h.-L9K

!

@R;=%PI@AR<U<!

>;R<DA;AI>?;S;>R@S<G;R<DADUT<A

B

=@AH>=@DR<I@

3

D=

F

!

+DS

3

?<T+T<A"#>?<>W@A

B

SDVR?>DSS@=;R@I

B

@A@T2

F

I@A;RHS<A

B

?<

B

?

3

@SUDS+;A>@=<

X

H<I>?SD+;RD

B

S;

3

?

F

)

9

*

%>&)&#("=-&1&"#(+)G<+1:#(+)

!

#''&

!

$7

"

$

#$

$$(!

$)'%

)

")

*

!

徐震宇!陈维虎
%

优质肉用中型鹅
!

浙东白鹅)

9

*

%

中

国牧业通讯!

#'''

!

$

$

#1!#&%

)

"7

*

!

姚伟民!张本荣!蒋彩霞
%

养四季鹅
!

经济实惠的农

村家庭副业)

9

*

%

中国畜牧杂志!

#''$

!

)

"

$(

#$

&7%

)

"*

*

!

陈国宏!王克华!王金玉!等
%

中国禽类遗传资源

)

g

*

%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

)

"(

*

!

邱峰芳!聂庆华!金卫根!等
%

鸡
.@6!"

基因
&72

3

插入(缺失多态与生长和屠体性状的相关研究)

9

*

%

江

西农业大学学报!

#'')

!

#*

"

#

#$

%%%%%%%%%%%%%%%%%%%%%%%%%%%%%%%%%%%%%%%%%%%%%%%%%

#*1!#**%

动物疫情快递

加拿大发生
.

型
K"-"

流感

#''(

年
&

月
#

日!加拿大首席兽医官
0S<;A:Y;AT

博士向
NP:

通报了
.

型
K"-"

流感疫情'疫情始于

#''(

年
1

月
#"

日!于
&

月
"

日确诊'疫区位于阿尔伯塔省清水县!易感动物是猪!有
#'#'

头易感猪"

#

个猪

舍的
##'

头母猪及其仔猪!

1

个猪舍的
"*''

头生长猪#!病例
1&'

例!生长猪群出现呼吸道症状!未出现死

亡!未销毁&扑杀'

J]P.

国家外来动物疾病中心"温尼伯#的
\J,

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K"-"

流感病毒阳

性'

)

个样品的
g;RS<[

基因约
#11AR

片段测序结果显示与美国和墨西哥分离的新型
.

(

K"-"

流感病毒株

的同源性为
"''c

!分析
K"

基因的约
&''AR

片段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c

#

"''c

#'

-

基因的约
"1''AR

片段测序结果显示其与新型
.

(

K"-"

流感病毒高度相关'感染可能由人传播'加拿大采取了检疫措施!未

禁止免疫!未对动物进行治疗'

科威特发生口蹄疫

#''(

年
&

月
)

日!科威特
-;2@@=;.=!8?;=@@=

先生向
NP:

通报了口蹄疫疫情'疫情始于
#''(

年
"

月
)

日!于
"

月
*

日确诊!是临床发病!病原是
.

型口蹄疫病毒'依靠临床检测和实验室检测作出诊断!兽医诊

断和研究中心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的抗原检测
:ZP5.

结果为阳性%

\<S2S<

B

?R

实验室"

NP:

参考实验室#的

,E!\J,

结果为阳性'疫区位于杰赫拉
5H=;<2<

F

;

地区!易感动物是牛!有
#')'

头易感牛!病例
)'

例!未出

现死亡!未销毁&扑杀'感染来源不详'科威特采取的控制措施有检疫&国内限制移运&筛查&区域化&紧急免

疫&染疫场区消毒和浸洗(喷雾!未禁止免疫!对动物进行了治疗'

"摘译自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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