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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萨能奶山羊发情周期中

外周 血浆孕酮水平的变化

李 权 武
,

(西 北 农学院 畜枚兽医 系研 究生 )

指导教师 王建辰教授

摘 要

应用放射免疫法对 6 只西农萨能奶山羊发情周期中外周血浆孕酮水平进行了测定
。

发情期 ( 0 一 1 天
,

发 情 = o 天
,

发 情 周 期 二 21 天 ) 孕酮水平最低
,

平均值为0
.

31 士

。
.

li n g / m l
。

黄体期孕酮水平升高
,

发情后第 5 一19 ( 一 2 ) 天维持较高水平
,

平均涟

的变动范围为 1
.

93 土 0
.

86 一 5
.

4 5 土 1
.

36一
n
g/ m l

,

发情后第10 一 15 天达到峰值
,

平均峰

值为 5
.

45 士 i
.

3 g n g / m l
。

发情后 1 7一19 天 (下次发情前 2 一 4 天 ) 孕酮水平降低
,

发清

前 1 天降低到 I n g / m l左右
。

黄体是暂时性内分泌器官
,

其产生的孕酮与发情
、

妊娠的建立 和维持以及分娩均有

密切关系
。

近十多年来
,

由于测定技术的迅速进展
,

应用竞争旦白结合法
、

放射免疫法

和放射受体法可以精确地测定家言血液孕酮水平
。

已经证明
,

外周血液孕酮水平与黄体

功能的变化是一致 的
,

因此可以 作为家畜繁殖生理和繁殖病理的重要指标之一
,

用于监

控母畜的繁殖情 况
。

家畜
、

家禽及野生哺乳动物发情周期中外周血液孕酮水平国外 已有详细报道
。

国内

曾国庆 等 ( 1 9 8 0 ) 报道了湖羊和三北羊以及宁夏滩羊发情周期中外周血清孕酮 含量的变

化 (”
· “)

。

但奶山羊发情周期 中血浓孕酮水平的变化国内至今未见报道
。

西农萨能奶山羊是西北农学院选育的优 良高产 乳用 山羊
。

为了研究与繁殖生理有关

的激素变化
,

给繁殖技术的改进 (
‘

待别是早期妊娠诊断 ) 和繁殖病理的诊断及治疗提供

依据
,

木实验对其发情周 期中外周血浆孕酮水平进行了测定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动物及采样

从 西北农学院畜牧站经产 西农萨能奶 山羊群中随机抽取 6 只发情母羊
,

经检查确认

答

本试验在测定 时承蒙段恩 奎同志协 助工 作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 所 内分泌研究室

和上海十二 药厂 赠送 了部分试剂
,

谨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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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无生殖系统疾病
,

发情表现明显
。

按常规饲养管理
。

每天早晨和下午观 察发情情

况
,

并用种公羊试情
。

6 只奶山羊的号数
、

出生 日期
、

胎次
、

发情周期的日期及天数如

表 1 所示
。

采样从 1 98 0年 9 月 14 日开始
,

到 1 0月 8 日结束
,

此时正值发情配种旺季
。

检出发情

母羊后
,

从发情的当天到下次发情开始
,

每天早晨 挤 乳 前 ( 7
.

30
尹

一 8
.

3 0, ) 从颈静

脉穿刺采血 5 毫升
,

用肝素作抗 凝 剂
,

置冰壶冷却后离心分离血浆 ( 3 5 00 转 /分
,

1 0分

钟 )
,

血浆样品贮存在 一 20 ℃ 低温冷箱
一

待测
。

(二 ) 仪器及试剂

F J
一

35 3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
:

国营西安二六二厂 1 9 7 7年 6 月产 品
。

〔1
、

2
、

6
、

7 〕
“
H 孕酮

:

上海 原 子核研究所 19 77
.

4
.

25 产品
,

比放射活性 8 0居

里 / 毫克分 子
。

标准孕酮
:

上海十二药厂
,

批号73 一 n 一 22
。

孕酮抗体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内分泌研究室赠送
。

交叉反应数值
:

孕 酮 1 00 %
,

17 a 经孕酮 0
.

25 %
, 1 1 a 握孕酮 < 50 %

,

雄烯二酮< 0
.

02 %
,

宰酮 0
.

13 %
。

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三 ) 测定方法

孕酮的放射免疫测定是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内分泌 研 究室修改 的F ur
r 方 法进

行的
,

根据本实验室的具体条件
,

对个别 细节稍加改变
。

其过程如下
:

取 0
.

2 毫升血浆
,

加 2 毫升石油醚提取
,

冰冻后每管吸提取 液 0
.

7毫升 (双管 )
,

蒸

干后加入 0
.

IM明胶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0
.

1毫升
,

使 残 存 物 溶 解后
,

再加入 “H 标记孕酮

( 15 0 0 0 e p m ) 和 孕 酮 抗 体 ( i : 6 0 0 0 ) 各 0
.

1毫升
,

在温箱 中 3 7 ℃ 孵育 1 小时后加人

0
.

3毫升葡聚糖活性碳 吸附液
,

振荡离心
,

吸上清液 0
.

4毫升移到闪烁液内
,

测定放射脉

冲数 (。 p m )
。

标准 曲线管的范围为 25 一 8 00 p g
。

根据标准曲线管的孕酮含量和相应的结合率
,

应用 lo g it 转换的方法列出回归方程
,

将样品的结合率代入 回归方程
,

再经体积和提取率换算为所表示的结果 (“
· s )

。

结 果

6 只奶 山羊发情周期中外周血浆孕酮水平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图 1 )
,

但个体之

间孕酮水平差 异极显著 (P< 。
.

0 1)
,

发情期 ( 0 一 1 天
,

发情 =
·

o 天
,

发情周期 =
21

天 ) 孕 酮水平最低
,

平均值为0
.

3 1 士 o
.

li n g / m l
。

黄体期升高
,

发情后 5 一 19 ( 一 2 )

天维持较高水平
,

波动于 1
.

93 士 0
.

86 一 5
.

45 士 1
.

3 9n g加 1的范围内 (图 2
、

表 1 )
。

6

只奶山羊分别在发情后第 1 1
、

1 0
、

14
、

15
、

1 1和 n 天达到 峰值
,

其峰值分别为6
.

04
、

6
.

6 1
、

4
.

4 2
、

7
.

3 5
、

4
.

0 0 和6
.

o g n g / m l (图 1 )
。

6 只奶山羊的平均峰值为 5
.

4 5 士 i
.

3 6 n g / m l
,

出现在发情后第15 天 (图 2 )
。

发情后 17 一 19 天 (下次发情前 2 一 4 天 ) 孕酮 水 平 降

低
,

发情前 1 天降低到 I n g / m l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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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嘴二犷兹节书梦
奶 山羊发情周期中外周血浆孕 酮水平的变化曲线

。

产毛�加
口�玲荟盔孙

图 2 六只西农萨能奶 山羊发情周 期中外周血浆孕 酮水平的平 均值

变化曲线
。

( 竖线表示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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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发情周期中外血浆孕酮水平的变化

讨 论

1
、

本实验 中 。管与2 5 p g 标准孕 酮管的结合率差异极显 著 (P < 0
.

0 0 1 )
,

灵 敏度

在 2 5 p ; / 管之下
。

4 9 1号羊两次测定的分析 间变 异系数为 15
.

8% (n = 2 1)
。

标准 曲线管

的不 同孕 酮量两次平均回收率 分 别为 1 00
,
7 士 9

.

3 %和 89
.

5 士 8
.

1 %
。

六次测定的结合率

在 4 5
.

5一 5 3
.

8 %范围内
。

石油醚的提取率平均为 9 1
.

5 士 3
.

3 (n 二 6 )

在本实验中
,

孕酮放射免疫测定方法的灵敏度
、

精密度和提取率
,

以及标准 曲线的

回归方程和相关 系数
,

均基本符合国内外的有关报道 《“
· 7 · “ )

。

因此
,

测定 结 果较为可

靠
。

2
、

T o n e s和K n ift o n ( 2 9 7 2 ) 报 道 (1 工) ,

山羊 发 情 后 3 一 7 天孕酮水平开始升

高
,

稳定 3 天后
,

在第 12 天突然升高到峰值
,

在发情开始前降低
。

本试验中孕 酮水平升

高的时间与此相似
,

但未观察到稳定期
。

达到峰值的时间也相似
,

但突然升高到峰值的

现象不明显
。

T h o r b n r n 和S o h 立 e id e r (1 ‘7 2 ) 〔工 “) 报道
,

应用竞 争 旦 白 结合法测定 的结果表

明
,

萨能羊发情 期 ( 0 一 1 天 ) 外周血浆孕酮水平最低
,

平 均为o
.

Zn g / m l ( n 二 1 7 )
,

发情后第10 天达到峰值
,

平均为 4
.

O n g / m l (校正 值 为 5
.

Cn g / m l
, n = 7 一 10

,

发情周

期为 21 天 )
,

发 情前 3 天 内迅速降低
。

本试验的结果与此报道相似
,

但平 均值稍高
。

3 、

在本实验中
,

个体的孕酮水平有两次高峰 (图 1
、

表 1 )
,

为了表示这种变化

情况
,

可将最高峰称为峰值 (p e a k )
,

将稍低的峰称为次 峰值 (S e c o n d a r y p e a k )

峰值和次峰值均在孕 酮水平维持较高的时期内 ( 6 一 一 2 天 )
。

次峰值一般在峰值之后

(只9 3
、

4 0 5
、

4 3 0
、

46 2 和 4 9 1号羊 )
,

但4 5 6 号羊的次 峰值在 峰值之前
。

孕酮水平在 达到第一次高峰 (峰值或次峰值) 之后迅速降低
,

然后在 3 一 6 天内达

到第二次高烽 (次峰值或峰值 )
,

这 种 变 化
‘

}青况在平均值的变化 曲线 中也能表现出来

(图 1
、

图 2 )

在 T h or b n r n 和S o h n e id e r ( 1 9 7 2 ) 的报 道甲 (l “》 ,

萨能羊发情周期中外周 血浆平

均孕 酮水平也呈现两次较高水平
,

但 作者未 说 明这种变化
。

D O n al ds
o n
等 (1 9 7 0 ) 在

报道中注意到这种变化 (l “) ,

乳牛发情周期 中外周 血浆孕酮水平的升高和降低过程呈现

波动形状
,

在达到第二次峰值 (S e 。。 n d p e a k ) 之 前 显 著 降低
,

但由于变化时间不相

同
,

这种变化情况在平均值中没有明显 表 现 出 来
。

本实验中观察到的变化情 况与此相

似
。

对这种变化情况的详细机理和生理学意义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

4
、

孕酮水平 的平均值在发情后第 15 天达到峰值之后持续降低
,

下次发情前 3 天迅

速降低 (图 2 )
。

从个体来看 (图 1
、

表 i )
, 3 9 3

、

4 0 5
、

9 3 0和4 9 1号羊发情前 4 天逐

渐降低
,

发情前 3 一 2 天24 小时内迅速降低到原 来的含 一 去
。

但4 56 和4 62 号羊在不次发

情前 2 天仍然维持较高水平
,

在发情前 2 一 1 天ZJ小 时内迅速降低到原来的含 一 古
。

发

情前 1 天
,

孕酮水平降到 1 n g / m l左右
。

由于孕酮水平降低的时间不相 同
, 一 2 天的标

准差最大
。

本实验中观察到的 孕 酮 水
’

平降低时间 ( 一 4

—
一 2 天 ) 与 T hor b ur

n 和

S C h n e id e r (1 9 7 2 ) 报道的时间 (一 3 天 ) 相近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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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人医临床上
,

常以 测血液孕酮水平作为诊断有无排卵和了解黄体功能的重要

指标
。

通常认为
,

血清孕酮含量在 5 n g / m l以上者表示有排卵 (9)
。

在畜牧兽医实践中
,

测定外周 血浆孕酮水平可以 了解黄体的功能
。

根据授精后1 7一

24 天外周 血浆孕酮水平可以进行牛
、

绵羊
、

山羊和猪的早期妊娠诊断
。

另外
,

还适用于

暗发情
、

假发情
、

持久黄体
、

卵巢囊肿和孕酮不足性流产等疾病的诊断
,

并对治疗效果

进行监控 (‘)
。

本实验测定的发情周 期中外周】血 浆孕 酮水平和变化情况可以作为奶 山羊

临床应用时的对照水平 和基础资料
。

6
、

从本实验的结果可以初步看出西农萨能奶 山羊发情周 期中外周血浆孕 酮水平的

变化规律
。

但因样本较少
,

对于影 响孕酮水平 的其它因素 〔如排卵数
、

黄体的大小
.

体

重
、

年令
、

胎次和季节等 ) 未能分析
,

有待 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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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 e p e r ip h e r a l p la sm 甘 o f S a a n e n

d a ir y g o a ts d u rin g o e str o u s e y e le

L 1 Q u a n w u

A b s t r a e t

P r o g e s te r o n e le v e ls in t h e P e r iPh e r a l Pla s m a o f S ix d a ir y g o a t s

d u r in g o e s t r o u s e y e le w e r e m e a s u r e d b y r a d io i m m u n o a s s a y
.

T h e

‘n c a n le v e l w a s 10 二
了e s t o f 0

.

3 1 士 0
.

1 2 n g / xn l d u r in g o o s t r u s (d a y

o 一 1 )
.

T h e p r o g e s te r o n e le v e ls in e r e a s e d t o a p e a k o n d a y 2 0一

1 5 , r e a C h in g m e a n p e a k o f 5
.

4 5 士 z
.

3 6 n g /‘m l o n d a y 1 5 , a n d

m a in ta in e d h ig h lev e ls o f 2
.

9 3 土 0
.

5 9一5
.

4 5 士 1
.

3 6 n g / m l th r o u g h o u t d a y

5 一 19 ( 一 2 ) 0 f t h e 2 1一 d a y e y e le a t lu te a l p il a s e , a n d b e g a n

t o d e C lin e d u r in g th e la st Z 一 4 d a y s o f 七h e e y C le
, r e a e h in g lo w

1e v e ls o f a b o u t 1 n g / m l o n th e d a y b 。fo r e o e “t r u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