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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冻胚长期保存长途运
王光亚 马保华 段恩奎

俞和移植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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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西场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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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R PE 简易冷冻器快速冷冻 6~ 7 日龄萨能奶山羊胚胎
.

将在液氮中冻存12 ~

81 9 d 的胚胎用液氮雌经汽车或火车运至外地
,

并把解冻后的73 枚胚胎移植给38 只当地山羊
。

受体妊娠率为 6 0
.

5 %
,

移植胚产羔率为 3 9
.

7 %
.

胚胎冻存1 2~ 2 1
,
1 9 5 ~ 2 6 5

,
3 2 0 ~ 4 5 0和 6 8 7 ~

s lg d 时
,

移植产羔率分别为38
.

5 %
,

45
.

8%
,

41
.

7写和 25
.

。%
.

各冻存期间差异不显著(P > 0.

0 5 )
.

关健词 冷冻胚胎
,

长期保存
,

长途运箱
,

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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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冻胚移植最早于 1 9 7 6年由 Bi lto n
研究成功[l]

.

笔者于 1 9 8 7年首获国内山羊冻胚

移植成功[Zj
,

随后对冷冻方法进行了改进
,

获简 易快速冷冻成功 〔3〕
,

并系统研究了胚胎 回

收和移植技术 [’]
。

近几年家畜冻胚移植也有不少成功的报道
,

但大多限于实验室条件下进

行研究
。

关于山羊冻胚的长期保存和长途运输也未见正式报道
。

本试验旨在将冻胚运至不

同距离
,

并在生产条件下解冻移植
,

以检验 不同冻存期胚胎 的移植产羔情况
,

使奶山羊冻

胚移植的实验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技术
。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动物 选15 只优秀西农萨能奶山羊
,

用 FS H 超排作为供体
。

38 只受体为湖南长

沙的浏阳黑 山羊和陕西径阳
、

蓝田
、

杨陵的杂种奶山羊
.

胚胎回收和冷冻保存 手术法回收 6~ 7 日龄胚胎
,

以含 10 %甘油的20 %血清 PBS 作

保护剂
,

用 R P E 简易冷冻器快速冷冻后投 入液氮长期保存
,

每隔 2~ 3个月检查一次液氮

罐
,

必要时补充液氮
。

胚胎运输 省内运输是直接把保存胚胎的 30 L 液氮罐用汽车运至现场
。

省外运输是

把冻胚细管移到 3 L 液氮罐中随身携带乘火车运输
,

由于液氮罐容量小及路途震动
,

液氮

消耗大
,

必须在 2 ~ 3 d 内到达 目的地
,

并在到达后立即补充液氮或将细管移入大罐中
。

胚胎解冻和移植 在各移植地点解冻胚胎
,

并 以手术法移植于 自然发情或用孕激素

阴道栓诱导发情后 6一7 d 的受体羊黄体侧子宫角尖端
。

资杆分析 对所获结果
,

用率的差异显著性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 果

2
.

1 冻胚移植时间
、

地点与产羔情况

1 9 8 9年 10 月至 1 9 9 2年 1月
,

在省内外四个不 同地点共移植受体 38 只 (见附表 )
.

不同时

收稿日期
:
1 99 4

一0 1
一0 4

·

*
杨陵科技开发荃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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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地点的妊娠产羔结果无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附表 奶山羊冻胚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移植产羔结果

时 间 地 点 受体数 妊振数(% ) 流产数 (% ) 产羔救

19 8 9
.

1 0
.

8 ~ 11
.

6 径 阳 6 4 (6 6
.

7 ) l(2 5
.

0 )2 , 5 (含2
.

早s )

1 99 0
.

7
.

4 ~ 7
.

2 2 长 沙 6 5 (5 0
.

0 ) 5 (含s
,

早2 )

1 9 9 1
.

5
.

6 ~ 6
.

7 长 沙 5 2 (4 0
.

0 ) l(5 0
.

0 ): ) 2 (舍2 )

1 9 9 1
.

9
.

1 1一 9
.

1 5 蓝 田 一5 9 (‘0
.

0 ), , 14 (含8
,

早6 )

1 9 9 2
.

1
.

9 ~ 1
.

1 9 杨陵 6 5 (8 5
.

3 ) 3 (6 0
.

0 ), , s(舍2
,

早l )

合 计 3 5 2 5 (6 0
.

5 ) s(2 1
.

7 ) 2 9 (舍1 7
,

早12 )

注
: 1 )1 只受体妊娠 60 d 死 亡

,

胎儿长约 20
c m 。2) 畜主见到流产

,

但未注惫胎儿数
: 3) 妊振60 ~ 90 d

,

隐性流产
。

2
.

2 不同冻存期胚胎的移植结果

冻存 1 2一 2 1
,

1 9 8 ~ 2 6 5
,

3 2 0 一 4 8 0和6 8 7一 slg d 的胚胎
,

移 植 后 的 产 羔 率 分 别为

3 8
.

5% (5八3 )
,

4 5
.

8 % (1 1 / 2 4 )
, 4 1

.

7 % (1 0 / 2 4 )和2 5
.

0 % (3 / 22 )
.

不同冻存期之间无显著

差异 (P > 0
.

0 5 )
。

2
.

3 不同胚龄及透明带破损胚的移植结果

7 3枚冻胚中桑格胚 4枚
,

囊胚49 枚
,

扩张囊胚和孵出胚共 6枚
,

解冻后透 明带有不同程

度破损的桑堪胚和囊胚 14 枚
,

移植后产羔率分别为50 %
,

4 4
.

9肠
,

1 6
.

6 %和42
.

9%
,

除扩张

囊胚和孵出胚较低外
,

其他胚胎之间无显著差异 (尸> 0
.

05 )
。

2
.

4 不同供体的胚胎解冻移植结果

解冻移植的73 枚胚胎来 自15 只供体
,

不同供体的冻胚移植结 果差异很大
,

其 中7只的

2 0枚胚胎 (每只1~ 6枚 )移植后全未产羔
,

2只供体的3枚胚胎移植后全部产羔
,

其余 6只的

胚 胎移植产羔率分别为 2 0 % (2八。)
,

3 5
.

5 % (1 / 3 )
, 4 0

.

0 % (4 / 1 0 )
,

6 6
.

7 % (2 / 3 )
,

6 6
.

7%

(10 / 1 5 )和7 7
.

8 % (7 / 9 )
。

2
.

5 不同移植数t 和受体黄体数与产羔结果

移植 1
,

2
,

3枚胚胎的受体分别有 5
,

3 1
,

2只
,

总受胎率为60
.

5 % (23 / 3 8 )
。

卵巢上有 1个

黄体而移双胚的受体
,

双羔率为60
.

。% (3 / 5 ) ;
有 2个以上黄体而移双胚或三胚的受体

,

双

羔或三羔率为8 8
.

9 % (s/ 9 ) (P< 0
.

0 5 )
。

3 讨 论

胚胎冷冻技术的关键可能在于冷冻和解冻过程
,

但胚胎在超低温下能保存多久
,

是否

能无限期保存
,

目前尚缺乏直接依据
。

我们的试验最长保存期为sl g d
,

结果表 明不同冻存

期的胚胎移植结果无显著差异
,

冻存8 1 9 d 的胚胎移植后仍能正常产羔
。

移植结果还表明
,

不同供体的胚胎
、

不同胚龄
、

受体状态及外界因素对移植结果有明显影响
。

不同供体羊的冻胚移植产羔率有明显差异
,

说明胚胎来源及 内在质量可能是影响移

植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

冷冻保存的桑堪胚和囊胚
,

解冻后移植产羔率较高
,

甚至透明带

破损而内细胞团完整的桑胚和囊胚
,

移植产羔率也未受显著影响
。

说明这一发育阶段的胚

胎
,

透明带的作用已不如更早期胚胎那么重要
。

但扩张囊胚和孵出胚的移植结果较差
,

可

能是这两个阶段的胚胎不完全适于本试验采用的冷冻或解冻方法
。

诱导发情羊一般卵巢

上黄体数较多
.

但部分羊同时有大卵泡存在
,

可能与诱导发情时生殖激素分泌范型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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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有关
,

因而妊娠率低于 自然发情羊 (50 %对 70 % )
。

但诱导发情羊移植双胚时
,

一旦妊

娠
,

则双羔率较高 (88
.

9 %对60
.

0 % )
。

因此
,

移植胚胎的总产羔率高于自然发情的羊
.

受体

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妊娠产羔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

如 1 9 9 1年在长沙移植的受体及 1 9 9 2年在

杨陵移植的受体因传染性 口膜炎严重影响采食
,

致使妊娠受体发生隐性流产
;蓝田县移植

的受体因病死亡 1只而致胎儿死亡
.

本试验受体总妊娠率达 60
.

5 %
,

已达到了 Bes so u d。 等阁对安哥拉山羊大规模鲜胚移

植的妊娠率 (5 7
.

8 % )的水平
。

说明山羊冻胚移植技术 已基本成熟为生产技术
。

关于更长期

的冻胚保存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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