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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角道塞特绵羊超数排卵技术研究

权 富生
,

赵晓娥
,

张志平
,

安志兴
,

刘风 军
,

李裕强
,

李相 臣
,

张 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研究所

,

陕西 杨凌
,

摘 要 〕 采用国内不同厂家生产的促卵泡刺激素 和加拿大进 口 的
,

进行 了无角道塞特母羊超排

处理
,

对不同给药方式
、

首次超排与重复超排
、

经产羊与青年羊
、

春季超排与秋季超排
、

自然发情与诱导发情及未知

发情周期的超排效果进行了对 比研究
,

同时研究了母羊卵巢黄体退化
、

有无卵泡及推迟发情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

结

果表明
,

加拿大进 口 的超排效果最好
,

国产 以宁波 中科院激素组合的超排效果较好 重复超排对超排

效果无显著影响 经产羊的超排效果优于青年羊 自然发情母羊的超排效果优于诱导发情母羊和未知发情周期母

羊 黄体退化母羊 回收可用胚的数量明显较低 卵巢上有无卵泡对超排效果无影响 推迟发情母羊的超排效果明显

低于正常发情毋 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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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山羊和绵羊胚胎移植效益的主要因素是超

排效果和胚胎移植成功率歌’二
。

国内外在山羊和绵羊

超排方面进行 了许多研究仁一 ’二,

研究角度深人到各

个方面
,

如品种
、

个体差异
、

季节
、

所用激素种类
、

给

药途径
、

剂量和频率等
。

无角道塞特绵羊作为从国外

引人的良种
,

近年来在我国的需求量很大
,

通过胚胎

移植技术加快繁殖
,

扩大群体
,

是解决该品种数量不

足的有效途径
。

本试验就无角道塞特绵羊超数排卵

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

旨在提高该 品种的胚胎移植

效率及推广速度
,

以加快我国肉羊业的发展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超排供体 年龄 岁的无角道塞特绵羊

由陕西杨凌科元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饲养
,

每天按营

养需要饲喂足量的精料及青干草
,

冬季每天补饲少

量的青贮玉米
。

药品 国产促卵泡刺激素 分别 由宁

波激素厂 支 和中科院动物所 瓶

生产 进 口 为加拿大生产 的
一

瓶
,

促排 号
一

由宁波第二

激素厂生产 拼 支 前列腺素 由上海计划

生育研究所生产 支 阴道海绵栓 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农业部家畜内分泌与胚胎工程重点实

验 室生产
,

有效成分为
一

甲基炔诺酮
,

含量 为

枚 冲卵液和胚胎培养液由本实验室 自配
。

方法

供体羊的超排 方 法 不 同产地 的

超排效果试验
。

本试验设宁波
、

中科院
、

宁

波 中科院 和进 口 个处理
。

用量分别

为
, ,

,

一
。

按递减法给药
,

每天早晚各

注 射 次 早
,

晚
,

总 给药 次
。

不 同发情方式的超排效果试验
。

试验设 个处

理
,

分别为 自然发情组
。

供体如果观察到发情
,

在

发情后的 放栓
,

放栓后的第 天开始超排
,

超排 一 诱导发情组
。

随机选取供体羊
,

注射

前列腺素 只
,

观察到发情羊进行超排
,

超排处理方法同自然发情组 皿未诱导发情羊组
。

在

未知供体发情周期的情况下
,

任一天放栓
,

放栓的当

天作为
,

放栓后的 开始超排
,

超排方法

同自然发情组
。

其他因素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

按

供体年龄及产羔情况分 为青年母羊组 和经产母羊

组 按季节分为春季组和秋季组 按超排次数分为重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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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超排组和非重复超排组 按注射 的次数分为

次
、

次和 次组
。

超排程序 在 注射结束前的前 次
,

取栓和注射
,

超排羊发情后立 即用公羊

自 然 交 配
,

并 同 时 肌 肉 注 射
一

一

拌 只
,

此后每间隔 配种 次 第 次配种

要求 自然交配
,

以后可用人工授精
,

直至发情结束
。

胚胎 采集及检查 在供体发情的第 一

天
,

采用手术法子宫角冲胚
。

冲胚针和胚胎回收针 自

制
,

冲胚方法参考文献 〕
。

胚胎回收后立 即在

一 条件下镜检
,

进行胚胎操作
。

为了减少子宫

和卵巢在体外的暴露时间和牵拉等不利影响
,

未详

细统计黄体数
,

只观察排卵情况及有无卵泡存在
。

数据 分析 采用 检验进行差异显著性分

析
。

结果与分析

不同产地 的超排效果

由表 可知
,

加 拿大产
一

的

超排 效果最好
,

平均每 只供体收集胚 胎 士

枚
,

可用胚
,

士 枚 中科院 超排

效果最差
,

平均每只供体收集胚胎
,

士 枚
,

可用胚 士 枚 宁波 中科院 组合超

排效果仅次 于加拿大
,

二者间差异不显著 尸

。

与中科院 相 比
,

宁波 超排效果

较好
,

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尸
。

加拿大

和宁波 中科院 组合的超排效果明显优于 中

科 院
,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尸 和
。

表 不同产地 的超排效果

产地
’

习

处理羊数 平均 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 ,

波 士 士

‘ 科院 〔
’

士 士 ,

‘ ,

波 中科院 , 十
‘

士 土

眨
一

士 士

注 同列数据后标不 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尸
,

下表同
。

【 , , 爷

不同季节的超排效果 季节之间平均回收胚胎数和可用胚数的差异不显著

由表 可知
,

春季的超排效果较秋季好
,

但不同 。
。

表 不同季节超排效果的比较

季节
,

处理羊数
飞

平均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春季

秋季 。

士

士

士

士

不同给药次数与超排的关系

由表 可知
,

次给药时的超排效果 比较好
,

平

均每只供体回收胚胎总数为
,

士 枚
,

其中

可用胚为 士 枚
。

次给药时平均每只供

体回收的胚胎数和可用胚数最少
。

随着给药次数的

增加
,

平均每只供体回收胚数和可用胚数有增加的

趋势
,

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
。

表 给药次数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给药次数
飞 一

处理羊数 平均 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士

士

士 奋廷

士

上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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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羊与经产羊的超排效果比较

由表 可知
,

经产羊的超排效果 明显好于青年

羊
,

且两组之间平均回收胚胎数和可用胚数差异达

显著水平 尸
。

衰 , 年羊和经产羊的超排效果比较

处理 处理羊数 平均 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青年羊

经产羊

士

士

士

士

自然发情
、

诱导发情及未知发情周期供体的超

排效果

由表 可知
,

自然发情组供体的超排效果最好
,

用 诱导发情后进行超排处理组 的效果次之
,

未

知发情周期供体组的超排效果最差
。

经显著性检验
,

自然发情组超排回收的平均可用胚数明显高于其他

组
。

表 供体诱导发情方式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供体诱导发情方式
】沁

处理羊数 平均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诱导发情 ,

未知发情周期
一

自然发情

,

士

士

士

士 赞

士

士

孟复超排与首次超排效果的比较

由表 可知
,

重复超排时平均每只供体的回收

胚胎数及可用胚数略低子首次超排处理的效果
,

但

二者间的差异不显著 尸
。

表 , 盆超排与首次超排效果的比较
一

超排类型 处理羊数 平均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重复超排

首次超排
一

士

士

士

士

黄体退化对超排的影响

由表 可知
,

与黄体正常供体的超排效果相 比
,

显著 尸 或极显著 尸 低于黄体正常

供体
。

黄体退化供体的平均回收胚胎总数及平均可用胚数

表 黄体退化与黄体正常超排效果的比较

黄体类型 处理羊数 平均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黄体正常

黄体退化

士

士

士

士 关

卵集上有无卵泡与超排的关系 总数及平均可用胚数无显著影响 尸
。

由表 可知
,

卵巢上有无卵泡对平均回收胚胎

表 超排个体卯撰有无卯泡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

卵巢卵泡

有

无
一

处理羊数 平均回收胚数
服

平均可用胚数

士

士

士

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卷

超排供体推迟发情与超排的关系 可用胚数分别为 士 枚和 士

从表 可以看出
,

正常发情超排供体的超排效 枚
。

大部分供体推迟发情 以上的供体超排效果

果最好
,

发情推迟 供体的超排效果较差
,

发情 很差
,

虽表现发情但实际 上卵巢无反应
。

推迟 个体的超排效果最差
,

其平均回收胚数和

表 供体推迟发情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发情时间 处理羊数 平均回收胚数 平均可用胚数
一 一 汀一 石 一 ‘ ,

正 常 。, 士 士

推迟 土 士

推迟 。 士 , 士 ,

讨 论

关于国内宁波产 和中科院产 的超排

效果
,

不 同的试验
几

’
了

·

’‘,
·

’
·

”止得 出的结论 不 同
,

但与

加拿大进 口 相 比
,

国产 的质量稳定性较

差
「

‘ ·

’ ’ 二,

其主要原 因是促 卵泡素中的
才

比

例不合适 小 ’ 。

据本试验和作者多年的生产经验认

为
, ‘

护波 的超排效果优于 中科院
,

而且价

位较低
,

进 日加拿大 的超排效果稳定而且获得

的可用胚数多 超排效果优于国产
,

但价位太

高
。

在本研究中发现
,

用宁波 超排冲胚时
,

常见

卵巢 上有卵泡存在
,

而用中科院 超排时很少见

这种现象
,

所以将二者配合使用
,

即首次或前几次用

宁波
,

后几次用 中科 院
,

可减少卵巢上 出

现卵泡的比例
,

超排效果也较单纯使用某一种

好
,

日成本有所降低
。

本试验发现
,

无角道塞特绵羊春季的超排效果

好于秋季
,

尽管差异不 显著
,

但平均可用胚数相差

枚
,

与一些研究
‘ ·

,
·

” ‘

得出的结论不一致
,

但与

李健等
‘ ,

桑润滋等
’

报道的波尔山羊春季超排效

果较秋季好的结论相似
。

究其原因
,

一是本试验所用

的无角道塞特绵羊为舍饲羊
,

四季营养均衡
,

表现为

全年发情
,

只在非常热的 一 月份发情羊减少
,

本

试验春季超排时间安排在 一 月份
。

二是在供体选

择 方面 春季对供体选择严 格
,

基本是 翌 年

月份断奶 母羊
,

而且多用 自然发情羊或诱导发情羊

进行超排
。

在秋季 一 月份
,

一般不考虑供体是 否

发过情
,

用孕激素阴道栓控制发情周期进行超排
,

这

样超排效果就差
一
些

。

多数研究
”‘, ”

认为
,

注射 次数对超排效

果无显著影响
。

但从本试验结果看
,

尽管不同注射次

数的超排效果在统计 无明显差异
,

但随着注射次

数的增加
,

平均排卵数和可用卵数有增加的趋势
。

这

可能是 由于增加给药次数后
,

总的 剂量增加
,

同时 对卵巢的作用时间延长
,

成熟 卵泡增多
,

从而导致排卵数增加
。

本试验超排的经产母羊最 大年龄为 岁
,

青年

羊是 一 月龄的未产母羊
,

经产羊处在繁殖 的最

佳年龄
,

所以经产羊 比青年羊的超排效果更理想
。

赵

霞等
一 ’义 研究认为

,

无角道塞特青年母羊 与成年母羊

超排效果差异不 显著
,

这可能与所选青年羊的个体

及年龄有关
。

如果青年羊选用 月龄的未产母

羊
,

超排效果可能有所提高
。

自然发情供体的超排效果显著较诱导发情母羊

及 未 知 发 情 周 期 母 羊 好
,

这 与 其 他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

几
·

‘,
·

”皿一致
。

等
’吕

「

在绵羊超排试验中观

察到
,

卵巢反应变异性与卵巢是否存在大的生 长卵

泡有关
。

等
一 ‘

通过卵巢上卵泡波的研究
,

证实家畜超排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卵泡及卵泡波

所处阶段不同所致
。

所以在生产实践中
,

根据母羊的

发情 周期安 排 超排计 划 可 以 获得 稳 定 的 超排 效

果 , 一 了了二
。

余文莉等
·月·

研究认为
,

安排母 羊的超排发

情时间 与自然发情周期开始的时间越接近
,

超排效

果越好
。

重复超排一般选上次超排效果好的母羊
,

而 且

在激素用量上会有所增加
,

所以超排效果并不会降

低
‘ ·

汤
· ·

”三。

如果前面几次冲胚操作规范
,

则重复采胚

的数量不会下降
。

但是如果 次重复超排时间安排

很近
,

则会影响第 次的超排效果
。

因此
,

实践中最

好选 上次超排后 已经产过羔的 母羊进行第 次超

排
。

黄体退化母羊的超排效果较差
,

但并不是 由于

黄体退化导致受精卵退化所致
。

在生产实践中
,

于母

羊发情结束后的 左右放置阴道海绵栓
,

以 防黄

体退化 而影 响受精 卵退 化
。

实际 上通 过研 究
卫
发

现
,

黄体退化母羊本身可能内分泌有问题
,

超排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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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不好
。

但有时母羊黄体退化后还可 以收集到数

量较多
、

质量较好的胚胎
,

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

本研究发现
,

卵巢上有卵泡母羊的超排效果普

遍较好
,

与一些报道
’, ·

’‘月认为大卵泡可能会增加

未受精卵比例的结论不尽一致
。

这可能是因为本试

验所用的 超排剂量是经过试验筛选的
,

卵巢上

存在卵泡的供体显然对 的超排反应较为敏感
,

超排效果也相对较好
。

另外
,

本试验所用 的量

较赵霞比 ’ 〕,

余文莉等川及苏和等圈 的用量要高得

多
,

但与 丁 红田口等人 的用 量 接 近
,

笔者 曾用 赵霞

等队 ‘ 丑推荐的 剂量超排无角道塞特绵羊
,

但超

排效果很差
,

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当供体超排按程序结束后
,

按时发情羊的超排

效果一般较好
,

而推迟发情羊的超排效果相对较差
。

如果母羊发情推迟 以上
,

超排反应就很差或者

只表现发情而无卵巢反应
。

林峰等 “ 〕也在山羊上观

察到这种情况
。

因此
,

在实践生产中
,

如果超排母羊

发情推迟 以上
,

则可放弃冲胚
,

以避免供体手

术的不必要损伤
。

﹁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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