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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猫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及其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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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寡核苷酸指纹探针 )AFBG检测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仿生态圈养场小熊猫种群全部 !!只个体的 H-$
指 纹2检测结果表明其遗传多样性参数如下=76<各体间 H-$指纹图的相似性为 "86I!;个体 $的指纹谱带在个体 J中

出现的概率为 "86:"9E7!<圈养种群的等位基因频率为 "8">C:2杂合率为 >"8?!KE7#<种群中指名亚种亲本个体的引进

是影响该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主要因子E
关键词=小熊猫;H-$指纹图;遗传多样性;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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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猫7+|!rvrtzr!pnot<分布于喜马拉雅横断山脉2是我国二类重点保护动物2已被列入 %+&’,附录

G中2以加强小熊猫的保护和严格控制国际间的交换E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2从 ?"年代至今2其分布面积

和数量大约下降了 C"K2而且资源还在进一步减少@6D9AE该物种的两个亚种2指名亚种7+1z1zr!pnot<和川

西亚种7+1z1t}(uo|<在我国均有分布2其中川西亚种为我国特有E目前2川西亚种分布的东北角如青川的唐

家河和平武的王朗自然保护区已经绝迹2其模式产地四川平武县泗耳乡杨柳坝亦趋于绝灭@!2#AE
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小熊猫种群2实施小熊猫移地保护管理计划2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修建了占

地面积为 9#?"2!的小熊猫仿生态圈养场2加强小熊猫圈养种群的繁育E截止 6>>I年 6!月2该圈养种群的

数量已达 !!只2其中 #只亲本雄兽和 C只亲本雌兽先后产仔 :胎 6C仔2存活 >仔E随着该圈养种群的不断

扩大2其遗传多样性的定量测定和亲本的引进计划的制定2是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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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小熊猫毛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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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来源$利用 %&’() !"#指纹探针*+,对该圈养种群全部 --只个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的 !"#
指纹检测$现将检测结果报道于后.

/ 材料和方法

/0/ 材料

实验利用小熊猫毛发样 --个$取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仿生态小熊猫圈养场.

/01 探针来源

寡核苷酸探针 %&’(2$由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3浙江省细胞与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4提供.

/05 试剂

蛋白酶 6$78多核苷酸激酶9限制性内切酶 :;<=)$分子量标准 >!"#(:;<?@9!"#提取试剂盒均

由北京塞百盛3美国4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A同位素 B(C-D(#7D由北京亚辉生物医学工程公司提供A
琼脂糖由上海东海制药厂生产AE光胶片由天津感光胶片厂生产.

/0F 方法

!"#的提取9纯度测定9限制性酶切9电泳9干胶9探针的同位素标记9分子杂交9信号检测等与方盛国

等*G,的方法相同.

1 结果

10/ 利用寡核苷酸指纹探针 %&’()检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仿生态圈养场 --只小熊猫的 !"#指

纹$获得了清晰可辨的 !"#指纹图谱3图 24.据 HI==JIKL等关于324相似系数3M4N-O#PQ3O#ROP4$3其

中 O# 和 OP分别为个体 #和个体 P的谱带数$O#P为个体 #和个体 P共有的谱带数4A3-4共有带率3S4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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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 频 率3T U4N2V 2VSA384杂 合 率3WXY4N32VT4Y的 计 算 方 法*Z,$获 得 了

整个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参数[MN\02+-2ASN\02G\]ATN\0\Z8GAWX3Y4NZ\0̂-Y.

101 在该种群的 2C只亲本中$仅 有 C只 雄 兽3大 公 猫9
小公猫和红公猫4和 8只雌兽3小白妈9花尾巴9小黄猫和

烂脑壳4参与了繁殖$共存活 ’2代幼仔 Z只$余下 ]只亲

本未参与繁殖.参与繁殖的亲本除一只雄兽3红公猫4为

指名亚种外$其余均为川西亚种.若将参与繁殖的亲本和

’2代 幼 仔 共 2]只 个 体 作 为 一 个 繁 殖 群 体$其 遗 传 多 样

性相关参数分别为[MN\02ZG+ASN\0-2C]ATN\022C-A

WX3Y4NGG0]GY.

105 在繁殖群体中$若去掉指名亚种雄兽3红公猫4和川

西 亚种雌兽3花尾巴4及其 -幼仔3夹克和夹兄4后$该 种

群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相 关 参 数 为[MN\0-]GCASN\0-G28AT
N\02̂-CAWXNG80++Y.其杂合率较整个圈养种群的杂

合率下降了约 ]Y$而相似系数将增加约 \02.

10F 在繁殖群体中$若去掉一个川西亚种雄兽3小公猫4
和 雌兽3小黄猫4及其 -幼仔3缺尾巴和小断尾巴4后$该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关参数为[MN\0-2G-ASN\0-CĈA

TN\02-8̂AWX3Y4NG+0̂ Ŷ.其杂合率 较 整 个 圈 养 种

群的杂合率下降约 CY$而相似系数将增加约 \0\8.

10_ 在繁殖群体中$若去掉一只为两个家系之父的川西

图 2 成 都 大 熊 猫 繁 育 研 究 基 地 小 熊 猫 !"#
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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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种雄兽3大公猫4及其 -幼仔3老大和老二4后$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关参数为[MN\0-\2\ASN\0-2]CA

TN\0228+AWX3Y4NGG0̂CY.其 杂 合 率 较 整 个 圈 养 种 群 的 杂 合 率 下 降 了 约 -Y$而 相 似 系 数 将 增 加 约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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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结果发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人工仿生态圈养场内以川西亚种为主体"在 #$只亲本中!
川西亚种 #%只!占 &%’$#()的小熊猫种群!无论是引进一只川西亚种雄兽或是一雄一雌参与该种群繁殖!
亦产 #胎 %仔!该种群的杂合率都将增加 %*$个百分点+而引进一只指名亚种雄兽参与繁殖!亦产 #胎 %
仔!其杂合率将增加约 ,个百分点-因此!该圈养种群无论是引进指名亚种亲本!还是引进川西亚种亲本!
都将提高其遗传多样性!但指名亚种亲本的引进!是影响该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主要因子-

. 讨论

对野生动物实施人工圈养繁殖!是增加种群数量/保护或拯救物种以及减轻动物园系统野外捕捉压力

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人工圈养种群是数量有限的小种群!当其子代生长发育到育龄期并参与种群的繁

殖后!该种群内的近亲交配将难以避免-虽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仿生态圈养场的小熊猫种群的杂合

率目前仍高达 &0’1%(!尚未出现近亲繁殖!但是该种群中的幼仔已达性成熟!不久将参与繁殖!这将增加

该种群的近交率-本文利用234指纹技术!定量地检测出该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参数!并阐明其影响因

子!这将为更好地实施小熊猫圈养繁殖计划和合理地引进亲本!从而维持该种群合理的遗传结构!防止该

种群中个体的基因型趋向纯合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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