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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奶山羊非繁殖季节

诱发发情的研究

张一玲 渊锡藩 陈学进

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 )

摘 要

在奶 山羊非繁殖季节的 4 ~ 5 月份
,

对 2 93 只 青年羊进行 了诱发发情试验
。

试

验组 用孕激素药管理植 6 天或 9 天
,

分别注射 PM S G ( 1 0 , 1 5 , 2 0 IU / w
·

k g )
,

母羊发情时注射 H C G 1 o o 0I U / 只 或注针 LR H一A loo 拼 g / 只
。

试验羊在 除 去 药

管后进行 1 ~ 2 次配种
。

结 果表明用孕激素预先处理并注射PM SG 1 5 IU / k g
·

w 组

母羊的同期发情率为97
。

6 % (P < O
。

0 1 ) ;
第一情期 受胎率 为 78

。

3 % ( P< O
。

05 ) ; 第

一情期配种受胎分挽率为53 %
。

关健词
:
青年奶山羊

;
非繁殖季节 ; 诱发发情

; 同期发情率 , 第一情期受胎分娩率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

奶山羊业已成为鲜奶及奶制品的一个重要奶源
。

但是
,

奶

山羊因受繁殖季节的限制
,

造成鲜奶的供应在产奶旺季过剩
一

,

淡季奶源紧张的不均衡生产现

象
。

春季出生的小母羊在当年秋季约为 6 ~ 8 月龄
,

体重尚未达到成年母羊的60 %以上
,

虽

然有发情表现但不应给予配种
。

当第二年春季达到适宜的配种年龄时
,

又恰好正值乏情季节

而不表现发情
,

从而阻碍了奶山羊生产潜力的发挥
。

本试验对不同 PM S G 注射剂量
、

注射时间以及在母羊配种时注射不同种类 排卵激素等

的试验母羊处理效果进行观察
,

测定了不同处理方法所引起母羊体内性腺激素水平的变化
,

以提高非繁殖季节奶山羊诱发发情的效果
。

1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1 9 8 5 ~ 1 9 8 7年4 ~ 5月进行
。

试验羊选自陕西富平
、

高陵县及山东枣庄市店子镇

农户饲养的n ~ 14 月龄的 2 93 只青年母羊
。

1
。

1 处理方法

试验组用孕激素 ( 18 甲基炔诺酮
、

北京第三制药厂 ) 作预先处理
,

耳背皮下埋植药管 9

1 9 8 7年2 月9 日收到原稿
, 1 9 8 7 9月 18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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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或 9 天
,

在除去药管同时 ( 0 夭 )
,

或除去药管前 2 天 ( 一 2天 )
,

1 6卷

以每公斤体重分别注射

PMS G ( 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

长春生物药 品研制所 ) 10
,

15
,

20 IU
,

母羊发 情时不 注射

或注射排卵激素 LR H 一A

H CG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母羊发情随即进行 l~ 2次

(促性腺释放激素类似物
,

素℃声侮生物郑学制药厂 )

人至辅幼交配J

上海生物化学制药 厂 ) 每只羊 1 0 0 拼 g
。

每只羊1卯p四
。

除去药管后 2 一3天内
‘

之 ‘
,

对照组用一组母羊不经孕激素斌先处理
,

只以每公斤体重 注射 PM S G 1 5 IU
,

发情后注

射 H c G 以比较孕激素效果
。

另“组母羊不经任何处理扩在饮验期间每天 2 次用公 羊试情
,

以 观察公羊诱情效果
。

1
.

2 滋亲侧定

在试验组内分别任选 4 只羊进行血液中性腺激素变化的测定
。

血样采集
:

在埋植孕激素前采血一次
,

埋植后 3 ~ 4天采血一次
,

除去药管后连续采血 5

天
,

每天一次
,

除去药管后第 8 天
、

第13 天各采血一次
,

分离血浆后贮存于 一 20 ℃ 冰箱中以

备测定
。

激素测定方法
: ’

H 孕酮 ( P 4 )
, 3

H 1 7一 刀雌二醇 ( E :

) 的标准品和抗血清系上海内分泌

研究所提供
,

液体闪烁计数仪为 F了2 10 。型
、

二六二厂产品
.

E
。 .

P4的放免分粉按西北农
、l卜

大学漏的 《家畜类固醇生殖激素放射兑疫测定》 的方法进行
。

1
.

3 试脸效果观寮

除去药管7 2小时以内
,

根据母羊外部发情表现及公羊试情判定母羊的发情时间
,

计算同

期发情率即发情母羊占处理母羊的百分率
。

以 M CD 一I 型超声波妊娠诊断仪在配种后 2
.

5月以上进行怀孕诊断
,

以每分钟1 20 次以 上

的脉博数确定为怀孕羊
。

按怀孕羊占配种母羊的百分率计算第一情期受胎率
。

以产羔母羊数占怀孕数的百分率计算第一情期受胎分娩率
。

2
、

试验结果分析

2
.

1 孕激案的诱发发情作用
_

·

在 4 ~ 5月份对青年羊进行诱发发情
,

试验组母羊用孕激素预先处理 9 天或 6 天
,

再配合

注射 PM S G
,

,

以及只注射 PM SG 或仅用公羊诱情
, 4组羊的发情率分别为”

.

2 %该 8 1
.

0 %
,

4 2
.

5%
, 2 4

.

6% (表 l)
。

孕激素处理 g 天和 6 天组之间的发情率没有差异 ( P > 。
.

05 )
。

而

和只注射 PMS G 或仅用公羊诱情的两个对照组相比
,

发情率差异极显著 ( P < 。
·

。1
「
.

)
。

对照

组中单独应用PM SG组的发情率又显著高于公羊诱情组 ( P < 0
.

0 5 )
。

表 1 试验地耕层土坡基本理化性状

土 堆 腐殖质

( 写 )

水解氮

( p p m )

速效磷

( P : 0 亏 PP m )

碳酸钙

( % )

PH

( 水浸 )

质地

红油 士
.

2 重雄

注
:

腐遭质两定用丘林法
, 水 解氮用碱解扩散法

; Ca C O 3 用气量法
, PH值用雷兹一 2 5型酸度计

, 速效碑用 0 1, e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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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I 孕激素配合 PMSG 诱发青年母羊的发情效果

孕激素处理
( 天 )

PM S G
( 1 0 一 2 0 IU )

羊数 发悄羊 数
( 只 )

发情率
( % )

9 3
。

2

81
。
0

射射注注
试 脸 组

对 照 组
注 射

公羊切情

4 2
。

5

2 4
。

6

82109416R内0通性��八U
, .�几‘拓七

毛.�

2
.

2 孕激素配合不同荆 , 的 p MSG 对青年母羊的诱发发情效果

应 用孕激素作预先处理后再以每公斤体重注射 PM S G 20
,

15
, 1 0I U 组母羊同 期 发 情

率分别为 95 %
、

9 7
。

6 %
、

6 8
。

4 %
。

第一情期受胎率分别为5 6
.

3 %
、

78
。

3 %
、

4 2
。

3% (见表2) 占

结果表明每公斤注射 PM S G 20
、

15 IU 组的同期发情率高 于 10 IU 组
,

差 异极 显 著 ( P <

0
.

0 1 )
。

而应用 2 0
、

15 IU 组之间的发情率没有差异
。

三组中第一情期受胎率以 1 5 I U组为最高
,

显著高于20 I U 组 (P < 0
.

0 5)
,

和 1 0 IU 组相比较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

证 明以每公斤体重

注射 1 5l U PM s G 是青年母羊诱发发情的适宜剂量
〔’了。

表2 注射不同剂且的 PM SG 母羊发情受胎效果

组 别

IU / w
.

kg体重

试验羊 发悄羊 发情率 孕检羊 怀孕羊 第 一情期受胎 率

( 只 ) ( 只 ) ( % ) ( 只 ) ( 只 )

2 0 4 0 3 8 95 3 2 1 8 5 6
。

2 5

9 7
。

6 1 1 5

1 0 3 8 2 6 6 8
。

4 2 6 1 1 4 2
.

3

2
.

3 p MsG 不同注射时间对青年母羊诱发发情效果

2
.

3
.

1 发情开始时间 试验母羊提前两天 (一2天 )注射 PM SG 的31 只母羊在 取除药管的
一 1

天
、

0 天
、

1 天发情出现时间分布依次为 1 只 ( 3
。

3% ) 、

12 只 ( 3 8
。

7% )
、

18 只 ( 58 % )
。

而同时 ( 。天 ) 注射 PM S G 组的30 只母羊在取除药管后 1 , 2 , 3天的发情出现时间分布 依次

为20 只 ( 6 6
.

7% ) , 8 只 ( 2 6
.

7 % ) , 2只 ( 6
.

6% ) 见表 3
。 一2天组在取除药 管 后 。天

, 1 天

的同期发情率是 100 %
,

同时注射 的。天组则为 66
.

7 %
,

二者差异明显
。

可见在取除药管前两

天注射 PM S G 比取除药管同时注射的羊只发情提前了1 ~ 2天
,

并且发情同期化程度 更 强
。

这一 结果与Jef fo oa te 〔‘。 ’在绵羊上所进行的试验相符
。

2
.

3
.

2 接受配种的时间 试验中发现一 2天组和 。天组由于试验母羊发情开始时间的差

异
,

造成了各组接受配种时间亦不同
。

如下图所示
,

一 2天组母羊接受配种的时间大多数是在取 除药管后 1一 2天内
,

以取 除 药

管后30 ~ 40 小时比较集中
,

高峰期是在36 小时
。

o 天组母羊接受配种时间 要 比 一 2 天 组晚

1 ~ 2 天
,

在取除药管后 2 ~ 3 天 内
,

以 36 ~ 5 5小时比较集中

2
.

4 LR H一A和 HC G的受胎效果

LR H一A和H CG 均为促进排卵的生殖激素
,

近年来我国已有生产
。

通过试验以 比较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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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H 二A
,
H CG 和不注射排卵激素母羊诱发发情的情期受胎效果见表 4

。

应用LR H一A 和HC G

两种激素均可促使经李激素配合PM sG诱发发情的母羊排卵
。

注射 LR H 一A
、

H c G和不注射组的

母羊情期受胎率分别为7系 3%
, 5 3

.

5% 和59
.

5 %
。

注射LR H 一A组母羊的受胎率高于 其 他 两

组
,

差异显著 ( P < 0
.

05 )
。

而注射H CG 组的受胎率反而低于不注射组
,

其机理需进一 步 探

讨
。

本试验证明诱发发情母羊配种时注射LR H 一A lo o 拼 g /只可获得良好的受胎效果
‘

「“ , 。

表3 PMSG 不同注射时间母羊的发情 出现时间

取除孕激素药管后脚尹次愉肘间分布 (翔

%
羊数�只�

%
羊数(只)

%
羊数(只)

%
羊数�只�

发情率(%�
了

,
�
.发禅羊数(只�

.

羊试数验�只洲
孕埋植激素天数G|叹注射时间天P

l

一—
一—

——
- 一 -

—
一

—
一 一 一

一万一
—

万 -
一

一

—
-

6 1 6 1 6 1 0 0 0 0 8 5 0 7 4 3
。

8 1 6
。

2

0 9 1 4 1 4 1 0 0 0 0 1 2 8 6 1 7 1 7

合计 30 抓 10 0 0 0 20 66 .7 8 26 .7 2
6.6

6 2 1 · 2 1 10 0 5 3 8 1 2 5 7
. 2 0 0

‘
0 0

一 2 9 9 9 1 0 0 3 3 3
.

3 6 6 6
.

7 0 0 0 0

合计 3 1 ,
5 1 1劝。 ’ 1 2

,
3 5

.

7 1 5 5 5 0 0 0 0

侧由 . . 口 . . . ‘. ‘ . . . . . ‘. ‘目田 ‘. . . . . 皿‘ . ‘曰‘. 目‘‘一- 目‘‘ . . . . ‘
.

一-

一
月 _

一-
r 二, . 口 J

一一
一

一
曰 . . .

注
:

另有一只羊在取除药管前一 天发情

尼圈
〔习

幼加7(J的
2

.

5 受胎分娩结果

”姻脚

1 9 8 7年对82 只青年羊进行了诱发发情试验
,

配种

后2. 5一 3个月用超声波妊 娠 仪 检查
,

有 5飞只母羊怀
孕

,

第一情期受胎率为 6 2
.

2 %
。

当年秋季有邪只母羊

产羔 4 6只 ( 公羔 2 1只
,

母羔 25 只 )
,

第一情期受胎母

羊的分娩率为邱吩
一

其中有的试验点母羊第一情期受

胎分娩率为6 6
.

7写
,

「

80 %
。

琳
:

刻剔{
.7

2
,

6
一

拼发发情母羊休内性腺激素水平的变化 匕J 汇
.

j L土月
-

上盈曰以‘0 24 3 七 , ,

2
.

6. 1 雌二醇水平变化 孕激素埋植之前 后 以

及取除药管后1天 ;血浆中雌二醇水平均处于水平较低 接受配种时间的分布

为 1 3
.

83 士 2
.

7 2 p g / m l( n = 2 3 ) ,

三个时 期的差异不明显 ( P > 。
.

0 5 )
。

所测定每羊发情时雌 二

醇升高达峰值
,

平均为 36
.

3 2 士 13
.

4P s,/ 0 1 ( n = 2 1 ) ,

发情后第二天平均值恢复到 1 3
.

12 士 2
.

1

6 P g / ml
。

雌二醇峰值集中在取除药 管
,

注射 PMSG 后的24 一 72 小时之间
。 ‘

一

2
.

6
.

2 孕酮水平变化 用孕激素处理前
,

母羊血浆 孕 酮 处 于 较低 水 平 ( 0
.

2 7 5 5 士

。
.

o87 n g / m 卜 n = 23 ) ,

孕激素埋植后孕酮水平升高
,

在埋植第6~ g 天平均水平为 0
.

9 3 07 士

。
.

3 92 3 n g / m l ( n = 15)
。

孕激素配合PM SG组在药管埋植前
、

埋植后及除去药管后孕酮水平

变化极显著 ( P < 0
.

0 1 ) 。

而不用孕激素处理只注射PM sG组和仅用公羊诱情组每羊的 孕 酮

水平没有变化
。

本试验测得非繁殖季节诱发发情母羊的发情及排卵期孕酮水平稍低于配种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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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种排卵激素诱发青年母羊发情受胎效果

试验羊只 数 孕检羊只数 怀孕羊只数 受胎 率%

2 5

. 5 . ,

7 3
。

3

5 3
。

5

5 9
。

5

51人二口nJ10交�n甘斤了t勺�JdR叮自。O斤‘连

组 别

LR H 一人

HC G

不注射

节的发情母羊
,

其水平变化的趋势与自然发情母羊基本相同
〔‘ . 1 1 3

3 结 论

3
.

1 应用孕激 素作预先处理6 ~ 9天
,

以每公斤体重注射 1 5I U 的PM SG 组试验效果最好

获得了同期发情率为9 7
.

6% ( 1 2 3 / 1 2 6 ) ,

第一情期受胎率 7 8
,

3 % ( 9 0八 15 ) 显著高于其 他

组的好成绩
。

3
.

2 在取 除药管前两天注射 PM SG ( 一 2天 ) 组母羊发情开始时间比取除药管同时注 射

PM sG ( o 天 ) ) 母 羊 发 情 提前1 ~ 2天
。

一论夭组母羊集中在取除药管后 30 一 40 小 时 接

受配种
,

高峰期为36 小时
。

。天组母羊接受配种时间较 一 2天组推迟 1一 2天
,

在取除药管 后

2 ~ 3天内
,

以 3 6一 5 5小时比较集中
。

3
.

3 发情母羊在配种时注射 L R H 一A 1 00 拼 g / 只可以提高受胎效果
。

3
.

4 第一情期配种受胎母羊的分娩率为53 % ( 33
.

7 % ~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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