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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曲海猪瘦肉型品系早期血液生化指标的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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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姜曲海猪瘦肉型品系零世代为试验素材, 选择仔猪 24 头, 分别于初生和 15, 30, 45, 60, 75 日龄早

晨空腹采血, 离心取血清以测定血液生化指标的含量。结果表明, 初生仔猪血清碱性磷酸酶 (A KP)、总蛋白 (T P)和

尿素氮 (UN )显著高于其他日龄, 而淀粉酶 (Am y)、白蛋白 (A )则随日龄增长显著上升, 谷丙转氨酶 (GPT )和谷草转

氨酶 (GO T )的活性峰值出现在30 日龄。仔猪出生时三碘甲状原氨酸 (T 3)含量较高, 随后有下降趋势。T 3 含量与某

些血液生化指标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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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曲海猪是江苏省苏中地区一个历史悠久、数

量较多的地方优良猪种[1 ]。利用枫泾猪、杜洛克猪与

姜曲海猪杂交形成的瘦肉型新品系, 是江苏省“九

五”、“十五”重点攻关课题, 其目标是使新品系在保

持姜曲海猪较高繁殖力和优良肉质的基础上, 进一

步提高其生长速度和胴体瘦肉率[2 ]。血液生化指标

是动物机体代谢过程的内在反映[3 ] , 文献报道的数

值大多来自于地方品种、外来纯种及杂交商品

猪[3～ 5 ], 本研究测定的是姜曲海猪瘦肉型品系 (含

中、外血统)早期的血液生化指标以及三碘甲状原氨

酸 (T 3) 含量的变化, 旨在为瘦肉型新品系猪种质特

性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血样采集

　　在江苏省姜堰市种猪场选取零世代姜曲海母猪

24 头, 分别于初生和15, 30, 45, 60, 75 日龄早晨进食

前从前腔静脉采血, 3 000 röm in 离心分离以获取血

清。试验猪群采用猪场常规饲养管理, 45 日龄断乳

后进行为期1 周的饲粮过渡。

1. 2　血液生化指标及T 3 的测定方法

谷丙转氨酶 (GPT ) 采用赖氏法测定; 总蛋白

(T P)采用双缩脲法测定; 谷草转氨酶 (GO T )采用比

色法测定; 白蛋白 (A ) 采用溴甲酚绿法测定; 碱性磷

酸酶 (A KP ) 采用改良布登斯基法测定; 淀粉酶

(Am y) 采用碘比色法测定; 尿素氮 (UN ) 采用脲酶2
Berthelo t 比色法测定; T 3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

定。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建立原始数据库, L SD 测定差

异显著性, 并对各指标间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血液生化指标观测值

　　血液生化指标在同日龄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 不同日龄之间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性。表 1 表明, A KP 活性在仔猪初生时很高, 达到

767. 9 U öL , 此后逐渐下降至 75 日龄的 78. 1 U öL。
仔猪出生后Am y 的活性呈上升趋势, 但 60 日龄的

Am y 活性显著低于45 日龄和75 日龄。T P 和UN 的

水平受日龄影响不大, 除了初生时T P 和UN 含量较

高外 (7. 2 gödL 和4. 6 mmo löL ) , 其余各日龄水平基

本接近 (P > 0. 05)。而A 的水平随日龄的增加呈上

升 趋 势, 45 日 龄 前 各 日 龄 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P < 0. 05)。

由表 1 还可看出, GPT 和GO T 的活性在 75 日

龄内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规律, 2 种酶均在 30 日龄时

活性达到峰值。T 3 含量在 45 日龄内随日龄增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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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下降, 从初生时的 1. 1 ngömL 降至 45 日龄的 0. 5 ngömL , 60 日龄时又显著上升。

表 1　不同日龄血液生化指标观测值

T able 1　T he levels of b lood b iochem ical indexes

日龄öd
A ge

A KPö
(U ·L - 1)

Am yö
(U ·L - 1)

T Pö
(g·dL - 1)

A ö
(g·L - 1)

UN ö
(mmo l·L - 1)

GPTö
(mmo l·L - 1)

GO Tö
(mmo l·L - 1)

T 3ö
(ng·mL - 1)

0 767. 9±99. 8 a 836. 7±88. 6 a 7. 2±0. 7 a 7. 1±2. 3 a 4. 6±0. 3 a 42. 0±7. 7 a 135. 3±32. 9 ab 1. 1±0. 2 a

15 360. 1±53. 1 b 974. 4±83. 5 ab 5. 4±0. 4 b 19. 9±3. 0 b 3. 8±0. 4 b 67. 1±23. 3 bc 112. 4±13. 7 ac 0. 6±0. 1 b

30 203. 3±26. 7 c 1 178. 4±69. 7 b 4. 3±0. 5 b 23. 8±12. 4 c 3. 8±1. 1 b 80. 1±21. 7 b 167. 4±91. 7 b 0. 5±0. 0 c

45 137. 3±7. 8 cd 1 399. 3±153. 1 c 4. 8±0. 7 b 29. 6±6. 0 cd 3. 5±0. 3 b 59. 7±11. 4 c 118. 7±9. 0 ac 0. 5±0. 1 bc

60 125. 3±8. 8 cd 642. 6±83. 9 d 4. 9±0. 9 b 30. 3±5. 0 cd 3. 6±0. 2 b 55. 3±11. 2 c 99. 6±21. 9 ac 0. 8±0. 1 d

75 78. 1±26. 3 d 1 125. 2±98. 4 b 5. 4±0. 9 b 34. 8±12. 6 d 3. 3±0. 2 b 52. 4±3. 8 c 89. 5±18. 6 c 1. 0±0. 1 ad

　　注: 同列数据后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P > 0. 05)。

N o te: T he D ata in the sam e co lum n w ith iden tical letter m eans the differences are insign ifican t (P > 0. 05).

2. 2　血液生化指标与T 3 的相关性

由表 2 可看出, T P 与A 呈负相关, 与UN 呈正

相关。T 3 与Am y,A 和GPT 呈极显著负相关; 与T P

和UN 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A KP 和GO T 呈正相关,

但不显著。GPT 与GO T 之间呈正相关。

表 2　血液生化指标与T 3 之间的相关关系

T able 2　Co rrela t ions among blood b iochem ical indexes and the levels of T 3

指标
Index A KP Am y T P A UN GPT GO T T 3

A KP 1. 000 - 0. 437 0. 6853 3 - 0. 7123 0. 109 - 0. 358 0. 073 0. 375

Am y 1. 000 - 0. 309 0. 209 - 0. 119 0. 233 - 0. 147 - 0. 4703 3

T P 1. 000 - 0. 5873 0. 4613 - 0. 304 0. 4813 0. 6103 3

A 1. 000 - 0. 081 0. 5823 3 0. 078 - 0. 4743 3

UN 1. 000 - 0. 108 0. 000 0. 5723 3

GPT 1. 000 0. 3553 - 0. 6033 3

GO T 1. 000 0. 020

T 3 1. 000

　　注: 3 表示相关显著; 3 3 表示相关极显著。

N o te: 3 Stands sign ifican tly co rrelations; 3 3 Stands ex trem ely sign ifican tly co rrelations.

3　讨　论

3. 1　血清酶类

　　酶是机体细胞内外物质代谢的重要催化剂, 不

仅可反映体内代谢水平和动物的遗传特性, 还可作

为临床诊断的重要指标[3 ]。对姜曲海猪瘦肉型品系

血清酶测定的结果显示, 血清酶的活性在猪的早期

生长阶段表现出特异性, 血清碱性磷酸酶 (A KP) 的

活性初生时最高, 为767. 9 U öL , 随后逐渐下降至75

日龄的78. 1 U öL。动物血清中碱性磷酸酶主要来自

于骨骼, 由成骨细胞产生, 它能促进磷酸钙贮存于骨

骼内而参与骨骼钙化过程[6 ]。因此, 碱性磷酸酶是健

康动物成骨细胞活动的一个标志, 也是骨质形成的

标志之一[7 ]。初生仔猪骨骼生长速度快, 代谢较旺

盛, 随日龄增加生长相对变慢, 血清碱性磷酸酶的变

化符合这一规律。

本试验发现, 淀粉酶 (Am y) 的活性随日龄的增

长而显著提高, 但60 日龄的淀粉酶活性显著低于45

日龄, 说明淀粉酶活性受断奶的影响较大。谷草转氨

酶 (GO T ) 和谷丙转氨酶 (GPT ) 在肝脏、心脏、骨骼

肌、肾脏中含量较多, 其活性高低反映了蛋白质的合

成和分解代谢状况。正常情况下血清中这2 种酶的

活性很小, 但当肝脏组织发生损害或病变时, 血液中

的GO T 和GPT 活性会增加, 因此可作为临床诊断

的指标。30 日龄时的GO T 和GPT 的活性显著高于

其余日龄, 其原因可能是母猪处于泌乳高峰期, 仔猪

吸入乳量较多, 蛋白质合成和分解代谢旺盛, 导致 2

种酶在肝脏中含量增多, 因此血液中的酶活性也就

相应提高。相关性研究发现, GO T 和GPT 水平在

早期相关显著。

3. 2　血清蛋白和非蛋白氮

血清总蛋白 (T P)和尿素氮 (UN ) 在初生仔猪血

清中的含量较高, 而在其余日龄含量较稳定。血清尿

素氮 (UN ) 值能够准确反映动物体内蛋白质代谢和

氨基酸之间的平衡状况。血清UN 值较低, 表明氨基

酸平衡好, 机体蛋白质合成率较高[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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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T 3 与血液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T 3 有 2 个来源: 一是由甲状腺直接分泌, 二是

由T 4 通过肝脏5′2脱单碘酶的作用脱去一个碘原子

而得。其生理作用十分广泛, 作用之一即为体内蛋白

质合成提供足够的A T P, 促进蛋白质和各种酶的生

成, 使机体在不同条件下维持总氮平衡。有报道[9 ]指

出, 成人甲状腺功能减低时, 用N 15标记甘氨酸试验

表明蛋白质代谢速率降低, 用放射性碘标记血清白

蛋白表明此蛋白的合成和降解都减慢, 经替代剂量

的甲状腺激素治疗后可恢复正常。本试验发现, T 3

与T P 和UN 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机体通过神经内分

泌途径来调节血液蛋白含量的变化。T 3 与白蛋白呈

显著负相关, 可能是因为在血液中T 3 主要以蛋白结

合型为主要表现, 而白蛋白是结合蛋白的一种, T 3

与白蛋白结合使T 3 与游离的血液白蛋白呈负相关。

本试验发现, 血液生化指标受日龄影响较大。而

本试验为正常发育的仔猪, 测定结果可以说明姜曲

海猪瘦肉型品系早期血液生化指标随日龄增长而变

化的规律。但是影响血液生化指标的因素很多, 要使

测定结果更为准确和有代表性,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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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arly changes of b lood b iochem ica l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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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xperim en t w 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arly changes of b lood b iochem ical index in

J iangquhai m eat2type line. F rom 24 fast ing p ig lets a t 0, 15, 30, 45, 60 and 75 days of age respect ively b lood

samp les w ere co llected and studied.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a t b irth, serum A KP, T P and UN w ere obviou sly

h igher than tho se at o ther days. Serum Am y and A increased sign if ican t ly from b irth to 75 days of age,

w h ile act ivit ies of GO T and GPT peaked at 30 days of age. A t b irth t im e, the concen tra t ion s of T 3 w ere at

a h igher level w h ile declin ing in grow ing. T here w ere sign if ican t co rrela t ion s betw een the level of T 3 and

som e b lood b iochem ical indexes.

Key words: J iangquhai m eat2type line; b lood b iochem ical indexes;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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