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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0 激素制剂对猪早期妊娠诊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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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P X
一

7 00 生殖激素制剂对配种 14 d 后的97 头次母猪进行早期妊娠诊断
,

妊娠

母猪和未妊母猪诊断的准确率均达到 100 写
.

未因以本法检测而造成妊娠母猪流产
,

母猪产仔

率及仔猪发育均正常
。

检出的未妊母猪在给药 s d 内即正常发情
,

配种后受胎率和产仔率亦均

正常
。

表明本方法具有妊娠诊断和诱发发情的双重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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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的妊娠诊断
,

特别是配种后 20 d 前后的早期妊娠诊断
,

是母猪繁殖生产中十分重

要的研究内容
。

当前在生产中对妊娠母猪的确定
,

是根据配种后不再出现发情及腹围增大

情况作出推断 lj[
。

因此有许多母猪在超过预产期
,

未产出胎儿时才发现是空怀
,

从而在生

产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

现报道的一些研究方法 z1[
,

均因不能对早期妊娠母猪作出准确的诊

断
,

或因方法设备 条件所限
,

尚不能在生产中应 用推广 z[]
.

因此
,

在母猪配种后的短时期

内
,

能尽早地将妊娠母猪确定下来
,

将不发情的未妊母猪揭发出来
,

减少空怀期
,

对提高猪

群的繁殖率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用生殖激素制剂对配种后母猪进行早期妊

娠诊断
,

以缩短未妊母猪的空怀期
,

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

1 材料和方法

材并 所用的生殖激素制剂 P X
一

7 00 制剂为我们研究配制
.

处理方法 8月龄至 6岁的长白
、

荣昌
、

大约克
、

巴克夏及其杂种母猪 79 头次
,

于配种后

14 ~ 4 o d 的不同时期
,

给于不同剂量的 P X
一

7 00 生殖激素制剂
,

以判定妊娠母猪及揭发出

未妊母猪
.

对揭发 出来的未妊母猪也同时施以诱发发情
,

按常规法进行配种
,

在 14 ~ 20 d

内再以本方法进行早期妊娠诊断处理
。

判定标准 对被检母猪以 P X
一

7 00 制剂处理 s d 内无正常发情表现及不接受交配者判

定为妊娠母猪
,

s d 内出现正常发情表现并接受公猪交配者判定为未妊母猪
.

必要时在配

种 30 d 以后使用 C D B
一

F 8 86 妊娠诊断仪 (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术服务部研制 )
,

通过超声

多普勒法和脉冲超声反射报警法进行辅助诊断 aj[
.

最后以分娩母猪 (包括流产母猪 )验证

其准确性
。

2 结 果

2
.

1 早期妊娠母猪诊断结果

妊振后无正常发情表现 经 P X
一

7 00 制剂检测的 79 头次母猪 中有 70 头被预测确定为

收稿 日期
:

1 9 9 3一 1 2
一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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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母猪
,

s d 内及整个妊娠期均未 出现正常发情及接受公猪交配行为
.

配种后 14 ~ 40 d

诊断为妊娠的 70 头母猪全部分娩产仔
,

妊娠诊断准确率达 1 00 %
.

妊振后 出现徽 弱的发情表现 经 P X
一 7 00 制剂处理后 s d 内

,

70 头不接受公猪交配的

母猪中
,

有 6头在 48 h 左右出现短时间微弱的发情表现
,

外阴部稍有肿胀
,

粘膜颜色潮红
,

阴道排出少量粘液
,

精神稍有不安
,

但是以公猪试情均不接受交配
。

配种 30 d 后
,

用妊娠检

诊仪诊断为妊娠
,

最后
,

6头母猪亦全部按时分娩
。

2
.

2 未妊母猪诊断结果

79 头次被检母猪在配种后 14 一 40 d 内
,

经 P X
一

70 0制剂检测
,

s d 内有 9头次母猪出现

正常发情
,

被判为未妊娠
。

经配种后有 8头母猪妊娠并分娩产仔
。

情期受胎率为 88
.

8 % (表

1 )
。

采用 P X
一

70 0制剂检测进行母猪早期妊娠诊断
,

被判定为未妊母猪的准确率为 1 00 纬
.

而且经 P X
一

7 00 制剂诱发发情的母猪和 自然发情一样具有正常的受胎能力和产仔能力
。

表 1 未妊母猪检出及诱发发情受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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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胎次对妊娠后发情母猪的影响

经妊娠诊断判定为妊娠的 70 头母猪中
,

出现微弱发情的 6头母猪均为 8 ~ 18 月龄的初

配或产 1胎的小母猪 (表 2 )
。

其中初配母猪 5头
,

占同胎次妊娠母猪 (3 2头 ) 的 1 5
.

6 % ;
产 1胎

的母猪 l头
,

占同胎次妊娠母猪 (2 2头 )的 4
.

5 %
.

农 2 不同胎次对妊振后发情母猪的影响

已产胎次
妊检为
妊振头数

发情

+ 一

接受交配

+ 一
分娩头数

妊检准确率
( % )

Ò几̀七目,几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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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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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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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试验 以 P X
一

7 00 制剂对不同胎次
、

4个品种及其杂种母猪进行早期妊娠诊断过程中

均未造成母猪流产
,

产仔数及胎儿发育正常
,

也未影响到母猪以后胎次的发情和受胎
。

试

验中还比较了大剂量试剂对妊娠母猪的安全性观察
,

其中有 3头母猪使用了 3倍于正常的

有效剂量
,

均未造成妊娠母猪流产
。

因此以本法进行母猪早期妊娠诊断是十分安全的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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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营原七郎提出
,

家畜早期妊娠诊断方法应该具备
:

①在妊娠后不久的时间内

尽早地进行诊断
; ②妊娠和未妊母畜诊断的准确率应达到 85 %以上 ; ③方法简便 ; ④对妊

娠母畜和仔畜安全无害
; ⑤经济实用「, 〕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妊娠后 1 4 d 即可将妊娠和未妊

母猪全部
、

准确地诊断出来
,

检诊所需时间短
、

安全
、

简便
,

达到和超过上述家畜早期妊娠

诊断的各项标准
。

4 结 论

l) 本研究使用的 P X
一

70 0制剂对配种后 4 ~ 40 d (即在下一个发情周期前后的时期内 )

的母猪进行早期妊娠诊断
,

妊娠和未妊母猪的检诊准确率均达到 1 00 %
.

2 )用本方法对母猪进行早期妊娠诊断
,

不仅能将未妊的空怀母猪全部检出
,

而且对未

妊母猪进行诱发发情处理
,

配种后能得到正常的受胎效果
,

减少了未妊母猪的空怀期
。

3 ) PX
一 7 0 0制剂对妊娠母猪是十分安全的

,

不致引起流产
; 并能促使未妊母猪尽早地

恢复繁殖机能
,

尚未出现有异常发情的副作用
。

4) 本方法简便
,

检诊时间短
,

具有妊娠诊断和诱发发情的双重效果
,

在养猪业生产 中

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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