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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体型数据变异及相关的研究
’

储明星 师守堑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北京

摘要 本研究利用北京荷斯坦牛 头公牛的 头女儿 个线性体型性状 评分

分 和整体评分 评分 。分 年的评定资料
,

配合公畜模型研究了奶牛体

型数据变异以及线性体型性状与整体评分之间的相关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公牛
、

畜群
、

胎次

和鉴定员效应是体型评定数据变异的重要来源 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 线性体型性状与整体评

分之间的表型相关从一 民角度 到 。 体高
,

遗传相关从一 。 民角度 到 体

高
,

环境相关从一 。 后肢侧视 到 。 体深
。

关钮词 奶牛 体型性状 数据变异 相关

中图分类号

奶牛体型评定主要经过 个发展阶段 传统的经验型体型评定
、

近代的描述型体型评定

和现代的线性型体型评定
。

奶牛体型性状线性分析的概念是 年提出的
。

美国农业部和

荷斯坦奶牛协会为合理解决奶牛育种工作中的体型评定问题
,

从 年开始委托一些大学

的专家经数年研究并与体型描述评定进行比较后
,

于 年提出了奶牛体型线性评定方

法
。

经过反复试用修改补充制订出新的线性评定方法于 年正式应用于美国荷斯坦 黑

白花 奶牛的体型评定中
。

此方法公布后
,

很快被澳大利亚
、

比利时
、

加拿大
、

丹麦
、

德国
、

匈牙

利
、

以色列
、

意大利
、

日本
、

荷兰
、

英国
、

西班牙和瑞典等直接或间接采用
。

年北京农业大

学师守塑鬓等将线性鉴定技术引入国内
。

年他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

提出将线性

评分转化为功能评分
,

计算部位评分和整体评分的全面线性评分方法川
。

中国奶牛协会于

年和 年两次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奶牛体型线性评定专题研讨会
,

积极在全国推

行线性评定方法
。

近几年
,

国内有关单位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评定奶牛
,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了解单个体型性状和整体评分之间的关系对构建选择标准是重要的
,

本研究拟对奶牛体型

数据变异进行分析
,

并对单个体型性状和整体评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

以为国内用好线性

评定这一新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数据取于奶牛体型线性评定课题组 年鉴定的北京市双桥农场

和西郊农场的 头成乳牛资料
。

这些成乳牛为 头种公牛的后裔
。

采用 分的连续尺度从一个生物学极端到另一个生物学极端评定 巧 个线性体型

性状 个性状 体高
、

体强度
、

体深
、

乳用性
、

民角度
、

民长和民宽 广泛描述母牛的身体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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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前房附着
、

后房高度
、

后房宽度
、

乳房悬垂
、

乳房深度和乳头后望 描述母牛的乳房
,

个性状 后肢侧视和蹄角度 描述母牛的肢蹄
。

最后采用百分制对母牛综合评定给出整体评

分
。

具体评分方法参照师守塑等 编著的《奶牛体型线性评定 》
。

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统计模型 配合下列公畜模型 来研究奶牛体型数据变异以及线性体型

性状与整体评分之间的关系

夕 , , , 一 产
, , , , 、, ,‘

其中

丛 , 一体型性状评分
产一群体平均值
‘一 第 头公牛的随机效应

, , ,

⋯
,

, 一 第 个畜群的固定效应
,

一
, , ,

尸 一 第 个胎次的固定效应
, , , ,

‘一第 个鉴定员的固定效应
, ,

已 , 一 随机残差效应

利用 统计软件 模型 进行方差分析
,

并估计出奶牛线性体型性状与整体

评分之间的遗传相关
、

表型相关和环境相关
。

结果与分析

方差分析 表 给出了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

表 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

性 状 公牛 畜群 胎次 鉴定员

体高
, , 二 , , ,

体强度

体深

乳用性
、 , , , , , ,

民角度

民长 , ,

民宽
,

后肢侧视
, ,

蹄角度

前房附着

后房高度

后房宽度

乳房悬垂

乳房深度

乳头后望

整体评分

一 苦 , ,

由表 可见

些研究 一 〕相同
。

,

本研究中公牛是所有体型性状极显著的变异来源 尸
。

这与国外一

本研究中畜群对民长和后肢侧视没有显著影响 尸
,

但对其余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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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有极显著的影响 尸
,

这也与国外一些研究〔, 一 ’〕相似
。

本研究中胎次对民角度和蹄角度有显著的影响 尸
,

对其余体型性状有极显著

的影响 。
。

等 报道泌乳期 胎次 对登记母牛所有体型性状都有显著的影

响
,

对等级母牛除后肢侧视和后肢位置外
,

对所有体型性状均有显著的影响
,

表明后肢侧视

和后肢位置评分随着泌乳的进行并不改变
。

等闭报道泌乳期影响所有线性性状

的评分 尸
。

泌乳期对体强度
、

乳用性
、

前房附着
、

乳房深度影响最大
。

后肢侧视显示

出对泌乳期效应最小的显著性
,

表明肢蹄性状几乎不受年龄的影响
。

等川发现产犊年

龄和泌乳天数对德国弗里生牛大多数体型性状有显著影响
。

泌乳天数尤其影响乳房性状
。

等 报道泌乳天数对美国荷斯坦牛所有性状都有显著 尸 的最小二乘解
。

泌

乳期大于 时
,

体强度具有最大的校正因子 分
。

校正因子大于 分的性状有基本体

型
、

体强度
、

体深
、

前房附着
、

民宽
,

表明随着泌乳的进行
,

这些性状的评分会发生明显变化
。

在所有泌乳天数中校正 因子小于 分的性状有乳用性
、

后肢侧视
、

蹄角度
,

表 明这些性状评

分随着泌乳的进行并不改变
。

除后肢侧视外
,

所有体型性状对初产年龄都有显著的线性 回

归
。

初产年龄最大的校正因子是后房宽度 时一 分
,

表明第一胎青年母牛具有较

窄的后乳房
。

等〔 〕对 岁美国荷斯坦牛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泌乳期效应对所有性

状 除蹄角度外 都是显著的 尸
。

向年龄 年龄组内天数 的线性偏 回归对 个性状

体高
、

体强度
、

民长
、

民宽
、

后房宽度
、

体深
、

乳房深度 和整体评分是显著的 尸
。

等川报道乳房深度和乳头后望评分受泌乳期的影响 尸
。

本研究中鉴定员对体高
、

乳用性的评分没有显著的影响 尸
,

对后房高度有显著

的影响 尸
,

对所有其它性状有极显著的影响 尸
。

等困报道鉴定员效

应对登记和等级母牛的所有体型性状都是显著的
。

鉴定员与胎次之间的互作对登记母牛除

蹄角度外
,

对等级母牛除后肢侧视和后肢位置外
,

对所有体型性状有显著的影响
。

鉴定员和

胎次的显著互作表明鉴定员作了不相等的胎次校正
,

看来鉴定员应当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

等 报道畜群 —鉴定员亚组之间的变异对所有性状都是极显著的 尸
。

除整体评分和体高外
,

鉴定员和年龄的互作效应对所有性状都是显著的
。

等川报道鉴

定员对德国弗里生牛几乎所有体型性状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

等川报道鉴定员对所

有年龄组和所有性状都有极显著的影响 尸
。

等川报道鉴定员效应是体型性状

最大的
、

最显著的环境效应
。

显著的鉴定员效应是评分主观性的一种明显的标志
。

体型在度量过程中主要是人的误

差
。

如果评分系统确实客观
,

那么应当期望鉴定员效应很小或不存在
。

鉴定员对线性评分的

不熟悉可能增加残差变异从而降低遗传力
,

因此鉴定员应当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

北京荷斯坦牛线性体型性状与整休评分之 间的相 关 表 给出了北京荷斯坦牛线性

体型性状与整体评分之间的相关及文献报道值
。

由表 可见
,

北京荷斯坦牛线性性状与整体评分之间的表型相关从一 民角度与整

体评分 到 体高与整体评分
,

除具有中间最优度 经常认为这些性状评 分时
,

具有

最佳的体型结构 的民角度 一 和后肢侧视 一 两性状与整体评分具负表型相关

外
,

其余线性性状与整体评分都具正表型相关
,

这一点与文献川报道 见表 的相同 本研

究和文献 报道 见表 都表明整体评分与线性性状之间的表型相关通常是中等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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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奶牛线性体型性状与盛体评分之间的表型
、

遗传和环境相关
,

性 状

表型柑关 遗传相关 环境相关

△ △ △

体 高

体强度

体深 记

乳用性

民角度 一 一 一 一 一

民 长

民 宽 ,

后肢侧视 一 一 一 一 一

蹄角度

前房附粉

后房高度 一

后房宽度

乳房悬垂

乳房深度 一

乳头后望

资料来源 △本研究 北京荷斯坦牛
, , 〕 美国荷斯

坦牛

北京荷斯坦牛体高
、

体强度
、

体深
、

民宽
、

前房附着 和

整体评分有最大的表型相关
。

文献 报道 见表 体高
、

体深
、

前房附着
、

后房高

度
、

后房宽度
、

乳房悬垂
、

乳头后望和整体评分有最大的表型相关
。

由表 可见
,

北京荷斯坦牛线性性状与整体评分之间的遗传相关从一 民角度与整

体评分 到 体高与整体评分
,

除民角度 一 和后肢侧视 一 外
,

其余线性性

状与整体评分都具正遗传相关
。

整体评分与泌乳系统的性状之间有高度的遗传相关
。

体高
、

体强度
、

民宽
、

乳房悬垂
、

乳房深度
、

乳头后

望 与整体评分有最大的有利遗传相关
,

民角度 一 与整体评分有最大的领顽遗

传相关 绝对值
。

文献 报道 见表 体高
、

体深
、

民长
、

后房宽度和整体评分有最大的遗传相关
。

等巨, 〕报道体高
、

体深 和整体评分有最大的遗传相关
。 ‘。〕

分析了荷斯坦一弗里生母牛 个体型性状
。

结果表明和整体评分的遗传相关大于 的

性状有泌乳系统
、

前乳房
、

后乳房
、

体态
、

后房附着
、

乳房悬垂
。

由表 可见
,

北京荷斯坦牛线性性状与整体评分之 间的环境相关从一 后肢侧视

到 体深
,

除民角度 一
、

后肢侧视 一
、

后房高度 一
、

乳房深度 一 。

外
,

其余线性性状与整体评分都有正的环境相关
。

体强度
、

体深 和整体评分

有最大的环境相关 文献阁报道 见表 民角度
、

后肢侧视和整体评分有最小的环

境相关且是负值 所有其它线性体型性状和整体评分都有正的环境相关
,

前房附着
、

后房高

度
、

后房宽度和整体评分有最大的环境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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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体型数据变异来源 本研究考虑了体型评定数据变异的 个来源

,

即公牛
、

畜群
、

胎次

和鉴定员效应
,

其它一些研究〔, 一 吕〕表明体型评定数据的变异来源除上述 个外
,

还有年龄和

产犊季节效应
。

产犊季节影响乳房性状
,

几乎所有乳房性状夏季评分低
,

冬季评分高
,

有与产

奶量的季节变动相同的变化
。

大量研究 , 卜 , 〕表明鉴定员效应是体型性状最大的
、

最显著的

环境效应
,

本文的混合模型分析解释了平均分的差异
,

然而标准差的差异可能需要在鉴定员

内对数据进行预先标准化才能解释
。

遗传相 关的应用 近年来多应用遗传参数来指导动物改良育种工作
,

提高了畜禽选择

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

遗传相关是数量性状的重要遗传参数
,

遗传相关在现代动物遗传育种中

至少有下列 个用途 进行间接选择
,

比较不同环境下的选择效果
,

制订相关性状

的选择指数
。

本研究表明北京荷斯坦牛主要乳房性状
、

身体大小主要性状与整体评分有最强

的遗传相关
。

因此母牛的选择如果完全依据整体评分
,

那么大多数的相关遗传变化将发生在

母牛的乳房性状和身体大小主要性状上
。

体型评定标准化的 问题 本研究估计的北京荷斯坦牛线性体型性状与整体评分之 间

的相关与美国荷斯坦牛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

但也有一些例外
,

如民角度与整体评分之间的

遗传相关
,

北京荷斯坦牛为一
,

美国荷斯坦牛为 后肢侧视与整体评分之间的遗传

相关
,

北京荷斯坦牛为一
,

美国荷斯坦牛为 乳房深度与整体评分之间的遗传相

关
,

北京荷斯坦牛为
,

美国荷斯坦牛则为
。

这些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认为可能是分析

的方法不同
、

配合的模型不同以及样本大小不同所致
。

这就涉及到体型评定标准化的问题
。

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 届世界荷斯坦弗里生牛会议以及 年 月在加

拿大布拉德福市召开的第 届世界奶牛体型鉴定员研讨会上
,

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在世界

范围内协调体型鉴定的问题
。

会议强烈要求各国在其鉴定系统中都要包括标准性状

指度量方法统一无分歧且观察上具有重要性的性状 和选择性状

指度量方法 尚不一致有待继续研探的性状
。

因为育种家们在选择公牛时很重视它

们
,

各国以相同的方式公布公牛体型评定结果很有必要
。

线性性状的鉴定结果只有标准化后

才能进行比较
。

会议建议各国采纳国际公牛组织 的公牛评价方法
。

会议最后建议

各国采纳 个标准性状和 个选择性状
,

以及体型验证资料公布的标准化
。

筛选最重要的体型性状 在育种目标中同时采用 个体型性状是很难的
。

因此
,

有必

要减少性状的数目
。

应当鉴定出对预测总经济价值或畜群寿命的遗传潜力最有用的体型性

状
。

另外
,

确定一种育种 目标评估的方法来合理解释体型和生产性状
、

保持力

公牛后裔平均产奶持续月份 以及体细胞数 。 判断潜在性乳房炎有无的

指标 之间的相关性
,

以使得生产者从遗传改进中获得的净收入最大
,

已成为育种者面临的

必须解决的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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