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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后做 了两个试验
,

研完在每 日光照 6 小 叶的环沉 中
,

声音对于 l 一 1 2) 司

龄 (试验 l ) 或 1 一 1 4 周龄 (试验 2 ) 日本鸽鸽性腺发育的影 响
。

试 验 分 三

组
:

第一组每天给予 12 小 时的收音机广播声 ; 第二 组每天播放 1 2 小 时成年鹤鹑

鸣叫声; 第三组 为对
.

叭
,

不 播放任何 声骨
。

结 果衣明
,

一
、

二 组雄 钨码 的争 丸

发育显然比 第三组快
,

第一 组 尤 芒 ; 第三组 在 8 一 10 周龄时争 丸有所增大
,

后

来又姜缩 了
。

印菜的发育
,

第一 组 有极 显著的优 势
。

关键词 鹤鹑 ;
覃丸

; 卵巢 ; 声音 ; 光照 ; 试验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

日木鹤鹑 ( C o l u r ,: `丫 e o , ;` r ,“ 二 j a了) o n `。 a ) 被 )
、一

泛 ) {通于有关 光

照周期对于繁殖的影咽的研究
。

它是 一种
一

长光照禽类
:

在
一

长光照下性腺生长 ; 在短光照

下性腺萎缩
。

F ol l
e
tt 和 F a r

en
: 〔 ’ 了发现

,

出壳 . 一 直处 在 每 天 光 照 6 小 时 ( 6 L
:

邓 D ) 环境中的鹤鹑
,

至 l 了。 {可龄
卜

! J
一

翠丸仍然没有变化
。

F ol l
o t 和 M

o u n g g “ 二汰 为
,

每

日光照如少于 1 1
.

5小时
,

就不能引起性腺 发育
。

也有一些报道指出
,

在每天 6 ~ 8 小时

的光照环境中
,

随着日龄的增 长
,

可以出现性腺 发育以至完全的性成熟
。

例如
,

从 1 日

龄起一直处在 6 L :

18 D 环境中的雌鸽鹑
,

在 1洲 日龄 时 达 到 了 性 成 熟 ( S t e
i n 和

aB co
。 ,

1 9 76 ) ; 但是 处在门 L :
l o D 环

.

吃甲 了; : }司 一批鹤鹑
,

平均在 4 。日龄时就开 始 ) 于二

蛋了 〔 3 〕。 K O n is ill 等 〔 ` 考发现
,

在 S L
:

6I D 环交中
,

直至了。日龄闪 拼丸仍无变化
,

但

在此后发育很快
,

在 12 8日龄时有半数鹤鹑攀丸的体
、

积接 近 于 成 年 鹉 鹑
。

S l oP
e s 和

W ils “ n 匕5 ’ 也指出
,

在 6 L
:

怜 D 环凌中
,

雌
、

雄鹤鹑大约在 1 02 日龄浏性成熟
。

O i s h i 和 K o n i s ih 〔 6 〕用尾脂腺的大小作为争丸大小
l
一

自指示物
,

又丁处 万
几 S L , 1 3 D

环境中的鹤鹑进行研究
,

发现有些个体在延长试验期中攀丸一白
_

很小
,

有些则充分发育

起来
。

池们认为
,

这种差异是 由遗传引起的
。

一部分鹤鹑在短光照条件下性腺发闯较快的现象
,

给试验带来混乱
。

在出现性腺发

育的情况下
,

个休差异极大
,

皇丸的重量甚至可 以相差 1 00 倍
。

M ill a l n

等 仁? ’设 想
,

在

6 L
,

18 D 环境中出现肇丸 发育的那些鹉鹑
,

可能是受到 一 些无关的声音刺激之后所产

生的反应
。

G u
yo m a ,二 , h llT O

t
oy m a : c, h 仁“ 〕指出

,

养在短无照环境中的雌 鹤 鹑
,

倘 若

每天在固定时间内能够听到雄鸦鹑的鸣 !: L!声
,

卵巢可以发育
。

M lI la m 等 〔 ’ 〕
发现

,

在一

定时间播放声音
,

能够刺激雄鹤鹑的性腺发育
。

因此有些人支持这一概念
,

即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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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可以促进鹤鹑的性腺发育
,

而在过去
,

人们认为鹤鹑的繁殖只是 严格地受着光照周

期的制约
。

因此进 一步研究在短光照环境中声音对鹤鹑的垂体—
性腺轴的影响

,

是十分有趣

和有意义的
。

本试验的 目的
,

在于了解每天连续 1 2小时的声音刺激对鹤鹑所产生的影响
,

比较不同声音的刺激效果
,

以 及雌
、

雄鹤鹑所产生的反应的差异
。

材料和方法

试验 1是 1 9 8 5年 7 月 9 日开始的
,

试验材料为 2 80 只 日本鹤鹑 ; 试验 2从 1 9 8 5年 1 0月

8 日开始
,

用了3 61 只日本鹤鹑
。

鹤鹑出壳后
,

即养在电热式多层笼内
,

第一周的 光 照

为 20 毛 , 4 D
,

以后为 6 L
:

18 D
,

即早晨 8
.

00 开灯
,

下午 14
.

00 关灯
。

3~ 4周 龄 时
,

将鹤鹑随机分为三个组
,

分别养在条件完全相同的三个环境控制室内
。

在 5 一 12 ( 试验

1 ) 周龄或 5 ~ 14 ( 试验 2 ) 周龄期间
,

对三组鹤鹑分别给予不同的声音处理
:
第一组

每天播放 12 小时的收音机广播声 ( RA ) ;
第二组每天播放 12 小时成年鹤 鹑 的 鸣 叫 声

( Q v ) ; 第三组为对照
,

不播放任何声音 ( N S )
。

第一
、

二组播放声音的时间
,

每 天

从光照结束之前 1小时 ( 即1 3
.

00 ) 开始
,

翌晨 1
.

00 结束
。

在试验 l 中
, RA 组和 Q v 组的声音强度是根据人的主观感觉调节的

; 在 试 验 2

中
,

改用声级计 ( C o l u m b i a R e , e a r eh L a b o r a t o r i
e s ,

M
o d e l S P L 1 0 3 ) 测量

,

QV 组 为

75 一 85 分贝
, R A 组为 75 一 82 分贝

。

N s 室内的声音背景为 60 分贝
。

试验 2 中 Ov 组 与

RA 组的声音峰值是 相近的
,

但人在主观上明显觉得收音机 广 播 声音的强度 比鹤鹑鸣叫

声要高一些
。

这可能是 因为前者是连续不断的声音
,

后者则是断断续续
、

不连贯的
。

收音机广播声 ( R A ) 是用一台收音机收播美国 F M 广播站的正常广 播节 目
,

它 是

由音乐和人的播诵声交替进行的
。

成年鹤鹑鸣叫声
,

是用一盘无终止磁带 在鹤鹑育种场

里录音后
,

在规定时间内连续播放
。

三个环境控制室内的温度都维持在 26 一 32 ℃ ,

每室的天花板上都有三个 75 瓦 白 炽

灯
。

三个室都完全隔绝了外部光线和声音
。

鹤鹑被分为三个组分别移入三个环控室后
,

又被随机分养在 4 层笼的任一层中
。

这

四层 因为与天花板的距离不同
,

光照强度以上层最高
,

为 2 3
.

7勒克斯
;
下 层 最 低

,

为

17
.

2勒克斯
,

三个室的情况一致
。

每次屠宰时
,

从每层中随机取出该室应宰数的四分之

试验 l 的屠宰年龄为 8 , 1 0和 12 周龄
,

试验 2 为 8 , 1 0 ,

12 和 14 周龄
,

每次屠宰数

为每个控制室每种性别 15 只左右
。

屠宰一律在 8
.

30 至 1 0
.

3 0进行
,

宰前先称 活 重
。

试验

1在屠宰之前先用心脏穿刺法采血
。

采得的血液
,

分别放在事先 装 有 30 微 升 2
.

7 m M

E D T A 的小试管中
,

在冰水中保持低温
。

采血完毕后
,

离心
,

将血浆冷冻 保 存
,

供 以

后用放射免疫法测定促黄体素 ( L H ) 用
。

试验得到的数据
,

全部用统计方法进行处理和分析
。

试 验 结 果

( 一 ) 塞丸发育

在试验 1 中
,

各组鹤鹑 8 周龄时擎丸平均重量的范围为 30 ~ 60 毫克
,

10 周 龄 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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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一 3 0 5毫克 ; 1 2周龄时
,

为 3 4~ 3 1 2毫克
。

s 和 1 0周龄时
,

三组 l’de 互无显著 差 异 ; 1 2

周龄时
, RA 组和 QV 组显著大于 N S 组

。
N S 组肇丸 平均重量在 10 周龄时 增 高

,

12

周龄时反而下降
。

在试验 2 中
, 8 和 10 周龄时三组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

尽管 RA 组 10 周

龄时的肇丸重量几乎是另两组的 5倍 ( 图 l ) ; 12 周龄

: e

r
l 2

Iw 『. K S )

、 N `

-
~

~ ~ ~ ~ 目

`

,`

日 1 各组鹤鹑每丸重

全的变化情况

( 上图为试验 1 下图为试验 2 )

时
,

R A 组显著大于另两组
;

14 周龄时
, RA 组和 QV 组

都显著大于 N S 组
,

而且 RA 组显著大 于 QV 组
。

当

RA 组和 QV组 的肇丸逐周增大时
,

N S组同试验 1 中的情

况一样
,

在 10 周龄时增大
,

此后反而变小
。

试验 1 中
, R A 组的年龄与肇丸重量的线性 回归非

常显著 ( P 提 0
.

00 4 )
,

另两组则否
。

试验 2 中
, R A 组

的年龄与擎丸重量的回归仍然极显著 ( P ( 0
.

0 0 1 )
,

QV 组也接近于显著 ( = 0
.

06 ) ; N S组则始终没有显著

变化 ( 图 l )
。

肇丸重量方面最 引人注意的现象
,

是组内的差异
。

例如
,

三个组在每个周龄时都有一些个体的肇丸重 量为

1 0或 10 毫克以下 ( 图 2 和 3 )
,

尽管试验 1 中 10 和 12 周

龄时
、

试验 2 中 12 和 14 周龄时有许多个体的 肇 丸 重 达

10 0 0至 3 0 0 0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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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 2中各组鹤鹑的架丸重量分布情况

( 二 ) 卵巢发育

在试验 1 的 8 和 10 周龄时和试验 2 的 8 ,

10 和 12 周龄时
,

各组雌鸽鹑在卵巢重量上

互 相没有显著差异 ( 图 4 )
。

试验 1 的 RA 组在 12 周龄时卵巢平均重量超过 1 0 0 0毫克
,

喜
’

笋ù
8

物劝耐iO0I3Ct洲

ǎ脚̀à工gHl目,

/

厂丫一一 va
一

-

一一
尹

/

. 1 0 1 2 14

A G E 之W E匕K S 】

图 4各组鹤鹑卵巢重量的变化情况
( 上图为 试验 1 下图为试验 2 )

( 三 ) 血桨 L H

在血浆 L H 与年龄的关系方面
,

极显著地 ( P = 0
.

01 ) 大于另两组
。

试验 2 的 RA 组

在 14 周龄时显著大于 N S组
,

但与 QV 组差异 不 显

著
。

无论试验 1 或试验 2 , RA组在年龄和卵巢 重量

之间都有极显著的回归关系
; 试验 2 的 QV 组的回

归显著性为 P 二 。
.

1 1 ,

试验 1 中则没有 ; N S组则在

2 次试验中均无显著变化
。

RA组的卵巢发育程 度
,

在这两次试验中有些不同
:

在试验 1 中
,

12 周龄时

卵巢平均重为 1 2 6 0毫克
; 试验 2 中仅 52 毫克

。

卵巢

的发育
,

在同龄内和同组内差异 很 大 ( 图 5 和图

6 )
,

这一现象 与攀丸有些类似
。

同一组内
,

有些

卵巢几乎重达 5 0 0 0毫克
,

接近于完全成熟
,

有些则

不到 50 毫克
。

在试验 2 中
,

QV 组有 1只鹤 鹑 10 周

龄时已经产 了 6 枚蛋
,

而其它所有鸽鹑在整个 i式验

期内无一产蛋者
,

尽管有些卵巢已经发育完全
。

吟ao4甜

.oj
|抖L

各试验组
、

各性别间都互有差异
。

QV 组雌
、

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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鹑的 L H 水平虽然都随年龄而增长 (见下表 )
,

但线性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

RA 组雌 鹤

鹑的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但雄鹤鹑的斜率为 1
.

2 ,

显 著 ( P 二 0
.

06 )
。

N S组雄鹤鹑为显著的负相关 ( 一 1
.

7 0 , P 二 。 .

05 )
,

雌统鸡则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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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试验 1中各组鹤鹑的卵巢重里分布情况

试验 1中各组鹤鹑血桨中的 L H 水平 ( 蜡 / m l)

一
了一色

一

一竺、 一…
二…

·

…
一

淤一{甭一下爪…
一

照
雌

R A

Q V

N S

2
. 1 士0

.

3 3
`

戈
.

注士0
.

6 0
.

2
。
3 土 0

。
3 8

`

1
.

5 士 0
.

d s
·

2
.

8 士 0
.

7 8
’

2
。

5 士 0
。

6 1
吕

2
.

4 士 0

3
。

6 士 1

2
.

0 士0

a 、
b

— 同一性舞
、
同如庵龄内具有不同角注的数字

,

差 异显著 ( p廿。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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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试验2中各组鹤鹑的卵巢重量分布情况

( 四 ) 体重

雌鸽鹑的平均体重在任何年龄时都显著 ( P ( 0
.

0 5 ) 高于雄鹤鹑 ( 数字未列出 )
。

在两次试验中
,

各组雄鹤鹑在体重上互无显著差异
。

在试验 1中
,

RA 组雌鹤鹑在 12 周 龄

时平均体重为 12 4
.

5 士 3
.

4克
,

显著 ( P 毛 0
.

0 5 ) 高于另两组 ( QV 组为 1 1 3
.

0 士 1
.

3克
,

N S 组为 11 4
.

0 士 1
.

4克 ) ; 其它周龄时则三组互无显著差异
。

在试验 2 中
,
三组 雌鸽鹑

之间一直没有显著差异
。

讨 论

1
.

前人
〔 ’ , ` ’

的资料表明
,

声音可以激发鹤鹑的性腺发育
。

本试验的结 果与 前 人

的 资料相吻合
。

1
.

试验 l 和试验 2 中
,

雌
、

雄鹤鹑的性腺发育都以 R A 组最快
,

这表明音 乐 和

人的播诵声的刺激效果超过了同物利鸣叫声
。

这一现象
,

不仅很有意思
,

而且 也 很 费

解
。

3
,

有些人研究发现
〔 3 , ` ’ 3 ’ ,

鹤鹑长期饲养在短光照环境中可以出现性腺 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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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比在长光赚环境中要晚得多
。

在本研究 「
1
一

, ,

N S 组的攀丸重量在 10 周龄时增 高
,

后

来又萎缩了
。

研究是在 12 周龄 ( 试验 1 ) : 1

丈1 4周龄 ( 试验 2 ) 结束的
。

假女「!延长时间
,

N S 组是否会出现性腺发育
,

不得而知
。

4
.

过去人们在研究光照对鹤鹑的影响时
,

往往得到一些彼此矛盾的结果
。

看来
,

这些矛盾有可能是外界声音干扰而造成的
。

据 M or .lsj
〔

` ’ 了 报道
,

鸡礼短 光 照环境中可

以产蛋
,

这是否也与外界声音有关 ?

5
。

性腺的发育程度
,

同组同龄内个体间差异很大
。

试验 2 的 QV 组有一只 雌 鹤

鹑 在 10周龄时己经产了 6 枚蛋 ; 但是直到 1 4周龄时
,

各组再 叹有任何一只 产 蛋
。

据 推

测
, 这可能是遗传上的原因造成的

。

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
一

立
,

人们可以希望培育出一个

特殊的品系
,

它们对声音的敏感性超过对光照的敏感性
。

6
.

各处理组及各性别的 I
一

H水平是不同的
,

奇怪的是
,

N S 组雄鹤鹑在 8 周龄 时

较高
,

此后一直较低 ; R A 组是上升趋势
,

QV 组则没有多大变化
。

这种 总的 趋势
,

与

肇丸的发育情况相吻合
。

7
.

鹤鹑在光照作用下所出现的性腺反应
,

同下丘脑中的儿茶酚胺 有 关
〔“ , ·

” ’ ,

它在神经
— 体液链所导致的 性激素分泌量的增减中

,

具有重要作用
。

声音的作用机理

是否也与儿茶酚胺有关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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