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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了怀驴母驴分娩期的孕酮和 1 7日一雌二醇水 平
。

胎衣排出前
,

外

周 血浆中两种激素的水平较高
,

孕酮为 7
.

I c一 7
.

9 4 n g / m l ; 17 日一雌二 醇 为 3 4
.

。一 4 0
.

8

p g / m l
。

胎衣排出后
,

降低显著或极显著 ( P < 0
.

05 或 P < 0
.

0 1)
,

胎儿排 出后 12 小时
,

孕 酮为 2
.

12 士 o
.

3 1 o n g / m l
,

2 7日一雌二醇为 一3
.

6 土 3
.

l o p g / m l
。

脐静脉血浆孕 酮 和 1 7日一

雌二醇水平分别是外周血浆的 10 倍和 20 倍 ; 羊水 17 日一雌二醇 水平是外周血浆的 3 倍
。

外周 血浆与脐静脉血浆孕酮水平极密切正相关 (r = 0
.

9 3 ,
P < 0

.

0 1) ,
脐 静 脉血浆与

羊水 17 p一雌二醇水 平极密切正相关 (
r 二 。

.

9 1 ,

P < 0
.

01 ) , 外 周血浆孕酮和 17 日一雌

二醇水平正相关 (n 二 57
, r 二 0

.

32
,

P < 0
.

0 5)
。

分析 了两种激素的产生部位
、

代谢转

变及在母驴分娩生理学上 的意义
。

母驴有 “ 两低三流 ” ,

即追配和配驴骡的受胎率低
; 怀 骡时流产

、

难产及妊娠毒血

症的发病率高
。

(4
· “ · “ ·

` “ ) 深入探索这些特殊现象的机理
,

业设法解决
,

不仅是生产实

践的迫切需要
,

而且在生殖生理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

就怀骡母驴高难产率 的病因学而

言
,

似乎也应从内分泌角度给予考虑
,

因为怀骡母驴难产 中约有 88 %为胎位
、

胎向及胎

势反常
, ( “ 》 而从其它家畜的实验证明

,

导致这类难产的基本原因是雌激素 / 孕酮的质
、

量或比率异常
。

( ` 了
· “ “ · 2 了 ) 据此推测

,

怀骡母驴的高难产率很可能与分娩进程中这 两种

檄素的变化与怀驴母驴不 同有关 , 近年来则进一步证实
,

怀骡母驴和怀驴母驴妊娠前半

期的内分泌范型截然不同
, 《 7 · ’ “ ) 提示二者围产期的范型也许亦存在差别

。

因此
,

了解

怀骡母驴和怀驴母驴分娩期间各自内分泌范型的特点
,

或许有助于揭示这种高难产率的

真正原因
。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

迄今仅见 R os
s d al e

等 ( 1 9 79) 报道过 两 头 母驴引产时

的内分泌范型 , (“ 艺》 至于正常分娩的范型
,

国内外一直未有报道
。

本试验的 目的是
,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正常怀驴母驴分娩期的孕酮 和 17日一雌二醇水

本试脸承蒙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 究所 内分泌室
、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及英国 卜内门化学

工业公 司 a C )I F ur
r
博士馈蜡标 准品和杭体

,

我院段恩奎同志及同位 素实脸室协助工

作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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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以了解其变 化规律

,

为母驴分娩的临床内分泌学
,

以及怀骡母驴高难产率的病 因学

提供基础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实验母驴

随机选用 8 头关中驴
,

年龄 8
.

5 士 3
.

8 ( 4 一 14 ) 岁
,

胎次 5 土 3 ( 1一 1 0) 胎
,

妊

娠期 3 59
.

4 士 6
.

8 ( 3 5 0一 3 69 ) 天
。

健康状况良好
,

全部怀驴
,

正常分娩
。

在采样期间
,

饲养管理条件照常
。

2
、

采样方法

在分娩前一天 ( 距胎儿排出 2 4一 48 小时 ) 和开 口期 (距胎儿排出 2 4小时以 内 )
,

分

别自母驴颈静脉采血一次或数次
, 在产出期 (胎蹄露出 )

、

胎衣排出期 (胎儿落地后 5

一 10 分钟 )
、

胎衣完全脱落时
、

胎儿排出后 1
、

2 及 12 小时
,

各采血一次
,

业于产 出期

采集羊水和脐 静脉血
。

采血时
,

试管内事先按 72 单位肝素 / 毫升全血加入抗凝剂
, 采血后尽速在室温下以

1 0 0 0 9离心 5 分钟
,

将分离出的血浆置 一 2 0 ℃保存待测
。

3
、

仪器
、

试剂及药品

F J一 3 53 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
:

国营西安 2 62 厂产品
, 1 9 7 7年 6 月 出厂

, 3 H探测效

率 4 0 %
。

〔 ( 1
.

2
.

6
.

7)
“
H 〕孕酮

:

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产品
, 1 9 7 7年 4 月 25 日出厂

,

放射性总

强度 5 毫居里 / 毫升
,

放射性比度 80 居里 / 毫克分子
。

孕酮抗体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内分泌室提供
, 19 7 9年制备

。

标准孕酮
:

上海十二药厂产品
,

批号73 一 n 一 22
。

〔 ( 2
.

4
.

6
.

7 )
3 H 〕17 日一雌二醇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内分泌室提供
。

17 日一雌二醇抗体
:

英国 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 ( I C D F ur
r
博士赠送

。

标准 17 日一雌二醇
:

_

上海生化药厂产品
。

磷酸盐缓 冲液 ( P B S )
: I右用时配制

, 0
.

I M
,

P H 7
.

2
。

其它试剂及药品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4
、

激素测定

孕酮的放射免疫测定依照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修 改 的 F u r r 法
。

( ` “ )标 记孕酮稀

释成每。
.

1毫升约 1 5 0。。 c p m ; 孕酮抗体稀释度为 1 : 6 0 0。 ;标准曲线 范围是 25 一 8 00 gP
;

分 离 剂 的 配方
:

活性炭 1
.

3克
,

葡聚糖 25 毫克
,

加 P B S 50 毫升
。

灵敏 度为 2 5 P g ( 。 P g

与 25 P g非标记孕酮管的B / B
。

值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
,

P < 0
.

0 0 1 ) , 分析 内 和分 析间

变异系数
,
以及石油醚提取率分别是。

.

63 一拍
。

27 %
、

理
.

80 一 1 4
.

85 %和 84 一 89 %
。

标准

曲线的非标记孕酮剂量 的对数值
,

同与其对应的结合率的 L og it 值之 间呈极密切 负相关
一

( r ” 一 0
.

9 8 9一 一 0
。

9 9 4 ,

P < 0
.

0 1 )
。

17 p一雌二醇的放射免疫测 定 依 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修改的 E xl e y 法
。

( ’ 幻 标

记 17 日一雌二醇稀释成每 0
.

1毫升约 6 o QO C p m , 1 7日一雌二醇抗体稀释 度为 1 : 24 0 00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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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曲线范围是 5 一 20 0 p g ; 分离剂的配方
:

活性炭 0
.

2克
,

葡 聚 糖 20 毫 克
,

加 P B S 40 毫

升
。

灵敏度为 5 p g ( 0 p g 与 5 p g非标记 17 日一雌二醇 管 的 B / B
。
值之间的差异非常显

著
,

P < 0
.

01 ) , 分析 内和分析间 变 异系数
,

以及 乙醚提取率分别是 0
.

24 一 1 3
.

1 6%
、

1
.

19一 6
.

9 5 % 和9 8 % ; 在 蒸 馏 水中
,

加入非标记 1 7日一雌二醇 2 0
、

2 0
、

3 0
、

5 0
、

1 0 0及

Z O o p g 的平均回收率为 8 8%
。

标准 曲线的 非 标 记 1 7日一雌二醇剂量的对数值
,

同与其对

应 的结合率的 L O ig t值之间呈极密切负相关 (r 二 一 。
.

9 81 一
一 0

.

9 9 4 ,

P < 0
.

0 1)
。

5
、

样品激素水平的计算

样品激素水平的计算参照曹梅讯等的方法加 以修改
。

(“ ) 将样品管结合率的 L o ig t值

直接代入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求出含量
,

再按下式校正为 gn / m l ( 孕酮 ) 或 gP / m l ( 1 7日

一雌二醇 )
:

孕酮 n g ( 17 日一雌二醇 p g) / m l血浆 = 孕酮 n g ( 1 7日一雌二醇 gP ) /管 x

提取液总量

测定用提取液量

6
、

统计学分析 《 ` )

1

提取血浆量

1

提取率

对标准曲线 B
。
管与最小非标记抗原量管的 B / B

。
之间的差异

,

进 行 配 对 比 较 的 t检

验
,

以 估计灵敏度 ; 对外周 血浆孕酮和 17 p一雌二醇水平的变化
,

外周与 脐静脉血浆
,

脐静脉血浆与羊水的孕酮或 17 p一雌二醇水平的变化
,

分别按大样本或小样本 相关系数

计算法计算其相关系数
,

以 分析 它们的产生部位
、

代谢牙及 相 互 关系
, 对不同分娩阶段

的外周血浆孕酮和 17日一雌二醇水平的变化
,

用随机区组的方差分析 法来确定其差异是

否显著
。

结 果

1
、

孕酮水平的变化

8 头怀驴母驴分娩期外周血浆孕酮平均水平的变化如图 1 和表 1 所示 : 分娩前一天

最高
,

开 口期略降低
,

产出期又升高
,

然后缓慢下降
,

胎衣完全脱落时突然锐减
,

至胎

儿排出后 12 小时
,

仅为分娩前 1 天的 2 6
.

7 %
。

分娩前 1 夭
、

开 口期
、

产出期及胎衣排出

期的平均水平波动于 7
.

10 一 7
.

9 4 n g / m l之间
,

其差异 :无 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但胎

儿排出后 1
、

2 及 12 小时的平均水平
,

与上述各期比较
,

则差 异显著 ( P < 0
.

0 5) 或极

显著 ( P < 0
.

0 1) , 个体间的孕酮水平差异也非常显著 ( P < 0
.

01 )
。

2
、

17 日一雌二醇水平的变化
8 头怀驴母驴分娩期外周 血浆 17 日一雌二醇平均水平的变化如图 1 和 表 1所示

:

除

产出期最高外
,

其它阶段的变化基本与孕酮一致
。

分娩前 1 天
、

开 口期
、

产出期及胎衣

排出期的平均水平波动于 3 4
.

。一 4 o
.

SP g n/
: 1之间

,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胎

儿排出后 12小时
一

的平 均水平仅为分娩前 1 天的 3 9
.

5 %
,

显 著 低 于 产出期和胎衣排出期

( P < 0
.

05 ) , 个体间的 17 p一雌二醇水平差异也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分娩前 1天
、

开 口期
、

产出期及胎衣排出期的 1 7日一雌二醇与孕 酮比率 ( 1 7日一雌二醇 : 孕酮 )分别为

1 : 2 3 0
、 1 : 2 1 0

、

1 : 19 0及 1 : 2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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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曲线范围是 5一 20 0 p g ; 分离剂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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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 0
.

2克
,

葡 聚 糖 20 毫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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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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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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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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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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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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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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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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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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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不同部位中孕酮和 1 7日一雌二醇水平的比较
,

以及外周血浆中两 种激素的关系

{匆 2

产出期外周 脐静脉血浆及

羊水的孕酮和 抖 一雌二醇的 平

均水平

产 出期外周
、

脐静脉血浆及羊水的孕酮和 1 7日一雌二醇 的平均水平见表 1 和图 2
。

脐静脉血浆孕酮平均水平分别约为外周血浆和羊水的 10 倍及 44 倍 ; 1 7日一雌二 醇则分别

约为 2。倍及 6 倍 ; 产出期羊水孕酮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于外周 血 浆的城 ; 而 1 7日一雌二

醇却相当于其 3 倍左右
。

:
.

:

.

三母十节拼片寸宁扣月时寸字

且撤淤衅川
.

叫酬刻川川引
0

ě一日\。乃除关誉IJ着|份洲联胃素叹

外向血桨孕酮水平扣 `八 1 ,

图 3 分娩期外周血浆孕酮和 17 日一雌二醇水平

的关系 (
n = 5 7 , r = 0

.

3 2 ,

P ( 0
.

0 5 )



西 北 农 学 院 学 报 19 8 1年第 2期

图 4 产出期脐静脉与外周血浆

孕 酮水平的关系

( r , 0
.

9 3 ,
P < 0

.

0 1 )

ō它、己降书公报陈招硬凉

! 0沙

益芬味血崖孕叹水平丈
“
目

口几 J

图 5 产出期脐静脉血浆与

羊水 1 7日一雌二醇 水

平的关系

( = 0
.

9 1
,

P < 0
.

0 1 )

六,勺乃怜书勺门.决葵姗

欲静脉几茉 , 二一 雌二叮 水平 : , ` 恤 二)

8 头母驴外周 血浆 17 日一雌二醇与孕酮水平正 相 关 ( 图 3 , n =
57

, r = 0
.

32
,

P <

0
.

05 ) ; 产出期外周 血浆与脐静脉血浆孕酮水平极密切正 相关 (图 4 , r = 0
.

9 3 ,

P < 0
.

0 1 ) ;

脐 静脉血浆与羊水 17 日一雌二醇水平极密切正相关 ( 图 5 , r = 0
.

9 1 ,
P < 0

.

0 1) ; 而脐

静脉血浆与羊水孕酮水平无相关性 (r = 0
.

2 1 ,
P < 0

.

05)
。

讨 论

本实验的放射免疫法
,

在 灵敏度
、

精密度
、

准确度和提取率
,

以及标准 曲线的相互

关系数
,

均基本符合国内外有关报道 或 专著
。

( 么
· 3 · ` 么 · ` “ 》 因此

,

样品激素测值是可信

的
。

分娩母驴外周血浆孕酮水平的变化
,

与 R os
s d al

e
等对 两 头 母驴用氟前列烯醇引产

时所观察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

(“ 2 》由于其未发表具体数值
,

故无法作实际比较
。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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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水平的变化与母马这方面的许多资料大致 相漪
, ( ’ 名

· 2 “ · 总劲· 2 ` · 忽二 名多) 只是测值偏

高
。

在分娩前 1 天
、

开 口期
、

产出期
、

胎衣排出期及胎儿排出后 12 小时
,

母驴外周血浆

孕酮水平比已报道的母马值 “ “ · 艺` ) 分 别高 1
.

14
、

1
.

9 0
、

4
.

3 1
、

4
.

57 及 1 `

12
n g / m l

。

在

分娩前 1 天
、

开 口期
、

产出期及胎衣排出期
,
母驴外 周 血 浆孕酮水平一直维 持较高水

平 ( 图 1 ,

表 1 )
,

虽开 口期略降低
,

产出期复升高
,

但差异业不 明显 ( P > 。
.

0 5)
,

说明母驴的分娩发动不要求外周血浆孕酮先行撤退
。

这显然异于绵羊
、

山羊
、

牛
、

猪
、

狗
、

兔及大 鼠
,

(
’ ` ·

“
` ’ , · 2 ’ · 名 “ ) 而与马

、

猴
、

豚鼠及人的情 况 颇相类似
。

(。
· ’ “ .1

9 ·

“ 丈 · 2 “ · 2 万 . “ “一 3 2 · “ “ ) cS h w ar z 等 ( 19 75 ) 证明
,

在分 娩前 数 天
,

孕妇胎膜上的一种特

异的孕酮结合蛋 白大量出现
,

该结合蛋白不是孕酮的受体蛋白 ; 子宫静脉中的大部分孕

酮被这种特异蛋 白结合于胎膜而由子宫肌局部撒退
,

终致引发分娩 ; 与此同时
,

外周血

浆孕酮仍保持原来水平
。 ` “ · “ “ ) 分娩母驴是否也有孕酮局部撒退现象

,

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

分娩母驴外周血浆 17 p一雌二醇水平的变化
,

除产出 期升至最高 (图 1 ,

表 1 )外
,

其它阶段均与 R os
s d a l e等在两头引产母驴上的观察

,

以及 母 马 这 方 面 的报道基本相

同
。 〔又 8 · 2 ’ · ’ “ · “ g · “ 2 ) 由于这些资料列举 的 是雌激 素总量

,

因而不便用本实验的测值

直接 比较
。

A ll en 等 ( 19 79 ) 证实
,

在 母 马 产 出期
,

前列腺素 F Z a 呈 爆发型释放和升

高 ; 雌激素 虽对母马的分娩发动无关紧要
,

但对前列腺素 F Z a
合成及子宫肌敏 感化却必

不可少 , 若产出期雌激素水平过低
,

则无前列腺素 F Z a 峰值出现
,

以致宫缩微弱而造成

胎势反常
。 ( ` “ · “ ” ) 由此

,

本实验母驴产出期出现的 17 p一雌二醇分泌 峰值 (图 1 ,

表 1)
,

可能是保证分娩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

分娩母驴外周 血浆孕酮和 1 7日一雌二醇水平个体间差异 极 显著 印 < 0
.

0 1 )
,

其它

家畜也有类似情 况
。 《 l 弓 · 2 “ )至于分娩前 1 天

、

开 口期
、

产出期 及 胎衣排出期两种激素

的比率变化
,

因为缺乏适应 资料达行比较
,

且例数不多
,

故只能供临床参考 , 倘若要作

为一项预测或判断母驴正常分娩的客观指标
,

则必需积 累更
·

大 量的实验证据来充分肯

定
。

根据本试验脐静脉血浆孕酮和 1了日一雌二醇水平远远高于母体 外周血浆
,

胎衣排出

后
,

两种激素 自外周血浆显著或极显著减少 ( 图 1 ,
2

,

表 1 ,

P < O
。

05 或 P < 0
.

0 1 )
,

在 1 2小时内
,

孕酮和 1 7日一雌二醇水平分别降至为分 娩前 1 天的 “ 6
.

7%和 39
·

5%
,

以及

外月血桨与脐静脉血浆孕酮水平变化呈极密切 正相 关 ( 图 4 , r = 0
.

9 3 ,
P < 。

.

01 ) 等结

果
,

初步月
一

以 证明这两种激索产生于孕驴胎盘
。

关于此点
,

在驴上未见报道
,

但对母马

的研 究资料 ,!仁已明确肯定
。

(”
. 1召 · 工尽 · “ 1 · “ 。 )

在产出期
,

脐 静脉血浆和羊水 1了吕一雌二醉水平呈极密切正 相关 ( 图 5
, r 二 O

。

9 1 ,

P < C
.

0 1)
。

这在某种程度上 与 N G v y ( 1 9 7 7 ) 和 T ur n b毗 1 ( 19 7 7 ) 的发现有相似之处
。

前者 曾观察到猴子胎儿血浆与羊水 C
, 。
水平呈板密 切正相关 ; 而后者证实

,

足月妊娠妇

女的外周血浆与羊水雌二醇水平同时升高
。 (3 “ ) 此外

,

孕驴产出期羊 水 17 日一雌二傅水

平为外周血浆数倍
,

尽管这一现象在研究马类家产分娩爪浩繁文献 中从未提及
:

但其意

义不容忽视
。

T 上盯 b毋二 i( 9 79 ) 在 称猴上证明
,

羊水中的雌激素可扩散至胎膜打蜕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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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籍改变溶酶休的磷脂酶活性或直接作用于前 列 腺 素 合 成 酶 而 影 响前列腺素的产

生
。

( “ ” ) 因此
,

关于羊水中高水平 17 日一雌二醇在母驴分 娩 生理学方面的意义
,

具有深

化认 识的必要
。

分娩母驴外周 血浆和 1 7日一雌二醇水平正相关 ( 图 3 , n 二 57
, r 二 0

.

32
,

P < 0
.

0 5 )
,

似乎反映二者在代谢转变方面有某种联系
。

A l l : n 等指出
,

母马胎 盘可将母体的孕酮前

体转变为孕酮
,

而不能转变为雌激素 ; 马胎儿性腺产生的脱氢表雄酮则可经胎盘转变为

雌激素
。

( 又日
· “ 。 · 3 ’ ) 日前尚无具体事实和可靠证据说明马胎儿性腺能将孕酮转变为脱氢

表雄酮
。

所 以
,

对于分娩母驴孕酮与 1 7日一雌二醇的代谢转变研究
,

需重 J议实毅设计
,

改

进采样方法
,

完善分析手段
,

从不同角度验证上述统计学结论 ( 图 3
, n = 沂

, r 二 0
.

3 2
,

P < 0
.

05 ) 的真伪性
。

脐静脉血浆与羊水孕酮水平无 相 关 性 (r 二 0
.

2 1 ,

P > 0
.

0 5)
,

表明 羊水 中孕酮的

确切来源及作用仍难以了解
; 其产出期水平较低

,

估计有利于分娩的顺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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