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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隐停与克罗米芬对鸡抱窝行为
及醒抱后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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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将 36 只抱窝的丝羽乌骨鸡随机分为 3 组, É 组为对照组, Ê 组第 1～ 2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溴隐停

1. 25 m g, 第 3～ 7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克罗米芬 12. 5 m g; Ë 组, 第 1～ 2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溴隐停 0. 625 m g, 第 3～ 4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溴隐停 1. 25 m g, 第 5～ 6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克罗米芬 25 m g, 第 7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克罗米芬

12. 5 m g, 研究溴隐亭和克罗米芬对抱窝鸡血液中生殖激素含量、抱窝持续时间和产蛋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Ê 组

就巢持续期平均为 6. 67 d, Ë 组平均为 6. 83 d, 对照组平均为 8. 58 d; 对照组、Ê 组和Ë 组使用药物后开始产蛋的

平均时间分别为 17. 42, 15. 92 和 14. 58 d; 处理后 1 个月内的平均产蛋率分别为 37. 72 % , 59. 65 % 和 53. 51 % ; 第

7 天血清中雌激素含量分别为 146. 6, 170. 9 和 210. 45 pgö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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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窝是禽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繁殖行为。

但是, 在现代家禽生产中由于人工孵化技术的普及,

抱窝行为就成了影响家禽繁殖效率的有害因素。凡

是抱窝性强的家禽品种或个体, 其繁殖力相对较

低[1 ]。解除家禽抱窝行为的方法很多, 基本原理在于

降低其血液中促乳素的水平[2 ]。目前, 最常用的方法

是喂服类固醇激素, 然而这种方法对醒抱后家禽的

繁殖能力可能会有不良影响。溴隐停是五羟色胺受

体阻断剂, 能够抑制促乳素的合成和分泌[3 ] , 而克罗

米芬是垂体前叶雌激素受体竞争剂, 能够消除雌激

素对垂体前叶的反馈作用而促进卵巢雌激素的分

泌[4 ]。本研究旨在探讨喂服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对抱

窝鸡血液中生殖激素含量、抱窝行为、醒抱后恢复产

蛋的时间和产蛋性能的影响, 以为提高家畜的繁殖

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药品

　　溴隐停 (匈牙利吉瑞大药厂生产)、克罗米芬 (塞

浦路斯高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 均购自医药商店。

1. 2　供试鸡及其饲养管理

供试鸡为丝羽乌骨鸡, 其饲养方式为地面垫草

平养。每天 16 h 光照, 自由采食和饮水, 所用饲料为

产蛋鸡配合饲料。

1. 3　试验设计

将 36 只抱窝的丝羽乌骨鸡随机分为 3 组, 每组

12 只, 戴脚号后饲养于产蛋鸡笼内, 每个小单笼 1

只鸡。É 组为对照; Ê 组第 1～ 2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

溴隐停 1. 25 m g, 第 3～ 7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克罗米

芬 12. 5 m g; Ë 组第 1～ 2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溴隐停

0. 625 m g, 第 3～ 4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溴隐停 1. 25

m g, 第 5～ 6 天每只鸡每天喂服克罗米芬 25 m g, 第

7 天每只鸡喂服克罗米芬 12. 5 m g。每天的药量均 1

次性喂服。试验于 2005204209～ 2005205208 进行, 为

期 30 d。

1. 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4. 1　抱窝鸡醒抱时间及醒抱后的生产性能　按

照抱窝鸡的行为表现, 试验开始后每天上午和下午

进行观察, 当鸡只不再有抱窝行为表现时判定为醒

抱时间。母鸡醒抱后记录其恢复产蛋的时间及各组

12～ 30 d 的产蛋总数, 计算其产蛋率。

1. 4. 2　血液中激素的含量　在试验开始当天 (第 1

天)用药前翅静脉采血, 每只鸡采 2 mL , 试验第 7 天

用同样方法采血。血样送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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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促乳素 (PRL )、促黄体素 (L H )、雌激素 (E 2) 含

量。测定方法为 ECL 1010 电化学发光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药物对抱窝母鸡醒抱时间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 É 组鸡只平均抱窝持续时间最长,

为 8. 58 d, Ê 组为 6. 67 d, Ë 组为 6. 83 d。这说明溴

隐停对促使母鸡醒抱有明显作用。

2. 2　药物对丝羽乌骨母鸡血液中激素分泌的影响

2. 2. 1　药物对母鸡血液中促乳素和促黄体素含量

的影响　各组鸡两次测定的激素含量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以发现, 所有鸡只在使用药物前后其血样

中促乳素和促黄体素的含量均低于仪器测定阈值的

下限, 无法判定组间和组内的差异情况。

表 1　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后不同时间母鸡的醒抱情况

T able 1　Effect of druggery on broody revival t im e 只

组别
Group s

药物处理后时间öd T im e after druggery treatm en t

5 6 7 9 10 11

平均抱窝
持续时间öd

A verage

É 0 2 2 4 3 1 8. 58

Ê 2 4 4 2 0 0 6. 67

Ë 2 5 2 2 1 0 6. 83

表 2　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对丝羽乌骨母鸡促乳素

和促黄体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ruggery on level of PRL and LH in blood

组别
Group

药物处理后时间öd
T im e after druggery treatm en t

1 7

促乳素ö
(ng·

mL - 1)
PRL

促黄体素ö
(m IU ·
mL - 1)

L H

促乳素ö
(ng·

mL - 1)
PRL

促黄体素ö
(m IU ·
mL - 1)

L H

É < 0. 47 < 0. 10 < 0. 47 < 0. 10

Ê < 0. 47 < 0. 10 < 0. 47 < 0. 10

Ë < 0. 47 < 0. 10 < 0. 47 < 0. 10

2. 2. 2　药物对母鸡血液中雌激素含量的影响　对

试验第 7 天采取的血样进行了雌激素分析, 测定结

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 Ê 组母鸡血液中雌激素

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Ë 组则极显著

地高于对照组和Ê 组 (P < 0. 01)。这说明经过溴隐

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后, 由于鸡的卵泡开始恢复发育,

雌激素分泌量显著增加, 这与各组鸡群恢复产蛋的

时间相吻合。

表 3　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对丝羽乌骨母鸡

雌激素含量的影响 pgömL

T able 3　Effect of druggery on level of E2 of b lood

项目
Item

É Ê Ë

雌激素
E2

146. 6±26. 32 a 170. 9±33. 67 b 210. 45±28. 85 c

　　注: 同行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下

表同。

N o te:W ith in sam e raw , differen t low ercase letter show s sign ifi2

can t differen t. T he fo llow ings are sam e.

2. 3　药物对抱窝丝羽乌骨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2. 3. 1　醒抱后恢复产蛋时间　3 个组鸡群醒抱后

开始产蛋的时间及鸡只数见表 4。据表 4 中的数据

计算各组母鸡用药物后开始产蛋的平均时间, 结果

显示对照组、Ê 组和Ë 组使用药物后开始产蛋的平

均时间分别为 17. 42, 15. 92 和 14. 58 d。这说明经药

物处理, 母鸡群体内促乳素的分泌得到抑制, 卵巢机

能能更早得到恢复。

表 4　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后不同时间恢复产蛋的母鸡数

T able 4　Effect of druggery on laying revival t im e

组别
Group s

药物处理后时间öd T im e after druggery treatm en t

12 13 14 17 18 21

É 0 0 2 5 3 2

Ê 2 3 3 4 1 0

Ë 1 2 6 1 2 0

2. 3. 2　药物处理后 12～ 30 d 内产蛋总数及产蛋率

　各组鸡群在试验开始后的 12～ 30 d 内平均产蛋

总数和产蛋率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 Ê 组和Ë 组

在药物处理后的 12～ 30 d 内的产蛋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 (P < 0. 05) , 而Ê 组的产蛋率也显著高于Ë 组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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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溴隐停和克罗米芬处理后 12～ 30 d 内各组鸡的产蛋总数及产蛋率

T able 5　N um ber of egg and laying rate of every group w ith in 12～ 30 days

项目 Item É Ê Ë

产蛋总数N um bers of to tal egg 86 136 122

产蛋率ö% L aying egg rate 37. 72 a 59. 65 c 53. 51 b

3　讨　论
3. 1　溴隐停对母鸡抱窝行为的影响

　　本试验的结果发现, 抱窝鸡服用溴隐停后, 其抱

窝持续时间明显缩短, 这说明溴隐停能抑制鸡垂体

中 PRL 的分泌。但本试验不同个体对溴隐停的反应

存在较大差异, 有的个体在服用 3 d 即醒抱, 而有的

则在第 9 天醒抱。这是否与鸡抱窝后服用溴隐停时

间的早晚有关,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因为在鸡出现抱

窝行为后采取醒抱措施越早则效果越好。

3. 2　抱窝鸡血液中 PRL 和L H 水平的测定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促乳素和促黄体素, 结

果发现, 所有个体血清中促乳素及促黄体素含量均

分别低于 0. 47 ngömL 和 0. 1 m IU ömL。表明该测

定方法不宜用于鸡血液中促乳素和促黄体素含量的

测定, 这与李昂等[5 ]和 Sharp 等[6 ]的报道有差异。但

究竟是试验方法还是试验动物、测试仪器造成的差

异, 仍需进一步研究。

3. 3　克罗米芬的促卵泡发育和促排卵作用

尽管本试验中Ë 组的克罗米芬用量较Ê 组大,

其血液中雌激素水平较Ê 组高、醒抱也较早, 但从处

理后 1 个月内的产蛋量看, Ë 组反而低于Ê 组。这表

明克罗米芬的促卵泡发育和促排卵作用不明显。究

其原因, 可能与Ë 组服用克罗米芬的时间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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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6 b rooding silk i hen s w ere allo t ted to 3 group s: hen s of t ria l 1 w ere given b romocrip t ine

m esila te 2 days (1. 25 m gödayöhen) , then given clom ifene cit ra te 5 days (12. 5 m gödayöhen) ; hen s of t ria l 2

w ere given b romocrip t ine m esila te 4 days, then given clom ifene cit ra te 3 day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verage b rooding period of t ria l 1 w as 6. 67 days, tha t of t ria l 2 w as 6. 83 days, tha t of con tro l group w as 8.

58 days. T hey began to lay eggs after 14. 58, 15. 92 and 17. 42 respect ively w ith druggery. A verage lay ra te

w ith in 30 days w ere 37. 72 % , 59. 65 % and 53. 51 % respect ively. T he concen tra t ion of E 2 in b lood w ere

146. 6, 170. 9 and 210. 45 pgömL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b romocrip t ine m esila te; clom ifene cit ra te; b rooding silk i hen s; revival from b roody; laying

perfo 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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