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刊

第季年

第 期

】士 肃 农 业 人 学 学 报

新疆细毛羊超排胚胎移植核心群
育种方案的确定

李俊年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摘要 南山种羊场的育种方案是根据育种目标的 个选择标准
,

加权综合而形成
。

计算出的

选择指数为 净毛质量十 毛束长度 平均纤维直径
一

育成羊体质量
。

估测

该方案每世代遗传进展为
,

选择指数标准差依 功率而定
,

与传统的育种改 良方案

每世代遗传进展约为选择指数标准差 相比非常有益
。

关性词 新疆细毛羊 核心群 育种

中图分类号

育种目标的确定是设计一个育种方案的必要前提
,

也是实现有效育种工作的一个关键

步骤
。

目前
,

家畜
、

家禽育种的遗传学还是 年代
,

等所创立的数

量遗传学
,

虽然遗传参数和育种值的估计方法有了很大进展
,

也不断有新理论新方法应用

到家畜育种中
,

但是
,

育种体系还是常规的繁育体系
,

其主要 内容就是利用性状的遗传变

异
、

选择具有优秀基因型的个体作为繁殖下一代的种畜
。

年代发展起来的精液冷藏
、

人

工授精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优秀种公畜的利用
,

通过后裔测定可以对公畜的遗传品质作

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

因此
,

家畜的生产性能在几十年内有了极大提高
。

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

选择
,

现在畜禽改 良的速度逐渐缓慢
,

在单胎动物中
,

母畜的繁殖力成了限制进一步提高
遗传进展的主要因素 ’,

。

年代发展起来的超数排卵和胚胎移植技术打破了这一限制
,

为

进一步提高家畜的改良速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

和 首次论述了胚胎移植

在肉牛遗传进展上的作用
,

以后
、

和 分别讨论了胚胎移

植在奶牛和绵羊上的应用价值
。

因此
,

在我国大规模推广和应用人工授精技术的同时
,

如

果利用胚胎移植技术
,

充分发挥优秀母羊的遗传潜力
,

则可尽快扩大优良品种种群
,

提高

畜牧业生产水平
。

为此
,

我们将超数排卵胚胎移植 技术应用于绵羊育种工作中
,

制定了新疆南山种羊场核心群的育种方案
。

育种 目标性状的确定

经与南山种羊场管理者协商
,

参考该场的现有生产条件及绵羊生产成绩
,

确定需改 良

的重要性状为净毛质量
、

毛丛长度
、

平均纤维直径
、

育成羊体质量
。

在羊毛生产中其他的

一些决定因素为被毛密度和净毛率
,

这两个特定的性状不包含在育种目标中
,

因为对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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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选择的同时
,

也相应地改 良了这两个相关的性状
。

繁殖性状与该地区特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管理水平有关
,

在 目前生产条件下
,

通过提

高绵羊的繁殖率来增加其净收人值得怀疑
。

因此
,

在育种 目标中略去繁殖性状 尽管这意味

着其经济加权值为零
。

在育种 目标中包含育成羊体质量将使繁殖性状至少具有相关的效

应
。

如果经济有效地管理系统能够保证提高繁殖率时
,

将会考虑将该性状加人到育种 目标

中
。

目前尚无明确的羊毛市场趋势
,

但在提高净毛量的同时
,

考虑降低羊毛纤维直径
,

以

期将来较细的羊毛能获得更好的价格
。

此外
,

选择细毛同样能改 良羊毛的特性
,

如平均纤

维直径
、

手感
、

油汗
、

弯曲等
。

如上所述南山种羊场的育种 目标包括如下性状 净毛量
、

毛束长度
、

平均纤维直径
、

育成羊体质量
。

选择标准

因为育种 目标中的所有性状均可简单直接经济地度量
,

同时它们也作为育种方案的选

择目标
。

在制定选择指数时
,

考虑如下性状 选择标准间的表型相关 育种目标中的性状与选

择标准间的遗传相关 育种目标中性状间遗传相关 表型相关方差 育种 目标中性状的遗

传力
。

这就意味着育种目标中的所有性状必须是可遗传的
。

如果性状的遗传力为零
,

不管所

采用的选择压力有多大
,

将不会得到任何遗传改良
。

包含所有性状间的相关及变异的理由是在确定选择指数过程时
,

利用对绵羊估测的所

有信息
,

例如
,

被毛质量的实际测定是该性状最真实的信息
,

但其他性状所提供的额外信

息
、 ,

将能提高对绵羊估计育种值的准确性
。

但 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数据用于估测新疆细毛羊

的遗传与表型参数
,

用以选择指数的建立
。

因此
,

澳大利亚南部农业研究所及澳大利亚羊

毛计划的数据
,

作为建立选择指数的信息源
。

遗传与表型参数见表
。

表 用于建立选择指数的遗传表型参数

污毛质量爪 净毛质量爪 纤维直径 四 毛束 长度
‘气」勺咤」哎月任,︸

⋯
遗 传 力

表型方差

遗传方差

相 关

污毛质量

净毛质量

纤维直径

毛束 长度

经济值

育种目标的性状应根据他们的相对经济加权值
,

建立有效的选择指数
,

这不仅考虑每

个性状每提高一个单位时的值
,

同时
,

应考虑其表达方式
。

例如
,

羊毛性状的价值在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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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可表达 一 次
,

而体质量的值只表达一次 在出生或屠宰时
。

有两种计算方法

①边际经济收益法
。

对每个性状提高值用实际市场价值
。

②期望收益法
。

包括确定经

过特定段时间后每个性状预期的物理变化量及计算这些预期变化量的相对的理论经济值
。

本研究用两种计算方法
,

然后根据管理的方式选择使用计算方法
。

由于在中国的羊毛

市场上
,

羊毛出售不是根据羊毛性状测定值为依据
,

只能采用期望收益法
。

预期进展

在育种目标中每个性状每世代所获得的遗传改良结果如下

净毛质量 毛束长度 平均纤维直径
一

育成羊体质量
。

理论相对经济值

计算出如下理论相对经济值

净毛质量 毛束长度 平均纤维直径 育成羊体质量
。

选择指数

根据以上参数
,

利用 计算机软件建立选择指数计算公式
,

预测育种目标
。

选

择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选择指数
· ·

,一净毛质 七 一毛束长度 一平均纤维
‘

〔径 林 二
一育成羊体质员

遗传进展潜力

关于设计项目

预期遗传进展应用选择指数
,

根据被选择用于育种群的平均指数与所有用于选择育种

群的平均指数差异 以标准差为主
。

表 育种方案中每个性状每世代预期遗传进展

净毛质量爪 毛束 长度 纤维直径单 育成羊体质量

单位标准差

传统方案

南山方案

一

一

一

表 列出每单位指数标准差以及传统育种改良方案和南山育种改 良方案采用不同的选

择指数
,

每世代所取得的预期遗传进展
。

由于传统的育种改 良方案采用常规的配种制度
,

以及育种群不同的年龄分布
,

因此
,

每世代所得最大的遗传进展为 标准差的选择强度
,

而南山种羊场育种方案的预期进展

为 标准差
。

两方案主要的差异在于采用了 方案
,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繁殖率
。

同

时
,

在核心群种中每年更换年轻的母羊作为供体
,

缩短了世代间隔
。

关于不同的 成功率
上述南山种羊场方案估测的遗传进展是假定核心群中选择用于供体的母羊每年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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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个育成羊的 成功率
。

不同 成功率的预测示于表
。

表 为同 成功率每世代的选择强度

成功率 培育的育成羊彻 供体 选择强度 标准差

显而易见
,

随着 成功率的增加
,

选择强度的改 良程度逐渐下降
,

与传统改 良方

案的 标准差相比
,

南山种羊场方案既使是十分悲观的 成功率
,

仍具有很大的优

势
。

关于丢失数据的影响

如果遗传目标中性状的一些数据丢失
,

选择指数的加权综合值是必要的 例如
,

一只绵

羊具有所有的产毛性状资料
,

而丢失了育成羊体质量资料
。

在开始时 配种选择种公

羊时
,

需要计算几套选择指数加权值
,

因为
,

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公羊的各种测定数据会丢

失
,

故表 示出儿套不同的指数加权值
。

表 不同选择指数标准综合值的选择指数加权值及指数记均差

选握捡数如鲤堕 一一

—
指数标准差

污毛质量 净毛质量 毛束 长度 纤维直径小 育成羊体质量
一

一

一

一

一

户

,

一

一

较高的指数离均差意味着较理想的选择指数
。

表 中清晰的示出
,

随着可供选择标准

度的性状减少
,

选择指数的影响也逐渐降低
。

同时
,

也表明净毛质量加权值较相应的污毛

质量加权值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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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如果要实现公羊改 良方案的所有潜在效应
,

应测定所有选择的性状
。

讨论

上述过程确定了南山种羊场公羊改 良方案的育种目标和选择标准
。

可获得育种目标最

大遗传进展的选择指数公式
。

其优点在于 丁 核心群育种体系的遗传进展高于常规后

测体系的遗传进展 通过同胞
、

半同胞估测可提高后裔测定的准确性
,

同时可结合胚胎切

割
、

性别鉴定标记辅助选择
,

进一步提高选择准确性
。

但 核心群方案实施所需的条

件一次性投资过大
,

还需要超排
、

冲卵
、

移卵等一系列技术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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