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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化学脱毛试验研究报告 (初报 )

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 陕西省定边县种羊场

摘 要

绵羊化学脱毛是当前 国内外正在研究的一项新技术
。

本试验用环磷酸胺 ( C P A ) 脱 毛效果显著
。

试验为一年 ( 1 9 77
.

5
.

26

—
1 9 78

.

6
.

10

日
,

即从前一年剪毛前到翌年剪毛期 )
,

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为脱 ( 剪 ) 毛前后

( 17 天 )
,

主要观测羊的生理表现
、

健康情况
、

采食饮水
、

脱毛现象 ( 如开 始 脱 毛 时

间
,

脱毛持续时间
,

感观脱毛过程
,

部位脱毛顺序
,

残留未脱毛和后生短纤 维 的
·

脱 毛

等 )
、

体重
、

体况
、

毛长
、

被毛油汗等
。

第二阶段为脱 ( 剪 ) 毛后到期末 ( 整一年 )
,

主要观测除第一阶段的
“
脱毛现象

” 以外的其他内容
,

同时注意羊的繁殖和脱毛后的适

应能力
,

搜集有关影响脱毛的基本资料
。

两阶段脱 ( 剪 〕 毛前都采试验毛样
。

也考虑到

化学脱毛的经济效益与推广等问题
。

试验结果表明
:

C P A 以静注 30 m g / k g体重和 口 服 35 m g / k g体重脱毛效果好 ; 试验羊的

主要生产性能都有提高
,
脱毛后的羊对恶劣气候条件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C P A在绵羊

体内无明显的蓄积作用
,

也无毒性残留
;
化学脱毛比常规剪毛的经济效益高

。

但要推户

应用
,

还须扩大进行系统的重复试验
。

为了探索改进传统的绵羊手工剪毛和机械剪毛法
,

增加羊毛长度和提高产毛量
,

改

善羊毛品质
,

避免因剪毛保定
、

翻转与剪伤皮肤而致羊只的无谓伤亡
,

并减轻剪毛的繁

重体力劳动及费用
,

缓和剪毛季节农牧争劳的矛盾
。

近年来
,

国外曾有用化学药品进行

绵羊脱毛的试验报导
。

我们也于 1 9 7 7一 1 9 7 8年进行了这一试验研究
。

现将结果作一初报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绵羊
:

共 15 只
,

其中公羊多属陕西细毛羊的自群繁育羊
,

母羊全为新疆细毛

羊
。

试验羊均为一年内健康无病
,

发育正常
,

体重相近
,

体况中等以上
,

主要生产性能

差异小
,

被毛品质有代表性并尚未 自然脱毛的 2 一 4 岁个体
。 、

注射用环磷酞胺 ( C P A ) :
每小瓶含有效成分 20 0毫克

,

粉剂
,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

出品
,

批号 7 5 0 3 0 6
。

静脉注射用生理盐水溶解
,
口服用沉淀后的井水 ( 偏碱性

, p H旬 Q

一 .8 5 ) 稀释后服
。 、 `

… 试验分缉
:

本试验主要目的为测定C P奏的不同剂量和使用方法的脱毛效果扒欲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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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量作为主处理
,

同时比较静注与口服两种方法的脱毛作用 ; 此外
,

在试验分组时
,

也注意到绵羊品种
、

性别
、

年令
、

体重
、

体况及被毛品质等因素与化学药剂脱毛效果的

关系
,

因而
,

各组羊在 以上诸方面基本相似
。

供试的 15 只公母羊各在大群内同群放牧管

理
。

试验组羊 n 只
,

按每公斤体重分别投给 C P A 25
、

30
、

3 5和 40 毫克而分为四组
,

对照

组羊 4 只
。

详见表
一

l 所示
:

表 1 试验绵羊分组表

体重

( k g )

体格

大小

被毛品

质 ②
膘情

下中同同4月任

给给药药 给药量量 羊羊 品种种 性性 年令令

卞卞诊诊 ( m
口 、、 县县 角角 早 l!!! f 史 、、

试试验 1组组
/ J ’

伯 }}}!
、 ` 。 ,

}}}} J
}}}一 岁 }}} }}}

、 二户 ///

静静静注注 1 1 1 2
。

555 5 1〔 444 SSS 色 一一 222

((( 2 5 m g / k g ))) 1口服服 1
1 0 5 0

·

o ……” 5 7 7 】】 R ………早 ……一4
一一

,, `

试验 2 组组 静注注 1 3 5 0
。

000 5 2 2 999 SSS 古古 222

口口口服服 1 3 5 0
.

000 5 1 4 333 PPP 恋恋 222

一一

( 3 0 m g / k g ))) 静注注 1 2 6 0
。

000 3 4 8 999 RRR 罕罕 444

一一

试疆
。 组

{{{
口服服 1 0 8 0

。

000 3 5 6 000 RRR 早早 444

………静
注

……}
` , 2 5

·

5

一一…
3 2 3 555 RRR

…
乙 lll…

`̀

口口口月及及 1 7 5 0
,

000 5 1 6 444 SSS 乙乙 222

静静往往 1 4 0 0
。

000 3 4 1 999 RRR 早早 444

口口 服服 1 4 0 0
。

000 3 4 1 666 RRR 罕罕 444

}}}
静注 一一{

2 3 0 0
.

“ lll{
4 48 5

;;;
一 R 一一舌舌 333

中等

中等

4 4
。

5

4 2
。

O

中上

中上

中等

中等

。

0

.

O

。

O

上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同下
,

奋 奋

同中
_

同上

同中

一

伺上

同下
_

同中

伺中

尸0t39曰八匕月组J任浦任gd

5444
.

…
ùj八曰八曰0
ù刁口成J

J
4刀任

少兰…吟 5

{
4
卜伺上 )

、 1等 }
5 1

.

。

…
4

{
同正 :

,

同中

同中

同上

月任4…
,̀八卜一了5

COC口上等

中等

中等

往
. ① S— 陕北细 毛羊的 自群繁 育羊 R

—
新疆细毛羊 P

— 波尔华斯羊

②同上— 指 同质度 良好 同中— 同质度 中等 同下— 同质度差
。

` 试验经过
: 试验在定边种羊场进行

。

开始时间安排在大群羊开始剪毛前 一 周 龙右

( 因从给药到开始脱毛约需一周左右时间 )
。
全部试验时间为一年 ( 19 77

.

5
.

26 一 1 9 78
.

6
.

10 日 )
,

即从当年剪 ( 脱 ) 毛前到第二年剪毛
。

试验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 一 阶 段

瓜功了7
.

5
, 2 6一名

.

n 日 ) 除尧成表 1 所列各项内容的观测外
,

每天在出牧前
、

放牧中和

归找后的限定时间内对羊只进行全面观察
,

.

并于出牧前和归牧后测定每只羊的斗般生理

常数 ( 体温
、

心跳
、

呼吸 ) 与观察记载羊在当天的游走采食
、

异常表现和脱毛情况
;

向

时在此阶段始末对试验羊体重
、

膘情
、

毛长和被毛油汗等进行比较
; 在剪 ( 脱 ) 毛前采

集羊毛分析样品
,

以 与翌年羊毛品质比较
, 搜集并统计此期内的有关气象资料

,

以便分

析某些生理或病理现象及脱毛表现
。

第二阶段 ( 1 97 7
.

6
.

12 一 1 9 7 8
.

6
.

10 日 ) 规定每月1 2

月尽试验开始半年时 ( 即 1 9 77
, 1 1

.

26 日 ) 的早上出牧前 ( 限定时间同第一阶段 ) , 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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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主要观测记载每只羊的三项生理常数与机能表现
、

被毛状态与毛长
、

体重及一力来

的采食
、

游走
、

异常表现
、

抗病力等
,

临时有特殊表现的羊随时观测记载
,

并给予适当

处理
。

期来对试验羊的生理机能
、

生产性能
、

脱毛后的适应能力等
,

亦进行一次全面气己:

载
,

并于剪毛前采集分析毛样
。

最后比较全试验期及 其两个阶段内的试验内容的变化
,

研究化学脱毛效果 和对羊只以后的影响及其推广价值
。

全吉 果

( 一 ) C P A 的脱毛效果

试 硷结
一

果表明
,

C P A能够引起绵 准脱毛
,

并以试验 3 组佼为理想
。

从给药方法看
,

以小剂量静注 ( 25 一 35 m g / k g体重 ) 效果最好
,

采用大剂量目服虽也奏效
,

但不经济
。

从性别 看
,

公羊比母羊开始脱毛早
,

但持续时问有较母羊长的趋势 ( 表 2 )
。

表 2 C P A 与说毛关系比较

挥一 : 注
: 1 .

v

一
静脉注射

。
P

—
口 服 ( 下同 )

。
.

_ , 一 ,

扮
一

: 气 屯 2 。

主要部位包括着 甲
、

背
、

民
、

肩
、

体侧
、

股
、

腹七个 部位 ( 下 同 )
。

二 3二
“ 以上 ” 、 “ 以 后 ” 指余极少毛当时未脱

。

( 二 ) 脱
一

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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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一

1一 少开始脱毛时间
。

由表 2看出
,

多数试验羊在给药后的第 7 一 8 天开始脱毛 更戊
8奢

.

冬脸 )
_

。 : 最早脱毛的是试验 3 组采用口服方法给药的 5 1 6 4号公羊 ( 附图 1 , 2 手
,

时间

是在给药后的第 6 天 , 开始脱毛最晚的是试验 2 组采用静脉注射方法给药 的 a 4 8 9号 母
;

羊 ,
.·

时间是在给药后的第 g 天
。

试验还表明
,

膘情好而被毛虽同质但品质较差的公羊
, 二

比膘情差而被毛同质且 品质较好的公母羊都脱毛早
;
膘情较好的母羊

,

如果其他条件与 :

膘情较好的公羊相似
,

其开始脱毛时间比公羊晚
,

但比其他条件与之相似而膘情较差的

母羊开始脱毛早
。

.

、

附图

2
.

脱毛持续时间
。

由表 2 可见
:

1一 2

( 1 ) 主要部位脱毛持续时间多为 1一 2 天
,

共

耳羊 (众
、

间最长
`

之

母各四界 )
,

占试验羊的 72
·

7 ,幻 其中属静注者五只
,
口服者三只

。

而持
8 天以上 ) 的两只羊全属口 服

,

分属于 l
、 2 组

。

( 2 ) 全身脱完毛的持

间多为 8 一功夫以上不等
,

共九只羊 (公羊五只
,

母羊四只 )
,

占试验羊的 8 1
.

8 % ,

其中属静注者四只
,
口服者五只

。

脱毛持续时间最短的是试验 3 组采用静注的 3 4 1 9号母

羊 (
·

3 天 )
。

总之
,
无论主要部位或全身脱完毛的持续时间

,

静注者比 口服者时间短
,

效果好
,

而与绵羊性别关系不密 切
,
各组相比

,

均 以试验 3 组脱毛持续时间最短
。

乙、 ` .3 感观脱毛过程
。

为了深入观察和记载不 同部位或同一部位的被毛感 观 脱 毛 过

程乙
“

我们将脱毛全过程试分为五个阶段
,

即尚未抹下
、

较度抹下
、

能够抹下
、

基本脱下

和完全脱下
,

并分别 以符号 。
、

I
、

I
、

l
、

W表示 ( 见表 3 )
。

表 3 说 明
,

给药量愈

大
,

第二阶段 ( I ) 出现愈慢
。

从五个阶段的转化过程看
,

以 。 、 I 阶段最慢
。

多为

协匕 6 夫 ;
`

其次是 l , F阶段
,

多为 1一 3 天不等
; 最快的是 1一 I 阶段 ( 即轻度抹下

沐能够抹下 )
,

多为 l 天
。

以性别论
,

公羊以试验 3 组采用静注的 5 1 64 号脱 毛 过 程 最

快
,

而各组母羊则差异不大
。

被毛品质差者 比好者脱毛过程快
。

认 仁 4一 各部位脱毛顺序
。

据对试验羊各部位的脱毛时间统计
,

多数羊表现了如下的顺

序
:
背

、

腹
,

省甲
、

沉
、

体侧
、

肩
、

颈
、

股
、

头
、

前肢和后肢
。

可见
,

羊体脱毛顺序基

本上是 由上到下 ( 腹部例外 )
,

由体侧向前后两端
,

从近心端到远心端以及同一部位内

由中心到边缘依次变化着
。

羊的年令与各部位脱毛的整齐性关系不明显
。

部位脱毛最快

最整齐的要数试验 3 组的公羊和试验 2组的母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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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羊的感观脱毛过程比较 单位
. 日

组组组 试 验 羊羊 给给 感 观 脱 毛 变 化化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

羊羊羊号号 性性 被 毛毛 方方 0 一 III I一 III I一 I
’’

, 一那那
别别别别别 品 质质 法

,,,,,,

试试试 111 5 1 9 444 否否 同 下下 VVV 5 一 666 lll 111 l 一 字
...

验验
.....

3 5 7 777 旱旱 同 中中 PPP 5 一 666 1 一 222 1 一 2
、、

卜 2 卜 !!!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2222222 5 2 2 999 古古 同 下下 VVV 5 一 666 lll 1 一 222 l 一 222

5555555 1 4 333 各各 同 ,
下

,, PPP 5 一 666 lll 111 l 一 444

.......

3 4 8 999 早早 I司 上上 VVV 666 l 一 222 l 一 222 l 一 222

3333333 56 000 罕罕 同 中中 PPP 5 一 666 lll
`

111 1一 3
---

_____

333 3 2 3 555 古古 同 上上 VVV 5 一 666
、

lll 222 l 一 222

5555555 1 6 444 古古 同 下下 PPP 555 lll OOO
` ’

lll

3333333 4 1 999 早早 同 中中 VVV 666 lll 111 l 一 222

3333333 4 1 666 早早 同 中中 PPP 666 1一 222 III lll

.....

444 4 4 8 555
、

古古 同 上上 VVV 666 lll lll l 一 555

555 3 7 444 古古 同 下下下

444 1 4 777 古古 同 中中中

333 4 8 333 单单 同 中中中

333 6 1999 罕罕 同 上上上

5
.

残留未脱毛
。

我们将在全身脱毛后
,

尚在远心端或循环末梢或着生较粗羊毛的

边缘部位上残留极少量暂难脱下的羊毛称
“
残留未脱毛

” 。

据统计
,

试验羊中除试验 3

组的 3 4 1 9 号母羊没有残留未脱毛和试验 .1 2 组的 3 5 7 7
、

6 1 4 3及 3 5 6 0号三只公母羊基

本未完全脱下外
,

其余 7 只羊均有
一

程度不等的残留未 脱 毛
,

占试验羊的 63
.

6 %
。

按残

留部位计
,

以公羊的阴囊周曲或阴
,

囊下端
、

母羊的乳房

周曲或乳房上部未脱毛者最多见
,

为试验羊数的 1 00 % ,

其次为颈下
,

占7 1
.

4 % , 前胸下部
、

胸下和前后肢下部

各为 5 7
.

1 %
,

而以股前和腹后最少见
,

各占3 0 %
。

这些

残留未脱毛
,

多在全身脱毛后的第 4 一 6 天即全脱下
,

最迟的在第 1。 天脱下 ( 颈节纵皱裳和阴 囊下端 )
.

另

外
,

各组静注者比 口服者残留未脱毛少
、

且最后脱下的

时间早而快 ( 附图 3 )
。

`

”

6
.

后生短纤维的脱毛
。

试验发现
,

当羊休被毛脱

米 ) 并具有毛尖的后生纤维
,

下后
,

尚有 4 5
.

5 %个体仍留有稀疏而短的扮.0 3二。
.

7( 厘

比先期脱下的被毛纤维偏祖但不是可毛 ( 附图 3 )
。

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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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纤维多见于被毛同质而品质中等或较差的个体
,

一般在全身脱毛后的第 3 一 7 天即全

部脱下
。

( 三 )
`

主要生产性能的变化

1
.

体 重
。

在全试验期内
,

试验组比对照组每只羊平均增重多 1
.

6 公斤
,

即 净 增
3

.

7吮
。

试验组中以第 2 组增重最快 ( 特别以公羊尤甚 )
,

比对照组净增 1 3
.

0 % ; 第 l
、

3 两组次之
,

第 4 组反有体重减少 ( 1
.

8 公斤 ) 的现象
。

在 C P A剂量的适宜范围内
,

公

羊比母羊增 重大 ( 表 4 )
。

表 4 试验羊剪 ( 脱 ) 毛后体重变化比较 公斤 )

1 9 7 8年比 1 9 7 7年
组 别 羊 号 1 9 7 7年 } 1 9 7 8年

增
_

减 量 增 减 %

试验 l 组
5 1 9 4

3 5 7 7

{
性

…
{另̀J l

{
“

1
{旱 {

3 8
。

4

3 6
。

4

4 6
。

0

3 8
。

0

+ 7
。

6

+ 1
。

6

+ 1 9
。

+ 4
,

5 2 2 9

5 1 4 3

3 4 8 9

3 5 6 0

+ 1 2
。

1

+ 1 2
。

0

+ 3
。

7

+ 6
。

8

+ 3 1
。

5

+ 3 0
。

0

+ 1 0
。

2

+ 2 1
。

8

尸ao八”
ù

n
ù

…
O

0,é八UQé
一匕产aJ任nj

… + 1
_

。
}

+ 2
.

2

试验 3 组

3 2 3 5

5 1 6 4

3 4 1 9

3 4 1 6

+ 9
。

9

+ 1
。

9

+ 2 3
。

2

+ 5
。

7

八”产Jn
ó

…
,口Q白一勺

`

庄Jlaon dU几bq自JI
.

…
eUO白J任nJ月任J往盖nQnj

试验 4 组 4 4 8 5 4 8
。

8 4 7
。

0 一 1
。

8 一 3
。

7

+ 1 4
。

1比J一一ó一+一

.446
一一

一一.391一一一
均

一
,

一
平

一 移越

4 1 4 7

3 4 8 3

3 6 1 9

5 3
。

0

3 5
。

0

3 6
。

0

+ 3
。

0

+ 4
。

8

+ 4
。

0

+ 6
。

O

+ 1 5
`

9

+ 1 2
。

5

n乙n切0白n
ù

…
O

J组n
U
O,自

月任ù勺,d乃O

4 1
。

3 + 3
。

9 + 10
。

4

川圈间一坦口川图同一妇

注 : 1 。

`

贰

19 77年剪 ( 脱 ) 毛 时间为 6
。

8一 6
。

1 2日
, 19 7 8年剪毛 时间为 6

.

1 1日 ( 公 ) 和 6
。

18日 ( 母 )
、

`
,

3 4 1 9和5 3乞4号两只羊因故未测算 ( 下同 )
。

会
.

产毛量
。

试验组平均每只羊产毛量在两个正常剪毛期内比对
一

照组多

即净增 14
.

2%
,

比对照净增组多 1
.

5 倍
。

试验组中以第 l
、

2 两组增加最多
,

组净增次之
。

各组公
、

母羊互有增减
,

不甚规律
。

如表石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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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试验羊产毛量变化比较 (公斤
’

)

’

· ” 另! 1

…
羊

一…:…
’

1〔 7 7·

…
1, 7 8

二…
~

盲箫 {糕箭
一

……画刃序{二…互)示宜
一

-

…岁
_ }…j 二!二贾二…

试

一………………{……:{…
·

…:……
·

}…:{
一

` 一

; {}
:

…
产 一 ’

试验 3 ·

…{{))…}……{…万万……
一

万
试验 4 组

)
4 4 8 5

…。 上
一

i二竺一…
一

9
·

6

{
·

爪
`

…
· 1 7

·

` _

_ 王
_ _ 均

{
6

·

`

匕里 } 竺
3

_ {二竺竺
刘

一
5 3 7`

…
名

…
6

·

3

… …
,

照
.

` 1` 7

…各 …
6

·

5

…
“

·

5 } + “
·

o { + “ o : 8

。
}

3 48 3 …别
5 .3 { ` .9 { 一 。

·

4 }
一 7 .6

一一二之_ {一兰哩一 吕止
~

上巨- 立
~

生i 匕
-

土生吕_ i
es

丝 i生
平 均

}
5

·

`

…
6

·

”

{
+ 6

·

”

{
` 9`2

注 . 1 9 7 7年全部供试羊 和 1 9 7 8年对照组羊产毛量均减 去留茬毛量 0
.

5 公斤 ( 均算 )
。

3
.

毛长
。

试验组羊一年内比对照组毛长多 0
.

7厘米
,

而每只平均毛长增长量和增

长率比对照组羊却稍小点
。

但在脱毛后的前半年内
,

试验组比对照组羊增长较快
。 ,

试验

组内仍以第 2 组增长最快
,

第 1 组次之
,

第 3
、

4 组最差
。

性别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 表

6 o)
、

,

二 卜洛

4
.

羊毛细度
。

据连续两个鉴定年度的观测结果表明
,

试验组和对照组羊的羊毛细

度变化都不大
,

仅有两只羊有变粗和一只 羊变细的表现
,

但其影响因素又是复杂的
。

5
.

羊毛油汗 ( 见表 7 )
。

从上表可见
,

无论在全试验期或第一阶段
,

试验组羊毛油汗增多
,

颜色加深
,

油汗

分布长度比例都较对照组大
。

而对照组羊反有减少的趋势 ? 以试验组论 , 第 1̀组油汗分

布增加较多
,

第 “ 组最少
, `

.’ “ ’` 气 子
’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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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试验羊毛长变化比较 ( 厘米 )

羊
1勺7 8

.

6
.

1 0日

比 1 9 7 7
。

5
。

26日|刽|ǐ州
号

O八月,

:
no,自月任八h5 1 4 9

3 5 7 7

~~~ 〔二 杏、、 增减量量

888
。

000 + 1
。

777

888
。

555 + 1
。

777

999
。

000 + 1
。

777

999
。

OOO + 2
。

777

777
。

333 + 1
。

000

888
。

000 + O
。

777

777
。

000 + 0
。

777

888
。

555 + 1
。

222

666
。

555 + 0
.

777
,,,,

666
。

555 + ,
·

2

}}}
777

。

888 + 1
·

3

……

777
。

888 + 1
。

000

777
。

333 + 2
。

OOO

555
。

888 + 1
。

555

增减%

+ 2 7
。

0

+ 2 5
。

0

+ 2 3
。

3

+ 4 2
。

9

+ 3 1
。

7

, + o
·

7 {
+ 9

·

6

月41
月

at台

.

…
口OJ叮任̀,曰仄dJ任一ó口八b

试验 2组

5 2 2 9

5 1 4 3

3 4 8 9

3 5 6 0

试验 3
、

组

3 2 3 5

5 1 6 4

3 4 1 9

3 4 1 6

4 5
。

7

5 2
。

9

+ 1 1

+ 1 6

5 8
。

5 + 1 2
。

1

444 4 8 555

毛毛 长长 }}}

666
。

333 3
。

55555

666
。

888 5
。

33333

777
。

333 4
。

88888

666
。

333 4
。

00000

666
。

333 4
.

22222

777
。

333 5
。

00000

666
。

333 3
.

2 }}}

777
。

333 4
.

555

777
.

333 一一

555
。

888 3
·

8

……
3

.

3 5 0` 8 + 2 2
。

6

平
.

~

一 均
_ .

}一竺卫 4
。

2 5 3
。

2 + 2 2
。

2

5 3 7 4

4 1 4 7

3 4 8 3

3 6 1 9

7
。

8

6
。

8

11OJ5
。

3

4
。

3

3
。

8

2
。

8

5 2
。

4 8
。

+ 1 4
。

7

+ 3 7
。

7

+ 3 4
。

9

对照组

~ 二
:

_

置
_ .

_
.

兰一
_ _

{
_

_

_

竺
_ _ _ .

」
.

_
址

:
.

{
, .

_ 二

翌
_

r

7
。

0 竺止{
, 石

~

止竺生
.

注
. 19 7 7年全部供试羊和 1 9 7 8年对照组羊毛长均减 去留茬毛 长 0

.

7 厘米 ( 均算 )
。

( 四 )
’

脱毛后的适应能力
·

`

试验所在地区的定边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
,

拔海高程 1 3 6 1
.

。米
。

属典型的大陆

性气候
,

春季多风沙 ( 每年刮50 次左右的 6一 8级大风多在此时 )
,

夏季酷热
,

秋 季 阴

雨
,

冬季严寒
,

气候条件可谓我省最恶劣的地区
。

1 9 7 7年正值脱毛前后的第一阶段主要气象资料是
:

天气以多云为主 (
·

占40 % )
,

阴

天和晴天各占 3 0 % , 平均气温 1 7
.

6℃ ( 4
.

9一 3 1
.

2℃ )
,

相对湿度 4 4
.

9 % ( 2 2一 8 3 % )
,

风速 4
.

4米 /秒 ( 2一 13 米 /秒 )
,

气压 85 8
.

2毫巴 ( 8 5 4
.

3一 86 3
.

1 毫巴 ) 地面温度 24
.

5℃

( .1 9一 6七 8℃ ) , 总云量 .5 6 ,

降水量 6
.

2毫米
,

日照 1 85
甲

4小时 ( 以后各个时期的资料

不再详述
,

拟另整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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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试验羊羊毛油汗变化比较 单位
:

厘米

组

卜1咋际奈票
)镰蔽…百斋音誉子蔽

! } }瞿 . }

—
!

——
} }_

—
}时的

别 { 号 { 别 }从 }拍 I
一

怜磨 {有丧!折最 { i式笋{娜剪 ){特 展磨 {肖美{勇阶 }扮量1巅爸

一- 干 , 斗下匕二卜
二仁二粤羚舟于粤 {生些 {二 {甲

~

{缈目鲜
匕阵于{一试磐 {

” 1 4 9
1舌 )旦卜…

了
·

”
{

4
·

0
{
5 7

·

1
}甲资!

_ .

曰
.

…
.

曰
.

】”
·

0
;
了

·

”
1
8 7

·

5
{
+ 3 0

·

`
{中券…华亨

平翼毕黔丰琴缨李丫
些掣当黑凳蜂夏犯塑{毕二阵巨{吕燮目草卿缚奖

咚 }
5 2 2 9

{舌 )回卜{
8
·

”
{

7
·

6

{
9 5

·

o

{甲券1淡黄 1淡单 )
”

·

”
{
了

·

”】7 7
·

”
{
一 1 7

·

”
i甲等1呼黄

验 }
“ 1 4 3

}
舌

{卿
中

{
7

·

”
4

5
·

“

…
7 5

·

7

4甲券}
白

{华芭 {
”

·

”
{

7
·

5

{
8 3

·

”
{

+ 7
·

“
1
中
等}补甲

二 1
” 4 8 9

1早 {同上 1
7

·

”
i
“

·

5

{
7 8

·

“
{甲等}白 {淡芭1

了
·

”
}

5
·

“
;
7 9

·

5

{
+ ”

·

”…中等{呼枣
组 1

” 5 6 0 }早 」同中 1
8

·

”
}

6
·

5
{
8 0

·

1}中等 1淡黄 1淡黄 18
·

“ {”
·

5】81
·

“ 1
+ 1

·

“
{中等 }浅黄

述
一

}
3 2 3 5

}
`

}圃
上

1
7

·

”

}
6
·

3

{
” ”

·

“

}
中等}

.

白
.

{
淡节…

7
·

“

}
6

·

5

}
92

·

9

{
· 2

·

9

}
较多

1
浅黄

验 1
“ 1 6 4

}
古

1熨万{
” ·

”

}
“

·

“
{
7 7

·

5

…中等{麒 {华芍 {
”

·

5

}
“

·

5

{
7 6

·

5

{
一 1

·

0

{较多 }淡黄
三 }

” 4 1 9

1早 1
1司中 1

了
·

0

{
5
·

0

1
7 1

·

4
1
中 等 1

白
1淡黄 { } { { { 1

组 {
“ 4 1 6

}罕 1同中 {
“

·

”
{
“

·

5
{
8 4

·

6
{中等 }白 {淡黄 }

“
·

5
{

5
·

”
1
81

·

5
1
一 ”

·

1
1中等 1浅黄

述譬 { ; 4 5 5
{ : {同 卜{

6
.

。…;
.

; …7 3
.

3{较多 {淡黄 }、 黄 }
6

.

5

屁
一

陌云福{
,

石几局酥{i磊
』哭一一

.

止一
三二千一

-

}
一一一一

~

{二二二 }
二二…十二

~ ~

召一 卡一 {
一一

{一一十
一止

{
二二二

平 均 {
7

·

2
}

5
·

8 …7 9
·

2
} … i …7

·

8
)

6
·

5
{
8 3

·

3】
+ 4

·

1】 】
对

1
5 3 7 `

1
舌

{圃
下

}
8

·

5

{
5

·

0

{
5 8

·

8

…中等{碑苹{
淡黄… { } …一

一

丁二下二
照 1

4 1 4 7

1
谷

}里
中

4
7

·

”
{

7
·

”
{
93

·

“

}平竺{淡黄{麟 {
”

·

5

{
“

·

“
…
7 6

,

5

}
一 1 6

·

“

{甲青{誉黄
。 1

” 4 8 3

}
罕 】匣中 )

“
·

”
{
”

· “

1
9 1

·

7

1甲券}
臼

i
白

1
“

·

“
】
“

·

“
{
7 5

·

”
i
一 1 6

·

7

{中誊1补甲
~ {

” 6 1 9
{ 旱 1同上 )”

·

”
{

4
·

” {8 0
·

”
{中等 { 白 ) 白 }

“
·

5 {5
·

5 {8 4
·

“
1

+ 4
·

“
{中等」浅黄

平 均

{
6

·

2

}
5

·

5

}
8 8

·

3

! } } {
7

·

7

{
6

·

。

}
7 8

·

7

}
一 。

·

6

{ 厂
注 . 毛长和油汗观侧时间为 . 1 9 77

.

5
.

2 6 日和 1 9 7 8
.

6
.

1 0日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羊在脱毛后是否能够适应
,

也是我们较为重视的问题
。

1
.

羊的生理表现
。

多数试验羊的生理机能表现正常 ( 详如后述 )
。

仅就三项常规

生理常数测定结果可以看出 (表 8 )
,

试验组和对照组羊在全期除心跳次数前者平均高于

后者外
,

体温和呼吸次数还稍低于对照组 ( 均在正常范围 )
,

但个体差异都较大 , 就第

一
、

二阶段比较
,

两大组平均差异不大
,

而对照组增减的幅度均比试验组多
,

个体差异

与全期有着共同的表现
。

以试验组论
,

第 2 组的休温和呼吸次数均稍高于其他组
,

第 3

组的心跳加快最多
,

个体心跳最高数也多出现于这一组
。

2
.

采食性能
。

所有试验羊在脱毛前后
,

直到试验期结束 ( 即第二年剪毛 ) 的一年

多时间内
,

放钦采食都表现正常 ) , 唯个别匆试验 3组的 3 4 1 9号母羊与5丈6 4号公羊 ,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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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毛后的第三天和第六天出现采食减慢
,

游走迟缓的暂短表现
,

两只羊于次日放牧时

采食和游走都已恢复正常
。

表 8 试验羊生理常数统计 ( ℃
,

次 /分

一

二
一

石
`

…共不否{万瓜万
…
{ )哥霖

;;羹:
。:;

朴二:
寸乡…刃万少乡

秘
一

…
( 3 7

·

:生:
9
一

…
(

;

肠溉
)

」
( 5

:vs’i000
)

…
( 1

:于:
。 )

卜恙
、 ,
沙一

一ù口

一匀一
.

.一J.土

Q曰一n八一一

第二阶段

( 1 9 7 7
.

6
。

1 3一

1 9 7 8
.

1 0 日

3 8
。

2

( 3 6
。

O一 3 9
.

7 ) T( 3 6
.

0一

2 比 l 增减 」 一 0
.

2

一丽
_ : 一1一云砚百下下

一

4 反6

( 6。一 ` 2 0 ’

】
“ 7一 ` 3 0 ’

】
`2 “一“ 6 ’

二竺一匕里二止世止二里扁
3

.

繁殖能力
。

据 1 9 7了年 10 月 12 日刊部分试验公羊精浓
l

钾
l

质检 查结果
,

每只每次射

精量 1
.

0一 1
.

5毫升
, “ 密五

” 者占 67 %
, “

密四 ” 者占3 3 %
。

试验
一

母羊照 常 发 情
、

受

精
、

怀孕和产羔 ( 和试验前一年几乎完全相同 )
。

4
.

复膘与保膘性能
。

据试验始末和试验期巾 ( 1 9 7 7
。

1 1
.

2 6 日 ) 三次感观评定膘情

结果表明
,

试验组和对照组羊在复膘与保膘方而有着相似的一致性
。

5
.

异常表现
。

试验羊中有 6 只在脱毛 后出现了短暂的异常反应
。

其 中三公三母
,

属于试验 l 组者 1只 ( 5 1 9 4号 )
,

试验 2 组者 1 只 ( 3 4 8 9号 )
,

试验 3 组者 4 只 ( 以母

羊较重 )
。

主要表现是
:

脱毛后体温正常
,

多在脱毛后的第 l 一 2 天心跳加快
,

而恢复

正常心跳所需要时间则差异较大 (2 一 1 00 天 )不等 ; 伴随心跳加快的是肌肉轻度颤抖
,

但

持续 l 一 7 天不等 ( 多为 l 一 3 天 )
,

后即消知 另有四只羊在脱毛后 第 2 一 3 天内
,

于腹下
、

股下和前胸出现约拳头大 的小块水肿灶
,

经半天到两天则很快消 知 最 重 的

3遵1 9号于脱毛后第 5 一 6 天曾发生轻度尿血 ( S P A 的付作用 )和左前肢跋行
,

持续
,

1 一 2

天又即消失
。

( 五 ) 经济效益
。

由于化学脱毛不 留毛茬
,

比常规剪毛要多获 0
.

5一 0
.

8厘米 ( 平

均 0
.

7 厘米 ) 的羊毛
。

鉴于试验羊数量较少
,

_

且产毛量受个体和年度条件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我们用毛长折算产毛量的方法
,
以定边羊场成年母羊当年平均 毛长 7

.

07 厘米计

算
,

每只羊可多产毛约 10 %左右
,

则多收入 2
.

50 元
。

化学脱毛还避免了常规剪毛因保定和翻转羊而致的伤亡 ( 一般约占 1 %左右
.

)
,

比

常规剪毛节省时间和劳力在尽一 峨倍以上
,

并节省一定的剪毛费用
,

二
’

. ’
、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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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C P A的脱毛机制与方法
。

C P A是含有氨基二氯乙烷和有机磷环状化合物的复合

制齐 J
。

木 身无活性
,

在体内被 肝微粒体将其羚化变成具有烷化作用的代谢产物 ( 活性物

质 )
,

它主要与细胞内的该酸 坦烷化作用
,

使细胞停止生长
。

它可使毛球细胞的分裂增

危暂时受到抑制
,

并不破坏 毛床及毛乳头细 咆的结钩
,

这样在毛球颈 部附近
,

就形成了

一段薄而脆的细纤维 ( 类椒
“
讥俄痕 ” )

,

但这一过程 很快完成后
,

毛球细胞又恢复了

正常生命活动
,

故脱 毛后经过 1 0一 1 5天新的毛纤维又很快长出
。

`

关于 C P A 的脱毛剂量与方法
,

试验表明以 30 毫克 /公斤体重静注或 35 毫克 /公斤体重

口服效果较好
。

、 ’

2二 对几种脱 毛现象的探讨
。

( 1 ) 开始脱毛时间
。

国外曹有报 导开始脱毛出现在给药后的第 8一 1 4天
,

而此次

试验的最早脱毛在给药后 的第 6 天
,

况且有五只羊均在给药后第 6 一 7 天开始脱毛
,

占

试验羊的 4 5
.

5 %
。

这 与绵羊的品种
、

性别
、

年令
、

个体营养状况与季节等均有关系
。

( 2 ) 脱毛的整齐性
。

从脱毛持续
’

{生
、

感观脱毛过程
、

各部位脱毛顺序及 残 留未

脱毛的脱毛整齐性分析
,

脱毛部位顺序并非国外报导的先 由肩
、

体侧和腿部
,

最后由头
、

腹部 ; 脱毛试验 也说明
,

静注比 口服脱毛整齐而快
。

这在生产实践中颇有重要意义
,

人

们总希
`

望在最短时间内能全脱完毛
,

既有利于对羊的管理
,

又不致由于羊毛被挂失而减

少产毛量
,

破坏套毛的完整性
。

有关这方面的报导目前尚未见到
。

( 3 ) 后生短纤维之所以未与先期被毛一次脱下
,

可能由于这种纤维的毛球 细 胞
-

分裂增殖强度很大
,

C P A对它的抑制作用产生缓慢 , 或者因为这种毛纤维生长速度慢于

先期长的被毛
,

脱毛时未能脱离皮肤的缘故
,

其真正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 ( 国外资料未

及 )
。

不过
,

这种短纤维数量很少
,

即使脱下来只能供作织品的填充物
,

工艺价值 极

低
,

留在羊体表面 3 一 了天
,

还可起到 厦期内轻敞保护皮肤免受强烈 日光暴晒的作用
。

3
.

C P A 对绵 羊主要生产性能的影啊是较明显的
。

以试验 2 组羊生产性 能 表 现 最

好
、

试验 4 组最差
,

这可能与过虽的药物对机体产生舀川
`用而影响整个代谢机能有关

。

试验羊的毛长增
一

民稍慢的原因
,

可能与后期词养条件变差或个体数量少有关
。

试验羊的

羊毛油汗增多是 由于 C P A提高了皮肤腺体活动的结果
。

4
.

适应能力及应采取的借施
。

C P A 虽能短期内使羊心跳加快
,

但据慎密观察
,

一

般对羊的整个生理与代谢机能影响不大
,

因为对照组羊 也相应地增加了心跳次数
,

别无

其他全身性异常表现
。

至于出现径度异常表现的羊多为 试验 3 组
,

说明了 c P A 的适宜用

量不应超过 35 毫克 /公斤体卫
; 另外两只羊虽为 i式验 l

、

2 组
,

这主要是个体特异 性 引

起的
。

因为试验 4 组的药物用量最大
,

但 4 4 8 5号羊并未产生异常反应
,

也说明是个体差

异的原因
。

试验 3 组的 3 4 1 9号母羊由于在放牧丢失的 6 月 1 4日下午和当夜天气突变—舌d狂风
,

.

下暴雨
,

继之又降温受冻
,

第二天找到后已死
。

据剖检所见
,

该 羊因严重感

冒而致肺炎
,

膀眺有少量小点出血
,

民部皮下有小块紫斑
,

别无其它病变 ; 该羊 14 日出

收前 的体温是 3 8
.

7℃
,

心跳 1 1。 次 /分
,

呼吸 16 次 /分
,

当 11寸也非 试验羊中最重者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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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明 3 4 1 9号羊的死与化学脱毛无紧密联系
。

对照组的 53 7 4号公羊于 2月 1 2日观测

时发现患脑包虫病
,

直至 4 月 12 日因病 死亡
。

部分羊 由于脱毛后后的二
、

三天内
,

对昼夜大气温差达 23 ℃ 以上
,

地面温差在 62 ℃以

上的剧变天气难以适应
,

加之中午烈 日暴晒致皮肤充血发红
,

早晚又酷冷使羊发颤
,

但

所有试验羊都很快度过了脱毛后的适应关
,

并且表现了较高的生产力
。

为了在大范围内

实施化学脱毛
,

最希望的是在脱毛后若有三天左右的有云天气
,

特别是牧区羊只即可逐

渐适应
。

而在广大农区或羊只较分散的农牧区可短期舍饲 3 一 5 天
,

也不难解决这一问

题
。

5
。

关于 C P A对绵羊是否有毒性残留问题
,

现多趋于否定
。

C P A 特有的中毒性膀胧

炎是在大剂量注射时才出现的
,

主要由于水解产物在膀恍内浓集引起膀胧刺激症状和少

尿
、

血尿和蛋 白尿等
。

即使如此
,

据几处有关资料记载
,

C P A 在羊体内主要由泌尿系统

排出
,

给药后的 l 一 3 小时内尿里浓度最高
,

24 小时后尿内已无此药 ,
给药后的 2 小时

血中浓度最高
, 6 小时后不再存在

; 给药后经 2 4小时宰 杀的羊肉和内脏器管 里 已 无 此

药
,

健康无菌
。

这些都说明C P A 在羊体内无明显的蓄积作用
,

毒性残留不 复存在
。

本次

试验因受条件所限
,

未能进行这方面测定
。

6
.

探寻更理想 的脱毛剂
。

C P A 的脱毛效果固然 比较明显
,

脱毛费用 也比常规剪毛

低
,

但花费仍然较多
,

今后将随其扩大 使用后成本会再降低
。

但是否能找到一种比 C P A 更

廉价又高效且易推广使用的理想脱毛剂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

鉴于此
,

我们又于 1 9 7 8年春

试用 中草药进行脱毛试验
,

但未获成功
。

在这方面
,

国外也试用过多种化学制剂
,

结果

均不及 C P A 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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