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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中毒对家兔繁殖机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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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3 组成年母兔按每千克体重分别肌注含硒 0. 3, 0. 4, 0. 5 m g 的亚硒酸钠溶液, 每周 1 次, 历时 8 周,

复制出家兔亚急性硒中毒动物模型。结果表明, 中毒程度与给硒量有关, 试验组血硒浓度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中

毒剂量的硒可以使家兔生长缓慢、消瘦, 发情率、怀孕率和胎仔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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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是人和动物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 具有重要

的生物学功能, 其中包括对繁殖功能的影响。在缺硒

情况下, 母畜发情异常或不发情, 受胎率降低; 有的

母畜虽能正常排卵和受胎, 但胎儿在母体内不能正

常发育。硒过量时对繁殖功能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母畜受胎率和产仔数均下降, 仔畜发育迟缓[1 ]。有关

硒中毒对家兔繁殖机能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

旨在实验条件下, 观察硒中毒对家兔繁殖机能的影

响, 为硒的繁殖毒理学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试验动物　成年母兔 64 只, 公兔 8 只, 体重

(2. 35±0. 41) kg。常规饲养, 试验前注射兔瘟疫苗,

观察 1 周。

1. 1. 2　主要仪器和试剂　JA SCO P FP2550 型荧

光 光 度 计,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生 产; 亚 硒 酸 钠

(N a2SeO 3 ) , 化学纯, 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批号

870406; 2, 32二氨基奈 (DAN ) , 分析纯, 英国进口。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动物分组及试验剂量　64 只母兔随机分为

4 组, 即试验É 组、Ê 组、Ë 组及对照组。试验É , Ê ,

Ë 组分别按每千克体重以 0. 3, 0. 4, 0. 5 m g 剂量的

硒后肢分点注射灭菌的亚硒酸钠溶液, 对照组用同

样的方法注射生理盐水 1. 0 mL ökg。每周 1 次, 连续

8 周。

1. 2. 2　血样制备　试验前和在第 2, 4, 6, 8 次给硒

后 24 h 大隐静脉采血, 10 göL 肝素钠抗凝, 置冰箱

4℃保存, 用于血硒浓度测定。

1. 2. 3　血硒含量分析　微量硒荧光光度法[2 ]。

1. 2. 4　繁殖试验　第 8 周给硒后让公、母兔自然交

配。15～ 16 d 内以母兔出现发情表现并接受公兔交

配者计为发情兔。以发情兔占该组兔的百分率作为

发情率。以交配当日计为 0 d, 分别于交配后第 6～ 9

d 将母兔剖杀, 以子宫血管扩张, 卵巢上有典型的黄

体存在, 子宫内有黄豆粒大小至小花生米粒大小的

球形突起 (胚胎) 者判定为怀孕, 以怀孕兔占发情兔

的百分率作为怀孕率[3 ] , 并统计胎仔数。

2　结　果

2. 1　中毒症状

　　É , Ê , Ë 组家兔在每次肌注硒 30～ 40 m in 后

表现精神沉郁、呆立、不愿走动, 1 h 后基本恢复正

常。随着给硒次数增加和试验时间的延长, 中毒症状

逐渐明显, 表现为呼吸浅表, 心跳加快、发抖, 站立不

稳, 后肢皮肤破溃, 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剂量有关, 即

Ë 组> Ê 组> É 组。试验后期 (第 6, 7 周后)反应有

所减轻。试验Ê , Ë 组在第 4 次给硒后各死亡 1 只和

2 只。死前家兔精神极度沉郁, 呼吸困难, 四肢无力,

倒地而死。整个试验期间, 试验组兔逐渐消瘦, 生长

缓慢, 对照组兔无异常表现。对死亡兔进行尸体剖

检, 发现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和病理变化。

心脏质地柔软, 心肌有米粒大小的出血点。肝脏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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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边缘变钝, 切面有多量血液流出。肾脏肿大, 被膜

易剥离, 表面有出血斑点。消化道以肠系膜水肿、十

二指肠出血为特征。

2. 2　全血硒含量测定结果

试验各组家兔全血硒含量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 试验前血硒浓度在各组间无显

著差异。整个试验期间, 同期试验组血硒浓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 (P < 0. 05 或 P < 0. 01) , 试验组间血硒浓

度差异不显著。

表 1　家兔全血硒含量测定值 (n= 3)

T ab le 1　Concen tra t ion of w ho le b lood selen ium in rabb its (n= 3) ΛgömL

周次
W eek s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É 组
Group É

试验Ê 组
Group Ê

试验Ë 组
Group Ë

0 0. 089±0. 017 0. 096±0. 017 0. 092±0. 110 0. 095±0. 016

2 0. 097±0. 019 0. 363±0. 061 0. 361±0. 113 0. 366±0. 011

4 0. 063±0. 019 0. 368±0. 064 0. 367±0. 065 0. 545±0. 119

6 0. 059±0. 010 0. 483±0. 078 0. 615±0. 181 0. 708±0. 295

8 0. 068±0. 011 0. 509±0. 070 0. 515±0. 111 0. 666±0. 047

2. 3　过量硒对家兔繁殖率的影响

2. 3. 1　发情率和怀孕率　试验各组的发情率列于

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 对照组与试验组的发情率、

怀孕率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 试验组间无显著

差异 (P > 0. 05)。

表 2　发情率和怀孕率统计表

T able 2　Statist ical data of p ropo rt ion of oestrus and gesta t ion in rabb its

组别
Group s

动物总数ö只
To tal an im als

发情数ö只
N um bers of

oestrus

发情率ö%
P ropo rtion of

oestrus

怀孕数ö只
N um bers of

gestation

怀孕率ö%
P ropo rtion of

gestation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16 16 100 16 100

试验É 组 Group É 16 12 75 8 67

试验Ê 组 Group Ê 15 10 67 7 70

试验Ë 组 Group Ë 14 10 71 7 70

2. 3. 2　胎仔数　供试家兔胎仔数的测定结果列于

表 3。由表 3 可以看出, 试验É 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 (P > 0. 05) ; 试验Ê , Ë 组与对照组有极显著差异

(P < 0. 01) ; É , Ê , Ë 组之间无差异 (P > 0. 05)。

表 3　胎仔数统计表 (n= 3)

T ab le 2　Statist ical data of em bryo num bers in rabb its (n= 3)

组别
Group s

胎仔数
Em bryo num bers

平均值
A verage num ber

组别
Group s

胎仔数
Em bryo num bers

平均值
A verage num ber

对照 Contro l 8, 9, 8 8. 3±0. 58 Ê 组 Group s Ê 6, 6, 5 5. 7±0. 58

É 组 Group s É 8, 6, 5 6. 3±1. 53 Ë 组 Group s Ë 6, 6, 4 5. 3±1. 15

3　讨论与结论

3. 1　家兔硒中毒模型复制

　　3 组家兔分别按每千克体重肌注含硒 0. 3, 0. 4,

0. 5 m g 的亚硒酸钠溶液, 可成功的复制出其中毒模

型。家兔消瘦、体重减轻, 并表现出严重的临床症状,

其严重程度与剂量有关, 即剂量越大, 临床症状越明

显, 这也可从死亡情况得到证实 (É 组无死亡, Ê 组

死亡 1 只, Ë 组死亡 2 只)。随着试验的进行, 死亡停

止, 临床症状也有所减轻。这可能是家兔对高剂量的

硒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4～ 6 ]。

3. 2　血硒含量的动态变化

试验结果表明, 全血硒含量随着累积给硒量的

增加而升高, 同期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但到试验

后期 (第 8 周) , Ê , Ë 组血硒含量有所下降, 这与试

验前期家兔中毒症状随给硒量增加而加剧, 后期则

有所缓和相吻合, 只不过是血硒含量变化稍滞后于

症状变化而已。侯文江等[7 ]在研究奶山羊天然富硒

饲料中毒研究中发现, 血硒含量升高到一定程度后,

随着饲喂时间的延长, 其含量则呈平缓的下降过程,

本试验结果与此基本一致。究其原因, 可能是高硒家

兔对过量硒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 吸收器官发生一

定损害, 对硒的吸收减少所致。本试验中, 3 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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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第 2 次给硒后, 症状已很明显, 血硒平均值达

(0. 364±0. 065) ΛgömL。Ê , Ë 组在兔出现死亡时,

血硒平均浓度为 (0. 456±0. 133) ΛgömL。因此可将

血硒浓度> 0. 36 ΛgömL 和 0. 45 ΛgömL 作为家兔

中度硒中毒和严重硒中毒的诊断指标。

3. 3　硒中毒对家兔繁殖机能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高剂量的硒不仅会影响

家兔的生长发育, 而且还会影响其繁殖机能。试验组

兔的发情率和怀孕率都显著低于对照组; 怀孕期胎

仔数试验Ê , Ë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É 组与对照组虽

无显著差异, 但胎仔数也少于对照组。这与其他学者

在其他动物上的研究结果一致。W ash strom 和

O lson 报道[8 ] , 当青年母猪饲料中加入含硒 10 m gö

kg 的亚硒酸钠时, 受胎率和产仔数下降; 仔猪成活

率和体重都降低。究其原因, 可能是中毒剂量的硒对

动物的生殖系统造成广泛损害, 以至于对其发情、排

卵、受孕等各个环节造成不利影响。至于是否引起流

产、胚胎畸形、死胎、胎盘病变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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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effect of se len ium po ison ing on rep roduct ion in rabb its

L IY in -q ian ,W ANG J ian -hua , J IN Ya-p ing,M A Y ong- j iang,

SHEN W en -zheng,L I Qin -fan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ences and V eterinary M ed icin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n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D ifferen t tox ic do ses of S od ium selen ite (0. 3, 0. 4, 0. 5 m gökg, conversion as selen ium ) w ere

given to the experim en ta l rabb its by m ean s of m u scu lar in ject ion w eek ly, and subacu te selen ium po ison ing

model in rabb its w as p roduced over eigh t w eek 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symp tom s cau sed by selen ium

po ison ing had rela t ion to the selen ium do ses given to the rabb its, and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b lood selen ium in

experim en ta l group s w as h igher than that of con tro l rabb its in the sam e period. Selen ium po ison ing cou ld

cau se grow th inh ib it ion, lo ss of body w eigh t and reduct ive rep roduct ion funct ion such as p ropo rt ion of

oestru s, gesta t ion and em b ryo num bers in experim en ta l rabb its.

Key words: rabb its; selen ium po ison ing; rep roduct ive fun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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