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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雌二醇诱发山羊黄体溶解
‘

黄群 山 张家哗 王建辰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

,

陕西杨渡
·

71 2 1 0 0)

摘 要 将16 只山羊随机分为 4组进行2 x 2因子实验
: ¹ 在发情周期的n ~ 14 d

,

每夭注

射4 0 0 陀 雌二醇 ( E : ) , º 16 ~ 21d 每夭注射 12 m g u引噪美辛 / k g 体重 . » 弓l噪美辛+ E :
组的叫

噪美辛改在n ~ 1 6 d 注射 . ¼空白组则注射相应体积的玉米油
。

血浆孕酮 (P 。 )降到 i ng
.

m L 一 ’

以下的时间为黄体完全溶解时间
: E :

组极显著地早于空白组 ( 15
.

4 vs ”
.

7 d
,

尸< 。
.

0 1) , 叫噪

美辛组到实验结束时血浆 P
.

水平仍无明显下降趋势 ,叫噪美辛十 E :

组 (2 。
.

7 d) 与空白组的差

异不显著 (尸> 。
.

0 5) 。

结果表明
,

外像性 E :

通过刺激子宫前列腺素 F : . ( R 二F
t . ) 的合成和分泌

,

诱发了山羊黄体溶解
.

关锐词 雌二醉
,

黄体溶解
,

山羊

中图分类号 5 8 14
.

1 ,

5 8 27
.

1 ,

5 8 2 7
.

3

在 山羊的发情周期中
,

外周血浆雌二醇‘E : )和攀酮 (T )水平在 13 ~ 14 d 开始升高
,

这

正是血浆孕酮 (P . )水平开始下降之前的时期
〔’

·
’〕

。

用外源性催产素 (O T )诱发 山羊黄体溶

解时
,

也见有 T 水平升高[3j
。

如果抑制 T 水平升高
,

则会推迟黄体溶解闭
。

由于 T 是合成

E :

的前体
,

上述实验结果提示
,

E Z

很可能参与了山羊的黄体溶解过程
。

本实验的 目的在于

证明
,

E :

是否具有诱发山羊黄体溶解的作用及其溶解黄体的机理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实验动物

从西北农业大学附近农村购回16 只关中奶山羊成年母羊
,

饲养于实验羊舍
。

每只羊每

天补饲配合精料。
.

5 k g
,

早晚各饲喂青干草一次
,

随意饮水
。

实验动物买 回后
,

随即进行药

浴和驱虫
,

观察10 d 证明临床健康
,

并同时开始观察发情表现
.

将首次观察到发情的那天

定为发情周期的第 1 d
.

实验羊在至少被观察到一个正常的发情周期后
,

才进入实验
。

1
.

2 试剂配制

用20 m L 乙醚将 10
.

0 m g E Z

溶解
,

再向其中加入100 m L 精制玉米油
,

加热搅拌 ( 50 一

6 0 ℃ )到乙醚全部挥发 干净
。

至此
,

溶 液的浓度为 10 0 拜g’ m L 一 ’ E : ,

用安瓶分装备用
。

用

75 m L 精制玉米油溶解 6 0 0o m g 叫噪美辛
,

溶液的浓度为 80 m g’ m L 一 ’ ,

叫噪美辛用安瓶

分装备用
.

1
.

3 动物实验

将16 只山羊随机分为4组
,

按2 又 2因子实验设计进行处理
:

¹ E Z

组
。

在发情周期的 n ~

14 d ,

每天在0 9 : 0 0和 21 : 0 0各肌肉注射20 0 拌g E Z ; º 。引噪美辛组
。

在发情周期的16~ Zl d ,

收稿日期
: 19 9 4一 0 1一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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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 0 1 , 0 0
,

0 9 , 0 0 和 1 7 , 0 0各注射 4 m g p引噪美辛 / k g 体重
; » p引噪美辛 + E :

组
。

接受叫

噪美辛和 E :
两种处理

,

只是将叫噪美辛处理改在周期的 n 一 16 d 进行
; ¼空 白组

.

注射相

应仿积的玉米油
。

在周期第10 d 上午
,

给实验羊安置后腔静脉导管
,

随即采第1份血样
。

将

实验羊送采样房分别栓养
,

每 日观察发情如前
。

从安置静脉导管当天 21 :

00 起
,

每 Z h 采一

次血样
,

直到周期22 d 09
:

00 结束
。

每次采样后都随即离心分离血浆
,

把血浆放一 20 ℃冰箱

保存待测
。

1
.

4 激素测定

用 R I A 方法测定每份血浆样 品中的 P ‘

含量
。

向。
.

1m L 血浆中添加 50
,

10 0 , 200
, 400

和 8 0 0 p g P ;

进行 回收试验
.

分别 回收到 46
.

8 1 , 8 1
.

36 , 19 7
.

7 8
.

37 8
.

44和6 8 4
.

9 4 p g
,

平均回

收率为 90
.

8 %
.

用交换无离子水代替血浆样 品进行测定
,

测值为9
.

2 p g /管
。

测定的批内变

异和批间变异分别为8
.

2 %和 14 %
.

L S 统计分析

将血浆 P .

水平降到1 n g
·

m L 一 ‘

以下的时间定为黄体完全溶解的时间
,

用 q 检验对各

实验组之间的黄体溶解时间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

2 结 果

2
.

1 血桨 P‘

水平

注射 E Z
和叫噪美辛对山羊的黄体机能具有非常显著的

、

截然相反的作用
,

其表现在

各实验组山羊后腔静脉血浆 P ‘

水平的变化上 (见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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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周期 (d)

附图 各组每只山羊后腔静脉血浆 P
;

水平

G
l .

空 白组 ; G
: . p引噪 美辛组 ; G

, .

E
Z

组 ; G
; .

叫噪美辛+ E z组

2
.

2 发情周期长度和黄体溶解时间

E Z
和叫噪美辛对 山羊黄体机能的影响

,

还表现在山羊发情周期长度或黄体溶解时间



第3期 黄群山等
:

外源性雌二醉诱发山羊黄体溶解

的改变上 (见附表 )
。

附表 山羊的发惰周期长度和黄体溶解时间

组 别

E : 组

叫噪美辛组

叫噪美辛 + E : 组

空白组

周期长度

1 5
.

3 士 1
.

7

2 5
.

3士 1
.

3

2 1
.

5士 1
.

3

2 0
.

0士 0 8

黄体溶解时间

15
.

4 士 0
.

6

20
.

7士 1
.

2

1 9
.

7士 1
.

1

3 讨 论

3
.

1 采样对发情周期的影响

空白组 山羊的发情周期长度和黄体溶解时间平均为 20
.

o d 和 19
.

7 d
,

属 山羊的正常

发情周期
〔s

·
‘〕

。

说明在本实验 中所进行的安置后腔静脉导管和连续采样处理
,

没有 明显地

影响实验羊的繁殖生理过程
,

黄体仍然在预定时间发生溶解
。

所以
,

可以应用这种方法来

监视山羊的黄体浴解过程
。

3
.

2 叫噪美辛抑制黄体溶解

在山羊发情周期的 16 一2 1 d
.

每天用 12 m g
·

k g 一 ‘

的叫噪美辛处理山羊
,

完全抑制住了

黄体溶解
,

叫噪美辛组 山羊的血浆 P
.

水平直到第 22 d 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

叫

噪美辛是一种很强的 PG
,

合成抑制剂图
。

在 山羊发情周期的第 n 一 1 6 d
,

每天用 10 m g’

k g 一 ‘

的叫噪美辛基本上抑制住了此期外周血浆中前列腺素 F 代谢物(P G FM )水平的阵发

性升高
〔“」。用u5I 噪美辛完全抑制住了山羊的黄体溶解

,

这显然是 由于抑制了子宫合成和分

泌前列腺素 F
Z。

(PG F : .

)之故
,

说明 PG F
Z。

是山羊的溶黄体因子
。

3. 3 E
Z

诱发黄体溶解

E
Z

组山羊的黄体溶解时间平均为 1 5
.

4 d
,

极显著地早于空白组 (尸< 0
.

0 1 )
。

在黄体中

期用 E
Z

处理 山羊
,

引起了血浆 P
;

水平下降
,

黄体提前溶解
,

说 明 E
Z

对山羊具有溶解黄体的

作用
。

叫噪美辛 + E
Z

组山羊的黄体溶解时间平均为 20
.

7 d
,

与 空 白 组 的 差 异 不 显著 (尸

> 0
.

0 5 )
。

用叫噪美辛和 E
Z

同时处理 山羊
,

则叫噪美辛完全阻断了 E
:

的溶黄体作用
,

实验

羊的黄体溶解仍在生理条件下的预定时间发生
。

说明 E
:

的溶黄体作用是通过诱发子宫合

成和分泌 PG F 2. 来实现的
。

同时
,

这也排除了 E
Z

具有直接溶解黄体的可能性
。

3
.

4 P
‘

抑制发情

本实验中
,

每Z h 采 1次血样测定 P
; ,

发现 12 只山羊在黄体溶解后平均 1
.

3 d 表现发情
。

由此可见
,

P
‘

对山羊具有抑制发情的作用
.

当山羊从 P
‘

抑制状态下解脱出来后
,

还需要l d

左右才能发情
。

3
.

S E
:

诱发黄体溶解后的排卵问题

在 E
Z

组动物中
,

仅有 1只山羊在黄体溶解后 3 d 就见有血浆 P
;

水平升高
,

说明已经形

成黄体
。

有 2只羊分别到黄体溶解后的6
.

s d 和 6
.

o d 才见到血浆 P
、

水平升高
,

另有 1只羊

到 6
.

s d 还没有见到血浆 P
;

水平升高
。

由此推断
,

这 3只羊在黄体溶解后没有及时排卵
。

在

牛上也见有这种情况的报道 [0]
。

至于在用 E
Z

诱发动物黄体溶解之后
,

有的动物不能按时

排卵的原因
,

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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