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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 2OH绵羊随机按双因子试验设计分为4个处理组，双因子为X一射线 照 射 卵巢 

选择性破坏卵泡和埋植雌二醇。X一射线照射使发情周期黄体期延长，雌=醇使这种 作用 逆 

转．子宫内膜催产素受体浓度决定予黄体溶解发生 的时间，即黄体溶解较早发生羊只子宫 内 

膜催产素受体浓度低予黄体溶解发生较晚或尚未发生 的羊只。催产 素和PGFM均 呈 现 明显 

的分泌坡。雌二醇处理缩短PGFM峰值间隔时间，延长催产素峰值问隔时间，可能 存 在 一 

种不报赣子催产 素的PGF2a释放J雌=醇对这种不傲鞍子倦产 紊的PGF2 释放 有着重 要 作 

用． 

关■■ 黄体溶解，催产素，催产素受体，前列腺素F 代谢物，雌=醇 

中田分囊■ sB57．21 

产生于黄体的孕酮是控制绵羊发情周期的重要激素之一。在黄体期孕酮通过对促性 

腺澈素分泌的负反馈调节而抑制排卵J随着黄体溶解，孕酮浓度下降，发情和排卵等现 

象相继出现。因此，黄体溶解在绵羊生殖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然而，对黄体 

溶解的机理至夸了解甚少。 

在绵羊发情周期的 黄体期中期，外源性雌激素可以使黄体溶解提前发 生 }而 使 

甩 X射线照射破坏能产生雌澈素的卵泡，功能性黄体的寿命延长 。雌激素诱导 黄 体 

溶解的作用之一是雌激素能刺激子宫催产素受体 (rOT)的生成 一。而在雌激素 诱 导 

黄体溶解的过程中，催产素受体的增加发生在催产素和前列腺素F： (PGF： )分 泌 波 

出现之前 ⋯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定雌激素诱导绵羊子宫催产素受体生成 、前列 腺素 释 

放和对黄体的溶解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 

1．1 试验动物及处理 

20R成年母羊按双因子实验设计随机分为4个处理组，双因子分别为j( }线照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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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卵巢卵泡和雌二醇埋植。手术在发情周期第8 d进行，使用x—射线轮流照 射 双 侧卵 

巢，照射剂量为15Gy．未照射纽只将卵巢从切口处拉出腹腔外放置 与 卵 巢 照 射 相同 

的时间 (20 mln)．在手术中同时安置颈静脉导管和对不周纽羊只肘内l侧胸部皮下埋植 

雌二醇硅胶管或空管 羊只复苏后置于代谢笼中，血样经颈静脉导管采集。在发情周飙 

的第 7和第 8d每天采集 1次，第 9 d采集 2次，从第1O～17 d每 1．5 h采集 1次。所 

有的血样用于孕酮放射免疫测定}每天一个样品用于雌二醇浓度测定。在黄体溶解 (孕 

酮水平连续低于0．3 ng／mL)前72 h内或实验结束前72 h内所采集的血样用于前列 腺 

素代谢物 (PGFM)和催产素 (OT)测定。所有羊只在第17 d经颈静脉注 射 T-81，使 

羊快速致死后剖腹取出子宫，分离子宫肉阜和内阜间子宫内膜用于 rOT{显0定。 

1．2 放射免疫舅定 

孕酮放射免疫1捌定按照文献 (4]所描述的方法进行 。测定灵敏度为 0．1 2 ng／mL， 

分析内和分析间变异系数分别为9．3 和17． 

雌二醇抗血清由O·D·Sherwoo~博士提供。血样经 Scphadcx LH-20柱层析后进 

行放射免疫测定。标记雌二醇层析后回收率为86．O±1．1 }测定灵敏度为 O．3 Pg／mL； 

摘除卵巢羊混合血样中雌=醇含量为1．2±0．1 pg／rnL，在同样 血样 中加入 5，10和25 pg 

标准雌二醇后测值分别为5．4±0．4，10．14-1．1和22．O±1．4Pg．分析内和分析 问 变 异 

系数分别为16．1％和18．0 ． 

PGFM 抗血清 由K·Kirtor博士提供。嬲定方法按照 Mitchell等 (1975)修改 过 

的步骤进行。。H-PGFM 的提取回收率为88．4 }非标记 PGFM 5O，75和100 Pg加人 

测定系统后其测值分别为45，58和89 pg．测定灵敏度为32 pg／mL}分析内和分析 间变 

异系数分别为12．3 和16．5 ． 

OT 抗血清由A．P．F．Flint博士提供，OT 的碘标记采 用 文 献(5]所 介 绍 的 方 

法。提取酸化血浆中的 OT 使用弗勒氏陶土 (Fuller s earth)，用丙酮将吸附有 OT的弗 

勒氏陶土洗涤后，在洗液中加入乙醚和蒸馏水，静置后保存水相溶液，干燥后溶于测定用 

缓冲液进行放射免疫测定 n I--OT 提取率为70．6±1．2％I测定灵敏度为0．73Pg／管} 

酸化血液中加入 5，10和25 pg非标记OT后，分别可回收到 4．2O±0．53，8．06±O．92和 

17．11±1．3OpgJ分析内和分析间变异系数分别为8．63 和11．38 ． 

1．3 子宫r0~舅定 

用于 rOT 测定的样品制备及受体测定采用 文 献(6]所 描 述的方 法。本 实 验 在 

25℃条件下经60 rain反应达到平衡并得到最高特异性结合。在此反应系统中，阴道、肠 

道、肌肉和肝组织与标记催产素不发生特异性结合}当子宫样品 含量在 0～2OO Pg范围 

内逐渐增加时，特异性结合的能力线性增加 (r=0．99)}当在反应系统 中不断增 加 非 

标记催产素量时，超过10 pmol非标记催产素即可全部置换结合的标记催产素}当 标 记 

催产素的用量增加至5．0 nmol／L时，Scatchard分析的特异性结合亦呈线性关 系 (r= 

O．98)，解离常数 (Kd)为1．35 nmol／L，每毫克蛋白的最大结合能力为302．8fmo1． 

1．4 统计分斩 

按双因子试验设计分析不周处理因子对激素含量和受体水平的影 响。OT和 PGFM 

分泌峰值和频率使用P~Isar程序决定”、。OT和 PGFM峰值重选定义为出 现 PGFM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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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样品，其 OT含量也处于峰值水平。 

2 结 果 

2．1 不同处理对羹体■量和黄体溶解的影响 

所有接受外源性雌激素处理的羊在试验期内均表现发情行为并发生黄体溶解，在没 

有用外源性雌激素处理的羊中，用x一射线照射卵巢的羊只有 1只发生黄体溶解，而没有 

用x一射线照射的羊有4只发生黄体溶解。埋植雌激素降低了黄体重量 (P<O．01)，而 

最重的黄体出现在没有埋植雌激素但卵巢被x一射线照射过的羊，这说明雌激素和x一射线 

对黄体重量的影响存在互作。 

埋植雌激素后血中雌二醇浓度迅速增加，然后降低并维持 在 4～1 0 pg／mL水平， 

此浓度明显高于埋植空硅胶管羊只雌二醇水平 (P<O．O1，图1)。埋植雌二醇 羊 只 平 

固I 埋植雌=踔 (1)和埋植空硅胶昔羊只 (2)血中雌二醇水平 

A．弗集束妊X 一射线 照射 I B．卵巢经X 一射线 豫射 

均孕酮水平低于埋植空硅胶管羊只 (P<0．01)，由于雌二醇埋植组孕酮浓度下降早 于 

非雌二醇埋植组，说明在影响孕酮水平上雌二醇和时间存在互 作 (P<o．01，图2)． 

2．2 PGFM和值产囊水平曩一值 

PGFM 和催产素均出现明显的分泌波。雌二醇埋植使总催 产 素 峰 值 数 目 减 少 

(P<0．05)，而使峰值间间隔时间延长(P<O．01)，雌二醇对 PGFM 峰值数目无明显影 

响，但却瘴其峰值间间腑时间缩短 (P<0．01)。埋植雌二醇和不埋植雌二 醇 的。羊 只 

PGFM 峰值与催产素峰值重迭的百分数分别为41％和53％．雌=醇和X 线 对 PGFM 

峰值阃厢时阃的影响有存在互作的趋势 (P=0．07)。因为受x一射线照射而没有埋植雌 

二醇的羊只 PGFM 峰值间隔时间特剐长 (表1)。 - ． 

2．3 子宫值产囊受体浓度 

雌二醇埋植组羊只两种子宫组织样中催产素浓度均较低 (P<O．Ol，表 2)。 由于 

雌激素处理组羊只黄体溶解普遍较早，回归分析表明，屠宰时子宫催产素受体浓度与黄 

体溶解距屠宰时的时间长短呈负相关 (图3)。 - 
．  ； 

【1|，=一封摄嚣 ■ 

t ●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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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 OT豆PGFM蜂位、重选蜂蕾曩蜂位间蕊时间 

注-a．诫组 两只羊 由于黄体薷 童|较早 ， 丹别 只有 黄体蒋 解前{8和57 h内的 样品供0T和PGFM 拯l定 }b． 雌 = 

醇的作用是降低0T峰值翦 (P<o．05)-c．|l二醇的作用是增加攫产索峰值问厢时甸 (P<o．01)，d．雄=醇曲 

作用是辟低PGFM峰值问隔时同 (P<0,01)-e．雌二醇和X一射鳇对PGFM峰值间隔时间的影响有存在互作的趋 

向 (P~0．07)。 

‘ ’ 1．|| ‰  ̈  ̈“ n 

图2 埋植雌二醇 (1)和埋植空硅腔首 

羊只 (2)血中孕酮浓度 

卵集束经X一射螭朋射I B．卵巢齄X一射战厢射 

3 讨 论 

图3 催产索浓度与黄体溶解距屠宰 

间隔时间的关系 

A．干宫内阜， =一口．678 3 +743．457 5 

B．肉阜问子官 内磷，Y =一4．818 +588．e85 7 

s．1 X一射线照射卵巢和埋檀蠢=聿对冀体藩鹪的影响 

X一射线可以破坏三级，二级和绝大多数初级卵泡，因此消除了雌二醇的来源，但是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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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X一射 线 嗣射 543±241 

X 一射城熙 射 633±132 

14,5±41 

123±22 

305±106 

564±157 

口1±31 

10B±30 

·．1=曹的作用是降低平官曩产素受体敢塞 (P<O．O1)． 

x嘣 线既不影响黄体细胞的组织学结构，也不影响其分泌孕酮的功能 。用x—射线照 

射而没有埋植雌二醇的羊只中只有一只黄体发生溶解，全组平均黄体重量最大，这些 结 

果与 Karsch等所报道的x一身寸线使黄体溶解延迟一致 ⋯ 。使用外源性雌 =醇 后，绝大 

多数羊黄体溶解、黄体重量减轻，这说明雌二醇可以逆转由x一射线所造成的黄体溶解 延 

迟的作用。雌二醇的作用可能是增加了PGF。 的释放 ⋯ ，也 可能 是 增 强 了 黄 体 对 

PGF： 的敏感性。 

3．2 X一射媲照射卵巢与埋擅雌=辟对PGFM和证产素分泌的髟响 

在黄体溶解时，PGFM 分泌波开始出现。埋植雌二醇 使PGFM 峰 值 间隔时 间 缩 

短，而黄体溶解提前发生。雌二醇增加 PGF z 分泌频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催产素受 体 

增加，磷酸甘油水解，磷脂酶A：和前列腺素合成酶粟活性增强，黄体溶解时孕酮 浓 度 

下降也可能是 PGF：a分泌频率增加的原因。 

催产素可以刺激 PGF。a分 。基于这一事实，有人提出催产素是 绵 羊 子 宫 

PGF： 分越的诱因“”，而在本宴验中，接受和未接受外源性雌激素处理羊分别 只 有 

4l 和53％的 PGFM 峰值与催产素峰值重迭，这说明除了催产素外可能还存在其它诱 

发 PGF： 分泌的因素。雌二醇增加了 PGF： 的分泌频率但却未增加 PGFM 与催产 素 

峰值重选的机率，这说明雌二醇、或者对雌二醇敏感的其它因子也可以刺激 PGF2a的 

释放。在这种情况下释放的 PGFz 也可以使孕酮浓度开始下降，而不涉及催产素 与催 

产素受体的相互作用。 

催产素在整个采样期均有分泌波出现。在黄体退化之前出现的催产素分泌波可能由 

幅度很低的 PGF：a引起⋯ ’，而这种低幅度分泌的 PGF： 并不能引起黄体溶 解。黄 体 

期催产素不能激发 PGF： 分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高浓度的催产素抑制催产素受体 的产 

生 ” I黄体期孕酮和雌激素也可能抑制催产素受体的形成。本试验中，雌二醇增加催 

产素峰值间隔时间，这可能是 由于雌二醇影响了大黄体细胞对 PGFla的灵敏性或是 改 

变了由其他因素调节的大黄体细胞分泌催产素的功能。不断增加的 PGF 分泌波也 有 

降低黄体受 PGFz 刺激分泌催产素的敏感性的作用 ” “】，同时由 PGFz 引起的 黄 

体溶解使黄体细胞不断老化也将催产素峰值出现的问隔时间延长。 

3．8 子宫证产素受体浓度的变化 

埋植雌激素羊只子宫催产素浓度较低，这是由于这些羊只大多较早发生黄体溶解， 

在第17d采取子宫样时，已是黄体溶解的数 日之后。子宫催产素受体浓度与黄体溶解距 

采样时间的长短呈明显的负相关 ，也就是说，黄体溶解发生的时间距采取子宫组织样时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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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近或是在采样时黄体溶解尚未发生，这些子宫样品中催产素受体的浓度较高。因此， 

本实验中子宫催产素受体浓度的变化可能不是雌二醇的直接作用，而是整个机体内分泌 

状态的一种反应。上述结果与 Roberts等⋯ j、 $heldrick， Flint⋯ 所报道 的 结 果 

一 致，耵子宫内膜催产素受体浓度在黄体期最低，黄体溶解时增加，发情时最高，发情 

后迅速下降 

4 结 论 

x一射线破坏卵泡使绵羊发情周期黄体期延长，这种作用可以由外源性雌二 醇 所逆 

转。在第17 d所测到的催产素受体浓度决定于黄体溶解发生的时间，即黄体溶解发生越 

早，催产素受体浓度越低|黄体溶解发生越晚或在采取子宫样时尚来发生，催产素受体 

浓度越高。催产素和 PGFM 均呈现分泌波，外源性雌激素缩短 PGFM 峰 值 间隔，延 

长催产素峰值间隔。可能存在有～种不依赖于催产素诱导的 PGF：a分泌。对于这 种不 

依赖于催产素的 PGF： 分泌，雌二醇可能发挥十分重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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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Estradiol OH Luteolysis in Sheep 

Zban9 Jlahua 

(Oeparims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Nortfiwestern Agricul rural University) 

A．P．F． EI int 

(，nstltute o，Zoology，Zoological Society London，UK) 

P．G． W e st0／1 J．E．HiXOfl 

(Department at Veterinary Biosciences．College of Veterinary M edicine， 

UnlversitY njinois at Champaign—Urbana，USA) 

^bat ract Twenty ew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four treatment 

groups of a 2 × 2 faetorially--designed experiment． The factors were destruction 

of follicles by seleetive irradiation of the ovaries and the administrati
．

on of an 

estradiol implant．X-irradiatlon prolonged the lateal phase of the estrous cycle． 

This effect of irradiation was reversed by estradio1． Concentrations of oxytOcin 

receptor observed On the 17th day depended On the time of luteolysisj the ewes 

whose lut~oiysis occurred earlier had lower Concen trations of oxytoclu receptor in 

endometrium than the ewes whose 1uteolysis occurred 1ater or did not Occur．Pul— 

satile release patterns in the secretion of oxytocin and PGFM were observed
． 

Estradiol-treatment shortened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PGFM peaks and prolong— 

ed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oxytcein peaks
． It seems possible that oxytoein— 

independent PGFlⅡ rdease may exis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is study． Estra— 

diol ma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is oxytOcin-indcpendent PGFi 4 

release． 

Key o rds luteolysis，oxytocin，oxytocin recepter， PGFM， estra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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