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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龄鸵鸟主要血液生化参数测定
Ξ

董武子1, 张彦明1, 尹燕博2, 吉亚杰3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畜牧兽医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2 农业部动物检疫所, 山东 青岛 266032;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　要 ]　对 6 个月龄段鸵鸟的 16 种血浆生化参数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不同月龄的鸵鸟, 其血浆主要生

化 参数是有差异的。 1 月龄以内的鸵鸟除总胆红素 (T. B i) 值外, 其他各项指标参考值均比 3～ 4 月龄的低

(P < 0. 05)。从 1 月龄到 60 月龄鸵鸟的总蛋白 (T P)、Ca2+ 等值逐渐升高, 而从 3～ 4 月龄到成年鸵鸟的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AL T )、P (无机磷)、乳酸脱氢酶 (LDH )、碱性磷酸酶 (AL P)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他各项指标的测定值随月

龄变化有较大的变动。Ca2+ ∶P (无机磷)值随月龄而逐渐增加, 到成年鸵鸟时达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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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鸵鸟的血液生化参数的研究不多, 在国外

只有少数报道[1～ 4 ], 而在国内尚属空白。国外的有关

报道不能反映我国鸵鸟的血液生化水平, 因为在鸵

鸟的饲养管理方面, 国外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国外

鸵鸟养殖主要是大面积散养, 鸵鸟处于半野生状态,

而我国鸵鸟养殖主要是小围栏分组饲养, 进行集约

化管理, 饲料和饮水完全处于人为的控制之下, 并且

鸵鸟的活动范围没有国外鸵鸟的大。由于小栏养殖

鸵鸟的活动范围小, 饲养管理人员或其他外来人员

与鸵鸟接触的机会更多, 鸵鸟适应小环境的能力也

较强。因此, 这必将导致鸵鸟许多生理上的变化, 血

液生化参数也必然有较大的差异。本研究的目的是

初步测定我国不同月龄鸵鸟血浆生化参数的范围,

为鸵鸟的其他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供检测的不同月龄的黑颈鸵鸟共 240 只, 由山

东寿光新兴鸵鸟发展有限公司提供。鸵鸟按月龄分

开饲养。成年鸵鸟按雌雄 2∶1 每 3 只分栏饲养。所

有采样的鸵鸟以切短的苦菜和苜蓿以及自制的配合

饲料饲喂, 每天 3 次, 分早、中、晚进行。各月龄段鸵

鸟按生长发育状况定量饲喂, 24 月龄鸵鸟每天饲喂

6 kg (m 精∶m 粗= 1∶3～ 1∶4) , 8～ 10 月龄每天 5 kg

(m 精∶m 粗= 1∶3) , 5～ 6 月龄及 3～ 4 月龄每天 4. 5

kg 左右。24 月龄以下鸵鸟精粗料按比例混合饲喂,

成年种用鸵鸟颗粒料与粗饲料分开饲喂。自由饮水。

1. 2　采　样

以 10～ 20 mL 的注射器配以 12 号的针, 从鸵

鸟颈静脉采血。对 5 月龄以上的鸵鸟采血时使用黑

色的头罩套住鸵鸟的头部, 使其保持安静。将采得的

全血注入离心管中, 按每 5 mL 全血加 5 Λmo löm in

肝素钠, 轻轻摇动, 使肝素钠均匀分散在血样中, 起

抗凝血的作用。一次采血在 2 h 内完成。将采集的血

样迅速 3 000 röm in 离心 10 m in, 获得血浆, - 20 ℃

冷冻保存待测。

1. 3　药品及仪器

16 种试剂盒均购自柏定生物工程 (北京) 有限

公司。用血液生化参数自动分析仪测定。

1. 4　测样原理

总蛋白 (T P ) 用双缩脲2终点法; 白蛋白 (ALB )

用溴钾酚氯2终点法; 直接胆红素 (D. B i)、间接胆红

素 ( I. B i)、总胆红素 (T. B i) 用重氮2终点法; 碱性磷

酸酶 (AL P ) 用硫化硝基甲酸2动力法; 肌酸激酶

(CK ) 用免疫抑制2动力法; 谷氨酸氨基转移酶

(GGT )用可溶性底物法 (即 Glucana) ;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AL T ) 用NAD PH 2LDH 动力法;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A ST ) 用NAD PH 2动力法; 乳酸脱氢

酶 (LDH ) 用W A HL EF FDL 2动力法; 尿素 (U r) 用

U rease2GLDH 2动力法; 尿酸 (U a) 用尿素酶2终点

法; Ca2+ 用甲基百里酚蓝2终点法; P (无机磷)用钼酸

盐2终点法; 甘油三脂 (TR ) 用 GPO 2PA P2终点法;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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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固醇 (CHOL ) 用 CHOD 2PND 2终点法。以上测定

均在室温下进行。

1. 5　统计方法

通过计算获得平均值和标准差, 以 t 检验对各

月龄段各参数测定值进行差异性检验。

2　结果与讨论

16 种血液生化参数测定结果 (平均值±标准

差)见表 1。

表 1　不同月龄鸵鸟血浆 16 种生化指标测定值

T able 1　T he comparison of six teen b lood b iochem ical param eter values betw een differen t month s age

月龄
M onth s

age

T Pö
(g·L - 1)

ALBö
(g·L - 1)

D. B iö
(Λmo l·L - 1)

T. B iö
(Λmo l·L - 1)

AL Pö
(U ·L - 1)

GGT ö
(U ·L - 1)

AL T ö
(U ·L - 1)

A ST ö
(U ·L - 1)

1 20. 22 11. 24 3. 43 a 50. 98 367. 35 12. 58 a 8. 78 322. 43 a

(n= 40) ±2. 77 ±1. 56 ±1. 22 ±14. 5 ±116. 64 ±13. 53 ±4. 47 ±52. 10

3～ 4 34. 22 a 17. 32 a 4. 07 b 40. 39 436. 78 22 b. c 14. 56 579. 59

(n= 42) ±2. 97 ±1. 23 ±1. 05 ±13. 52 ±129. 32 ±21. 66 ±3. 94 ±51. 27

5～ 6 34. 83 a 17. 57 a 3. 5 a 20. 13 a 320. 67 17. 45 a. b. c 12 334. 54 a

(n= 36) ±3. 42 ±1. 85 ±1. 25 ±7. 34 ±175. 1 ±14. 35 ±14. 05 ±52. 04

8～ 10 42. 0 20. 56 5. 77 19. 33 a 234. 57 2. 3 c. d 5. 78 a 302. 93

(n= 49) ±2. 65 ±1. 28 ±0. 88 ±4. 81 ±46. 85 ±1. 77 ±2. 24 ±55. 65

18～ 24 37. 25 20. 86 b 4. 09 b 16. 78 140. 1 20. 35 6. 65 a 267. 8 b

(n= 45) ±6. 35 ±2. 07 ±2. 52 ±5. 24 ±20. 72 ±15. 75 ±2. 13 ±40. 22

72 54. 34 23. 31 b 13. 63 22. 44 131. 28 9. 6 4. 92 285. 11 b

(n= 30) ±4. 62 ±2. 54 ±9. 65 ±11. 35 ±96. 92 ±6. 45 ±1. 88 ±41. 55

月龄
M onth s

age

U rö
(mmo l·L - 1)

U aö
(mmo l·L - 1)

Ca2+ ö
(mmo l·L - 1)

Pö
(mmo l·L - 1) Ca2+ ∶P

CKö
(Λmo l·L - 1)

TR ö
(mmo l·L - 1)

LDH ö
(U ·L - 1)

CHOL ö
(mmo l·L - 1)

1 0. 17 687. 04 a 1. 57 1. 55 a 1. 013 53. 73 b 0. 39 a 349. 95 a 1. 33 a

(n= 40) ±0. 09 ±144. 07 ±0. 27 ±20. 27 ±16. 7 ±0. 12 ±98. 29 ±0. 34

3～ 4 0. 20 709. 86 2. 21 a 1. 89 1. 208 65. 19 a 0. 4 a 410. 18 1. 69 b

(n= 42) ±0. 12 ±88. 62 ±0. 16 ±0. 33 ±11. 27 ±0. 17 ±75. 01 ±0. 61

5～ 6 0. 36 a 815. 96 b 2. 17 a 1. 67 1. 300 60. 93 a 0. 22 363 a 1. 8 b

(n= 36) ±0. 14 ±140. 44 ±0. 17 ±10. 25 ±11. 49 ±0. 04 ±67. 79 ±0. 53

8～ 10 0. 29 623. 07 a 2. 13 1. 53 a 1. 62 43. 04 0. 34 358. 37 a 2. 3

(n= 49) ±0. 07 ±101. 21 ±0. 13 ±0. 11 ±5. 47 ±0. 1 ±53. 97 ±0. 34

18～ 24 0. 4 452. 05 2. 31 1. 36 1. 67 61. 72 a 0. 27 342. 76 0. 9

(n= 45) ±0. 1 ±71. 03 ±0. 25 ±0. 16 ±9. 36 ±0. 07 ±79. 07 ±0. 29

72 0. 34 a 763. 74 b 2. 68 0. 98 2. 9 60. 53 a. b 0. 56 318. 83 1. 19 a

(n= 30) ±0. 15 ±130. 74 ±0. 44 ±0. 27 ±13. 07 ±0. 13 ±97. 53 ±0. 41

　　注: 试验采样时间是 1998 年 9 月 25～ 28 日; 标有相同英文上标的各组数据之间差异不显著; 其他各组数据之间差异显著 (P < 0. 05)。

N o te: Samp les w ere co llected from sep t. 25 to 28 in 1998. V alues w ith sam e superscrip t are no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O therw ise,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P < 0. 05).

　　除总胆红素以外, 其他各项参数 1 月龄鸵鸟的

参数值比 3～ 4 月龄的要低 (P < 0. 05)。随着月龄的

增加, 血浆中 T P, Ca2+ 的测定值逐渐升高, 而AL T ,

P (无机磷) , LDH , AL P 从 3～ 4 月龄开始随月龄有

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他各项参数随月龄有较大的波

动。鸵鸟的尿酸盐的浓度远远高于尿素的浓度。

Ca2+ ∶P (无机磷) 随月龄的增加逐渐升高, 到成年

接近 3∶1。

测定的鸵鸟血浆总蛋白值比O ko tie2Eboh 等[1 ]

报道的要高, 与L evy 等[2 ]报道的接近。各月龄鸵鸟

血浆中 T P 值相比, 在性成熟前, 鸵鸟在 10 月龄时

测值有较高水平 (P < 0. 05) , 这与此时鸵鸟处于肥

育期有关, 3～ 4 月龄与 5～ 6 月龄鸵鸟的值差异不

显著, 其他各月龄鸵鸟的血浆 T P 值之间有显著差

异 (P < 0. 05)。高血浆蛋白浓度可能与集约化饲养

方式有关。血浆ALB 浓度随月龄而升高, 但 3～ 4 月

龄与 5～ 6 月龄, 8～ 10 月龄与 18～ 24 月龄的鸵鸟

血浆浓度值差异不大, 成年鸵鸟的ALB 值显著高于

其他幼年鸵鸟 (P < 0. 05) , 其原因可能与成年鸵鸟

参与繁殖有关。

1 月龄鸵鸟血浆的胆红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月

龄鸵鸟的血浆胆红素含量 (P < 0. 05)。这可能是由

于雏鸵鸟的内脏功能发育不健全所致。成年鸵鸟的

血浆总胆红素 T. B i 浓度在同一月龄段个体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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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很大 (表现为标准差大)。成年鸵鸟血浆直接胆红

素D. B i 值显著高于其他月龄段的鸵鸟的D. B i 值
(P < 0. 05)。

鸵鸟血浆AL P 值从 3～ 4 月龄开始有逐渐降低

的趋势, 但 24 月龄时的血浆值比成年鸵鸟的血浆

AL P 值更低。血浆中的GGT 测值 1～ 6 月龄各段差

异不显著, 其他各月龄差异很大。8～ 10 月龄时, 鸵

鸟血浆的 GGT 水平特别低 (P < 0. 05) , 但这一结果

与报道的一致, 其他月龄的 GGT 值比报道的要大

得多[1, 2 ]。

血浆中U a,U r 浓度随月龄的变化波动很大, 但

U a 值比U r 值要高得多, 这与其他报道的结果一

致[1～ 4 ]; 且根据资料[5 ]显示, 尿液中的U a 值也比U r

值高, 这说明鸵鸟含氮化合物的代谢终产物主要是

尿酸形式。

鸵鸟血浆 Ca2+ , P (无机磷) 浓度随月龄变化趋

势相反, 即Ca2+ 逐渐升高, P (无机磷) 逐渐降低。血

浆中Ca2+ 测值在 3～ 10 月龄各阶段变化不明显, 而

1 月龄时血浆的 P (无机磷) 含量较 3～ 4 月龄要低。

血浆中Ca2+ ∶P (无机磷) 随月龄增加而逐渐增加,

到成年时达到 3∶1。鸵鸟血浆CR 的水平除在 8～

10 月龄显著低以外, 3～ 4 月龄, 5～ 6 月龄及 18～ 24

月龄各月龄段之间变化不显著。

鸵鸟血浆A ST , TR , CHOL 呈波动变化, 但成

年鸵鸟血浆 TR 显著高于其他月龄的水平。从 3～ 4

月龄开始,AL T 值逐渐降低。鸵鸟血浆LDH 在 3～

4 月龄时有较高的水平, 其他各月龄段血浆LDH 值

没有明显变化。

3　结束语
鸵鸟各血液生化参数随月龄有较大变化, 鸵鸟

血液参数的测定与许多因素有关, 采血时鸵鸟的应

激情况、外界环境条件以及饲养管理条件都会影响

鸵鸟的血液生化参数的测值。在我国, 鸵鸟生产是集

约化养殖, 其血液生化参数的测值与国外养殖的鸵

鸟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 在用国外鸵鸟的生化参数来

考察我国饲养的鸵鸟时, 更要考虑到我国各地集约

化养殖鸵鸟的实际情况。

根据各血液生化参数测定结果, 建议将鸵鸟的

生长发育时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月龄左右为雏

鸟期; 3～ 6 月龄可划为幼鸟期; 7～ 17 月龄为肥育

期; 18 月龄至性成熟前为育成期。这种以鸵鸟血液

生化指标为依据来划分鸵鸟生长发育期是有一定意

义的。

[参考文献 ]
[ 1 ]　O ko tie2Eboh G, Bailey C A , H ick s K D , et al. Reference serum biochem ical value fo r em us and o strich [J ]. Am J V et, 1992, 53 (10) : 1765-

1768.
[ 2 ]　L evy A , Perelm an B,W aner T , et al. Reference b lood chem ical values in o strich (S tru th io cam elus) [J ]. Am J V et, 1989, 50: 1548- 1550.
[ 3 ]　Palom eque J , P in to D , V isco r G. H em ato logic and b lood chem ical values of the M asai o strich (S tru th io cam elus) [J ]. J W ildlife D iseases,

1991, 27 (1) : 34- 40.
[ 4 ]　H eerden J V. B lood chem ical and electro lyte concen tration in the o strich (S tru th io cam elus) [J ]. J S A f V et A ss, 1985, 56 (2) : 75- 79.
[ 5 ]　Schu tle K. T he compo sit ion of o strich urine[J ]. S A f J Sci, 1973, 69 (2) : 56- 57.

A com parison of b lood b iochem ica l va lues in o st r iches
(S tru th io cam elus) of d ifferen t m on th age

DONGW u-z i1, ZHANG Yan -m ing1,Y IN Yan -bo2, J IYa- j ie3

(1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ences and V eterinary M ed icin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A nim al Q uaran tine Institu te,M inistry of A g ricu ltu re, Q ing d ao, S hand ong 650032, Ch ina;

3 Institu te of Z oology ,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80, Ch ina)

Abstract: R eference b lood b iochem ical values w ere determ ined fo r 242 o striches from 1 mon th to 75
mon th s of age. P lasm a values of o striches are differen t betw een mon th group s. Besides T. B i, the o ther p las2
m a values w ere low er in 3- 4 mon th s age than in 1 mon th age (P < 0. 05). F rom 1 mon th to 75 mon th s of
age, o st riches p lasm a values of T P, Ca2+ concen tra t ion gradually increased w h ile p lasm a values of AL T , P,
LD ,AL P gradually low ered. T he o ther p lasm a values fluctuated w ith mon th age. V alue of Ca2+ w as in pas2
sive rela t ion w ith value of ino rgan ic P w ith mon th age of O striche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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