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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超数排卵和同期发情 

酏 表 姜 学 Ⅲ㈣ 
摘 要 用FSH(以4种程序注射)配音LH和前列I豪素对安哥拉山羊和奶山羊进行超 

排处理．结果表明 FSH各给予方式的超排效果『可没有显著差异 (尸> 0．05)I安哥拉山羊对 

超排的反应弱于奶山羊(P<0．05)I超排后回收的可用卵母细胞数显著高于可用胚胎数(P 

< 0．O1)。15一甲基 PGF 和氯前列烯醇对奶山羊的同期发情率基本一致I但二者从注射到发 

情的『可期具有显著差异(P<0．o5)．注射前列腺索的时间显著影响诱导发情效率 ．对奶山羊 

而言 ．在情期的 8～16 d内使用，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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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数排卵技术可为胚胎工程的研究和生产需求提供大量的卵母细胞或胚胎。经过多 

年的研究和总结 ，人们已基本认识了超排反应的影响因素，也掌握了各种家畜较为稳定的 

超排方式“]。在此基础上，目前人们致力于提高超排效率的研究。本研究是在以前研究0 

的基础上，调整了FSH的给予剂量和程序，旨在探索一种更为高效、经济的奶山羊超排方 

式。安哥拉山羊是近年引进推广的新品种，国内正在研究建立其快速繁殖体系，超数排卵 

是其中的基础技术．为此本实验研究了安哥拉山羊对超排的反应性能。 

国内多用 15一甲基 PGF 使动物发情同期化，在山羊上尚未见到使用氯前列烯醇的报 

道，本文总结了氯前列烯醇对山羊同期发情的作用效果及规律，井和 l 5一甲基 PGF“进行 

了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1 超排处理 

在舍饲的奶山羊和安哥拉山羊的发情季节，于情期的 9～12 d开始，以 FSH(武汉激 

素厂，930324)每天上午 8；00、下午 4·00肌肉注射(给予方式见表 1)}发情后立即颈静 

脉注射LH(武汉激素厂，930620)70 IU；于首次注射FSH后第2 d下午肌肉注射 1次l5 

甲基 PGF (上海五洲制药厂。920101)1．0 mL／次或氯前列稀醇(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 - 

930301)0．1 mg／次。采H五者分别在注射 LH同时及 8 h后各配种 1次。 

1．2 卵胚回收 

卵母细胞的回收：发情(注射 LH)后 30~35 h手术 ，暴鳝卵巢、输卵管和子宫．检查 

卵巢表面有排卵点者再用 Dubecco’s PBS(体积分数为 5 FCS)(自配)i中输卵管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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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期发情处理 

在周期的一定天数(多在 8～16 d)，肌肉注射 15．甲基 PGF 1．0 mL／次只或氯前列 

稀酵 0．1mg／次只，观察记录发情时问。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方式对山羊超排效率的影响 

2．1．1 奶山羊可用卵母钿胞数 经 4种处理后，获得的奶山羊可用卵母细胞数见表 2． 

由表2可见，FSH的4种给予方式对可用卵子数没有显著影响。但随总剂量的增加，平均 

排卵数也有所增加(A，B，c组)，相同剂量时，减量法的效果比恒量法稍优(c，D组)。 

表 2 超排方式对卵母细胞数的影响 

2．1．2 奶山羊、安哥拉山羊超排效果比较 比较奶山羊、安哥拉山羊经超排后(均为 

FSH B，C法)所能回收的可用珏数(表 3)可见，安哥拉山羊的头均获胚数小于奶山羊，二 

者差异显著。 

表3 安哥拉山羊、奶山羊超排后胚、即回收氟 

2．1．3 奶山羊超排后卵胚数比较 从 6例(FsH B，C法)供胚奶山羊和 12例(FSH B，C 

法)供卵奶山羊所回收的可用珏、卵数(见表 3)比较中可见，奶山羊经超排、交配后所能回 

收到的可用胚胎数，显著低于直接回收卵母细胞的数目(P<0．05)。 

2．2 前列腺素对山羊同期发情的影响 

2．2．1 不同前列腺素的同期发情效果 由表 4可见，用 l5一甲基 PGF 和氯前列烯醇共 

对 92只(次)奶山羊进行同期发情处理，有 8O只(次)在 1．5～3．5 d发情(注射日为 o)，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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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 86．96 ．5一甲基 PGFz 和氯前列烯醇的有效率分别为 89．z8 和 83．33 ，二者无 

明显差异，如在 8～l6 d注射两者基本一致。 

裹4 不问前列腺寨的同期发情效率 

2．2．2 注射时间对同期发情的影响 前列腺紊的注射时间对同期发情效果有很大影响， 

在情期的 8～16 d注射，与其他时间(7 d以下，17 d以上)注射的有效率具有极 显著差 

异(P< 0．01)。 

2．2．3 平均发情时问 统计氯前列稀醇和 15一甲基 PGF 从注射到发情的时间(表 5) 

表明，氯前列稀醇组从注射至发情的问期明显长于应用 15一甲基 PGF 者，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P<0．01)。 

表5 注射两种前列隙素后至发情的问期 

3 讨 论 

超排效果的估计指标有多种，如卵巢的排卵点数、获卵(胚)总数、可用卵(胚)数等，本 

研究所以用卵(胚)数为指标，是因为超排的目的就是获得能够运用的卵(胚)，如果排卵数 

量很大，但质量太劣，也不能认为达到很好的效果。FSH超排山羊效果优于 PMSG r ，故 

目前山羊超排多用FSH多次注射法。即使用FSH，也仍可因不同纯度而影响超排效果 ]； 

此外，个体对超排处理的不同反应还与遗传特性、年龄、FSH与 LH的比率以及开始处理 

日在周期中的天数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显示，关中奶山羊在周期的 9～l 2 d开始处 

理，FsH总量在230~300 IU时，剂量大小，给予程序(恒量、递减)不会显著影响可用卵 

母细胞的数目。但相对而言，以300 IU FSH递减法进行超排，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自然 

状态下高繁殖羊品种在超排时的排卵率高于低繁殖的品种” ，安哥拉山羊的超排效果不 

及关中奶山羊，也可能正是由于两者繁殖性能的差异。超排后所回收的胚胎数少于卵母细 

胞数，因为在于宫回收胚胎不及输卵管回收卵母细胞彻底，更重要的是，超数排出的卵可 

能难以全部得到正常的受精机会和之后的正常运行和发育，导致胚胎数减少。 

F型前列腺素对动物黄体有明显的溶解作用0 ，这是同期发情技术所妖据的原理。本 

试验显示，只有在情期的 8～16 d注射前列腺素，才能使山羊的黄体溶解获得确切的效果 

(95．70 )，牛上也有类似的报道 ，即在情期的 8～18 d使用PGF 的效果明显优于 4～ 

7 d．牛和羊的黄体在7～10 d发育至最大 ，可见只有发育充分的黄体才能接受前列腺素 

的作用。17 d以后，黄体萎缩，新的卵泡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育．卵巢拄自然的周期进程 

活动，即使注射前列腺素，也不能使其提前排卵。国内多用l 5一甲基PGF 进行周期发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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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氯前列稀醇的应用不很多。李文萍0 曾报道，随机选择新疆细毛羊注射氯前列稀醇， 

得同期发情率为92．Ol ．本试验表明，对山羊使用15一甲基PGF 和氯前列稀醇的同期发 

情效果几乎一致。但二者从注射到发情的间期具明显的差异，前者平均为51 h，后者为 

67．71 h．据此，即可依不同的激素和要求发情的El期而选择合适的注射时间。另一方面， 

两种激素处理后至发情的间期都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范围。这可能与处理时卵泡所处的状 

态有关。现存卵泡可以在黄体形成期排卵，如果在优势卵泡中静止相(mid—static phase)之 

前诱导黄体形成，该卵泡即排卵，从处理到发情的周期较短。相反，如果在中静止相之后诱 

导黄体形成，则排卵卵泡由下一波的优势卵泡发育而来，从而表现一较长的间期。有报 

道[1ll称可以采取控制卵泡波出现的方式来降低这种变化范围，如孕酮和雌激索的处理或 

卵泡部分切除等方式可被用于消除优势卵泡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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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ovulation and Estrus Synchronization of Goats 

Li Yuqiang Zhang Ynng 

(脚 4r mf Veterinary Afedicine·Northwestern AgrlcNlt~al U．iver~t2·Yangling·Shaanzi 71Z100) 

Abstract The superovulatory response in Guanzhong dairy goats and Shaanbei an— 

gora goats has been studied．Superovulation WaS performed in four ways with FSH (tO 

tal doses from 230 1U to 300 1U )，LH(70 IU)and prostaglandin．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sponse of angora goats to superovutation was weaker than that of diary goats 

(P<O．05)，the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ways of FSH did not influence the superovul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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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 effects significantly，and in the same treatment，the recovered viable ooeyte num 

her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0f viahle embryos(P<0．01)．The estrus synchronization 

of dairy goats had also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t experiment
． It appeared that c10- 

prostenol had the same synchronizing effecency as that with 15一methy PGFh，hut the 

duration from injection of cloprostenol to estrus is much longer compared with that with 

15一methy PGF,．(p<0．05)．Only if eloprostenol or 15一methy PGF was-njected in the 8 

～ 16th day of goat estrus cycle，it could induce efficient synchronization consaquance
． 

Key words superovulation，estrus synchronization，dairy goat，angora 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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