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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产后卵巢活动和卵巢资肿的研究

张彦明

(兽 医系 )

摘 要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浆孕酮 含量和直肠检查结合的方法
,

研究了 28 头奶牛产后 卵巢 活

动情况和卵巢囊肿的发生频率
。

结果表明
,

除 1 头奶牛卵巢静止外
,

27 头在分 娩后 23
.

63 土了
.

74

天 ( 13 ~ 46 天 ) 卵巢开始 活动 (卵泡发育 )
,

其中 8头牛 (占29
.

63 % )有发情表 现 ; 第 2 一 5 次卵

巢活动的时 间分别为
:

分娩后吐5
.

67 士 8
.

92 天
,

“
.

;51 士 8
.

8 5天
,

88
.

3 7 士 1 1
.

71 天 和 10 9
.

0Q 土 1 8
.

32

天 , 分娩后的天 内仅有 6 0
.

7 1% 的牛第一次发情
,
卵巢囊肿的发 生频率为 3 9

.

2 9 %
,

其中卵泡 囊肿

5
.

9 3 ;石
,

黄体囊刀
,

}
`
z G

.

o 7 %
,

囊肿黄体 [ 4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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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最理想的繁殖效率是每年产一 胎
,

这就要求在分娩后 85 天内怀孕
。

据国 外 资 料报

道
,

奶牛一贩在产后 15 一 45 天第一次排卵
,

30 一 72 天有发情表现
〔` 一 “ ’ ,

但 约 有 7 % 的 奶牛

超过这个时间仍无卵巢活动
。

如果能在第一次排卵就配种
,

奶牛的繁殖力水平就 会 大 大提

高
.

然而
,

卵巢疾病致使一些奶牛产后长期不发情或不能受孕
,

造成很大的繁殖和 经 济 损

失
。

据报道
,

奶牛卵巢囊肿发生率为 1 1
. 。 ~ 」5

.

3肠
,

有些奶牛场甚至更高
’毛 一 7 〕 。

李永鹏
仁“ ’

测定了 7 头奶牛产后 75 天内乳汁孕酮 ( F
、

) 含量
,

发现只有 l 头牛在分娩后 15 一 20 天有第一

次卵巢活动
,

其余 6 头牛在分娩后 7 5天内均无卵巢活动
。

这个结果显然与国外报道的数据有

明显的差异
。

袁伟等
` ’ ” J

测定 了 12 头奶牛产后 50 天 内血浆 P
`

含量
,

根据 P
`

含量推测有 8 头牛

在产后 40 一 50 天有卵巢括动
,

但仅 2 头有发情表现
。

本研究的 日的
,

在于通过测定奶牛产后血浆 P
`

含量和直肠检查结合的方法
,

研究奶牛产

后卵巢活动情况和卵巢囊肿的发生频率
,

了解黑白花奶牛在奶牛场舍饲条件
一「产后卵巢活动

和卵巢囊肿发生的规律
,

为及时治疗卵巢疾病和适时配种
,

提高奶牛繁殖效率提供 科 学 依

据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奶牛
:

在西安市第三奶牛场
,

以分娩先后顺序选取 28 头 5 一 11 岁
,

2 一 7 胎的舍何

本文于 l e87 年 ` 月 2公目收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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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花奶年
.

血样的采集与保存
:

在分娩当 日至产后 14 0天内
,

每 7 天 采 颈 挣 脉 血一次 ( 7 : 30 一
9 : 3 0 )

,

用肝素抗凝 ( Z o o l
u
/ l o m l全血 )

,

立即离心 ( 3 0 0 0转 / lll i n ,
l o m i n

)
,

分离血浆

后置一 4 ℃保存 1一 2 周
, ` ;

髓启移至一舰℃保存待侧、 ”
一 `

激素测定
:

P 4

标准品由上海十立药厂生产
, ”

H一 P
`
和 4P 抗血清购自上海市内分泌研究

所
.

.P 抗血清的交叉反应性为
: P

` 1 00 肠
,

其它类固醇激素不超过 3 肠
。

放射免疫测定 的质

量控制数据为
:
标准曲线拟合度一 0

.

99 8 7 ,

灵敏度 5
.

2 p g /管
,

批内和批 间变异系数 分 别 为

4
.

0肠和 1 0
.

1帕
,

血浆中加入 .P 标准品回收率为 1 1 0
.

5肠
。

直肠检查
:
从分娩当 日至产后 1 45 天

,

每 5 天进行一次直肠检查
,

主要检查卵巢状况
。

判定标准
:
每 5 天进行一次直肠检查时

,

若连续 2 次在卵巢同一处触摸到直径 2
.

sc m 以

上的囊泡
,

则定为卵巢囊肿
.

在 2 次直肠检查的其中 1天
,

或前后 1 天
,

或中间 1 天
,

血浆

P
`

含量低于 l
.

s n g / m l者为卵泡囊肿
;
血浆 P

`

含量高于 l
.

s n g / m l
,

且发情周期长于 25 天 者为

黄体囊肿
;
血浆 P

`

含量高子 1
.

s n g / m l
,

但发情周期在 24 天 以内者为囊肿黄体
;
卵 泡 囊 肿和

黄体囊肿在 35 天内自动消失并恢复卵泡发育者为自愈
;

分娩后 60 天内不发情者
,

为产后不发

情
。

2 结 果

2
.

1 奶牛产后卵巢活动情况

2
.

.1 1 奶牛产后血浆 4P 水平的变化

从总体情况来看
,

奶牛在产后 20 天内血浆 P
`

含量很低
,

平均为 0
.

32 一 o
.

6 5 n g / m l
,

说 明

卵巢上无功能黄体组织存在
.

从 21 天开始
,

血浆 P
`

含量逐渐增高
,

特别是在第21 ~ 35 天
,

35 一

63 天
,

63 一 84 天
,

84 ~ 1 05 天及 1 05 ~ 11 7 天 分 别形成了五个较为典型的发情周期 血 浆 P`含

量变化曲线
,

说明此期间有周期性功能黄体的存在
.

1 17 天 以后
,

血浆 P 4
处于较高 水 平

,

说

明有功能黄体组织存在 (图 1 )
。

从个体情况来看
,

产后卵巢周期活动的时间和卵巢的功能

状态有较大的差别
.

有的牛卵巢活动开始较早
,

而有的牛卵巢活动开始很迟
。

有些牛产后很

快建立了正常的卵巢活动周期
,

而有些牛则易发生卵巢囊肿
.

可将 28 头奶牛产后不同卵巢功

;!…、 、产
。土;

1 4 2吕 4 2 S右 7公 昌4

分挽后天分

沙6 工l名 2 6 1 4 0

图 1 奶牛产后血浆孕酮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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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状态下的P
`

含量变化归纳为
:

产后卵巢静止
,

卵泡囊肿
,

黄体囊肿
,

卵泡囊肿 和 黄 体囊

肿
,

囊肿黄体及正常卵巢周期六大类 (图 2 )
.

I’. 从
.

J

八八 j

3 7 , s 盖

/ V

.“é二
`

…枷
..’ 、

勇:l

拿
1

1_ / 丫 V \

5
.̀ ,J,̀

ǎ1日、朋。à

2 8 5 6 吕峪 1 1 2
「

1 4 0

分娩后 {! 数

2压 “ . 心

分娩后日傲

图 2 不同卵巢功能状态的血浆孕酮含量

1 一卵泡囊肿
, 2 一黄体 囊肿

; 3 一囊肿黄体
,

卜
持久黄体 3 5 4 8

, 3 7 0 4等为牛号

2
.

1
.

2 奶牛产后卵巢活动的时间分布
2 8头中有 27 头产后 13 一 46 天即开始卵巢活动

,

验奶牛产后卵巢活动的时间分布见表 1
。

2
.

2 奶牛产后第一次发情和不发情

表 1 奶牛产后卵巢活动的时间分布

头迟至 83 天才开始第一次卵巢活动
.

试

奶牛产后第一次发情的时间差异很大
,

卵巢活动次数 奶牛头数
产后 天致

平均 范围

2 6

19

2 3 。
6 3 士 7

。

7 4 13一 4 6

4 5 。
6 7士 8

。

9 2 3 3一 6 6

6 6
。

5 4 士 8 。
8 5 J g一 8 5

8 8
.

37 士 1 1 。
7 1 7 1一 1 17

1 0 9
.

0 0 士 18
.

3 2 8 5一 13 7

叮̀月了,山叮自

注
:

1 头奶牛产后 83 天才第一次卯粱 活动
,

未 列入表

有的牛 14 天就发情
,

但有的牛长达 146 天仍

未第一次发情
。

在产后 60 天内只有 6 0
.

71 % 的

牛第一次发情
,

其 余 3 9
.

29 肠属于产后不发

情
。

从卵巢活动与发情的关系来看
,

第一次

卵巢活动时发情的牛仅有 2 8
.

5 7肠
,

大 部分

为暗发情而在生产中认为不发情
.

第二次卵

巢活动时表现第一次发情的 牛为 3 5
.

71 肠
,

其余 3 5
.

7 1肠的牛在第三次及以后的 卵巢活

动时才第一次发情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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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奶牛产后第一次发情的分布

发情的时间分布

产后天数 第一次发情头数 百分比 卵巢活动次数

发情与卵巢活动的关系

第一次发情头数 百分比

,12

345

14 ~ 4 0

4 l ee 6 0

6 l ee 8 0

8 1~ 10 0

10 1~ 14 6

2 8 。 57

3 2
。

14

14
。

2 8

7
。

1 4

3
。 57

2色
。

5 7

3 5
。

7 1

1 7
。

8 6

3
。

5 7

7
。

14

89142

注 : 4 头牛 89 ~ 1如天仍未发情
,

占 14
.

2 9% , 2头牛第 5次卵巢 活动时仍未发情
,

占 7
.

14 %
,

均未列入表中
。

2
.

3 奶牛产后卵巢班肿的发生频率

28 头奶牛产后卵巢囊肿的发生频率为3 9
.

29 肠
,

其中卵泡囊肿 8
.

93 肠
,

黄体囊肿 1 6
.

07 肠
,

囊肿黄体 1 4
.

29 肠
。

第一次卵巢活动时卵泡囊肿发生频率最高
,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 卵 巢活动

时黄体囊肿发生频率最高
,

卵巢囊肿的 自愈率为 75 肠以上 (表 3 )
。

裹 : 奶牛产
娜

, 班肿发生 , 率和自愈率

卯集活
动次数

卯泡级肿 黄体衰肿 合 计

发生颇率 自愈率 发生频率 自愈率

连肿黄体

发生狈率 (% )

5

平 均

17
。
8 6 ( 5 / 2 8 )

7
。
1 4 ( 2 / 2 8)

3
。
7 0 ( 1 /2 7 )

10
。
0 0 ( 2 /2 0 )

o
。
0 0 ( 0 / 9 )

8
.

0 3 ( 10 / 1 12 )

5 0
。
0 0 ( 4 /5 )

1 0 0
。
0 0 ( 2 /2 )

0
.

00 ( 0 / 1)

1 0 0
。
0 0 ( 2 /2 )

80
。
0 0 ( 8八 0 )

3
。

5 7 ( 1 /2 8 )

2 1
.

4 3 ( 6 /2 8 )

3 3
。
3 3 ( 9 / 2 7 )

5
.

0 0 ( 1 /2 0 )

1 1。 1 1 ( 1 /9 )

16
.

0 7 ( 1 8 / 1 12 )

1 0 0
。
0 0 ( 1 / 1)

1 0 0
.

0 0 ( 6 /6 )

6 6
。

6 7 ( 6 /9 )

1 0 0
.

0 0 ( 1 / 1)

0
。
0 0 ( 0 /0 )

7 7
一

7 a ( 1 4八吕 )

1 0
.

7 1 ( 3 /2 8 )

2 1
。

4 3 ( 6 /2 8 )

1 4
. 5 1 ( 4 / 27 )

5
.

0 0 ( 1 / 20 )

2 2
。 2 2 ( 2 / 9 )

i一 2 9 ( 1 1 / 1 1 2 )

32
。

14

S Q。 00

5 1
。 8 4

2 0
。

0 0

3 3
。
3 3

3 0
。 2 9

3 讨 论

3
.

1 关于奶牛产后卵集活动的恢复

奶牛产后卵巢活动恢复的时 间与繁殖效率有密切的关系
.

卵巢活动恢复早的
,

说明生殖

内分泌系统已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

在子宫复旧的情况下
,

已具备了配种 和 受 孕 的 条 件
.

W h i t m o r e e t a l
. 「̀ ’
报道

, 3 5 6头奶牛在产后平均 3 0夭第一次排卵
。

K i n g e t a l
. 〔2 〕
对 5 8头

奶牛的研究结果表明
,

产后第一
、

第二和第三次排卵的时间分别为 1 9
.

5天
,

44
.

4 土 13
.

2天和

6 3
.

7 士 1 0
.

1天
。

W eb b et al
, 〔阳表明

,

13 头奶牛中有 12 头在产后 1 6
.

6 士 1
.

1夭开始有卵 巢活

动
,

1 头在产后 98 天才有卵巢活动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28 头奶 牛 中 27 头 在 产后 2 3
.

63 士

7
.

74 天 ( 13 ~ 46 天 ) 开始第一次卵巢活动
,

与上述研究者的数据相似
:
第二次和第三次卵巢

活动的时间分别为 4 5
.

6 7士 8
.

92 和“
.

54 士 8
.

85 天
,

与K i n g e t a l
.

报道的结果相一 致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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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了解我国国营奶牛场奶牛后卵巢活动的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

3
.

2 关于奶牛产后不发情的向题

奶牛产后不发情是不孕症 中最大的间题
,

而对不发情的诊断乃是对付不孕症 的 关 键步

骤
。

在生产实践中
,

对于那些有卵巢周期性活动而无外部发情表现 (暗发情 ) 的奶牛
,

由于

观察不到发情症状而认为是不发情
,

错过了配种机会
,

延长了产后不孕的时间
。

从本研究结

果可以看出
, 2 8头牛中26 头在产后 40 天内已有过第一次卵巢活动

,

但仅有 8 头牛 ( 28
.

57 肠 )

有外部发情表现
,

60 天内仅有 17 头牛 ( 6 0
.

71 肠 )有过第一次发情表现
,

其余 3 9
.

29 肠被视为产后

不发情
。

从卵巢活动与发情的关系来看
,

第一次卵巢活动时仅有 8 头牛 ( 28
.

57 肠 ) 有 外 部

发情表现
,

第二次卵巢活动时只有 10 头牛 ( 3 5
.

71 肠 ) 有第一次发情表现
,

其余 3 5
.

71 肠的牛

在第三次及以后的卵巢活动时才有第一次发情表现
。

这些结果表明
,

绝大部分奶牛在产后 40

天 内已恢复了周期性卵巢活动
,

只不过其中大多数牛缺乏外部发情征状而 已
。

若能采用放射

免疫分析法测定奶牛产后血浆或乳汁 P
`

含量来监控奶牛的卵巢活动
,

做到及时配种
,

则可大

大缩短奶牛产后不孕的天数
,

从而提高繁殖效率和经济收入
.

3
.

3 关于奶牛产后卵巢班肿的问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
,

28 头奶牛产后病理性卵巢囊肿发生频率高达 25 肠
,

囊肿黄体发生频率

为 14
.

29 肠
,

虽然卵泡囊肿和黄体囊肿的自愈率高
,

囊肿黄体也不影响下一个发情 周期 的开

始
,

但不论在哪种囊肿情况下
,

奶牛均不能受孕
,

这都延迟了怀孕时间
,

降低了繁殖效率
,

因而成为不孕症的重要原 因
。

本试验结果中黄体囊肿的发生频率 ( 16
.

07 肠 ) 比卵泡囊肿的发生 频 率 ( 8
.

93 呱 ) 高
,

与 Z e m j a
in

S 〔` 。 」
报道的 1 1 91 头卵巢囊肿病例中3 0

.

5肠为黄体囊肿的结果不一致
,

这可能是由

于该报道的结果因直肠检查而误差较大所致
。

本研究在直肠检查时定为卵泡囊肿 的 许 多病

例
,

经孕酮含量分析而证 明是黄体囊肿
,

说明孕酮含量分析是鉴别诊断卵泡囊肿和黄体囊肿

的良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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