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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麝同期发情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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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将 30 头林麝随机分为 4 个试验组进行同期发情处理。在 4 个试验群中, 根据处理药物不同又分为

孕酮片 (M A P)处理和氯前列烯醇 (PG)处理组。M A P 处理组采用M A P 高 (20 m gö头)和低 (10 m gö头) 2 个剂量处

理; 连续用M A P 8 d 后, 一次肌肉注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PM SG) 600 IU ö头。PG 处理组采用 PG 高 (0. 2 m gö

头)和低 (0. 1 m gö头) 2 个剂量处理; 首先一次肌肉注射 PM SG 600 IU ö头, 48 h 后, 肌注 PG 0. 1 m gö头 (或 0. 2 m gö

头) , 6 d 后, 再次肌注 PG 0. 1 m gö头 (或 0. 2 m gö头)。结果表明,M A P 高 (20 m gö头)与低 (10 m gö头) 2 个剂量处理

的同期发情率分别为 62. 5% (5ö8) 和 75% (6ö8) , 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而 PG 组高 (0. 2 m gö头) 和低 (0. 1 m gö

头) 2 个剂量的同期发情率分别为 28. 5% (2ö7)和 71. 4% (5ö7) , 差异显著 (P < 0. 05) ;M A P 组与 PG 组间同期发情

率尽管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但M A P 处理组同期发情率 (68. 7% , 11ö16)明显高于 PG 组 (50% , 7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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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麝 (M oschus berez ovsk ii) , 又名香獐, 麝鹿。

C IT E 公约附录中为Ê 级保护动物[1 ]。由于其具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 现已被大量人工饲养。林麝的繁殖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大多在每年的 9 月至次年 2 月

出现 2～ 4 次发情, 每个发情周期平均为 21 d。由于

这一发情特点, 使得麝个体之间情期配种和受孕时

间相对不集中, 极不利于规模化养殖生产, 同时也制

约着麝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等扩繁技术的研究及应

用。同期发情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当代畜禽的繁殖生

产中, 并在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国内外相继有关于鹿类动物

同期发情技术的研究报道[2～ 5 ] , 但麝的同期发情, 至

今国内外尚未见报道。为此, 本研究对麝的同期发情

技术和处理方法进行了探索, 并取得了初步结果, 以

期对麝人工繁殖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1. 1. 1　供试母麝　来自上海新杨种麝场健康成龄

母麝。选择 3～ 6 岁、健康、无生殖器官疾病、生殖机

能正常的林麝 30 头, 平均体重 7. 8 kg。随机分成

A 1, A 2, B 1, B 2 4 个试验群, 其中A 1, A 2 处理组共 16

头母麝, 采用孕酮片 (M A P) 和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PM SG)处理。B 1、B 2 处理组共 14 头母麝, 采用氯前

列烯醇 (PG)和 PM SG 处理。

1. 1. 2　试情公麝　从该麝场挑选睾丸发育良好, 性

欲旺盛, 体质健康, 膘情良好, 无恶癖的 3～ 4 岁雄麝

4 头, 作为同期发情试情配种用公麝。

1. 2　药　品

PM SG 购自天津华孚高新生物技术公司, 1 000

IU ö支 (批号 20011212) ;M A P 购于上海信谊康捷药

业有限公司, 2 m gö片 (批号 020701) ; PG 购于上海

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0. 2 m gö支 (批号 020116)。

1. 3　试验方法

1. 3. 1　M A P 处理组　A 1 组: 该试验组母麝共 8

头。试验于 10218 开始, 将口服M A P 片拌于料中,

剂量为 10 m gö头, 持续 8 d 后停止拌药, 于 11226 对

该组试验母麝肌肉注射 PM SG 600 IU ö头。然后于

11227 开始, 选择试情公麝对该试验组麝进行试情,

发情的即进行本交配种。A 2 组: 该试验组母麝共 8

头, 其药物处理过程除M A P 剂量为 20 m gö头外,

其他与A 1 组相同。

1. 3. 2　PG 处理组　B 1 组: 该试验组母麝共 7 头。

于 11218 分别对其肌肉注射 PM SG 600 IU ö头; 48 h

(11220)后, 对母麝肌肉注射 PG 0. 1 m gö头, 6 d 后

( 11226) , 再次对该组试验母麝肌肉注射 PG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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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ö头。然后于 11228 开始选择试情公麝进行试情,

发情的进行本交配种。B 2 组: 该试验组母麝共 7 头,

其药物处理过程除 PG 用量为 0. 2 m gö头外, 其他

处理过程与B 1 组相同。

2　结果与分析

2. 1　M A P 试验组处理结果

　　在该处理组中, 口服M A P 片结合肌注 PM SG,

对林麝有明显的同期发情效果。A 1 组试验母麝在药

物处理后 7 d 内共有 5 头发情并配种, 其同期发情

率为 62. 5% (5ö8)。A 2 组的 8 头试验母麝在药物处

理后, 7 d 内共有 6 头发情并配种, 其同期发情率为

75% (6ö8)。该 2 组中均出现有药物处理第 8 d 后发

情的母麝, 因离药物处理时间较远, 未判定为药物作

用的同期发情母麝。经统计分析, 2 组之间的同期发

情率差异不显著 (P > 0. 05, 表 1)。
表 1　M A P 和 PM SG 诱导林麝同期发情处理及结果

T able 1　R esu lts of m usk deers estrus synch ron ization treated w ith M A P and PM SG

组别
Group

供试母麝数
N um ber of m usk

药物处理
T reats

M A Pö
(m g·头- 1)

PM SGö
( IU ·头- 1)

处理日期
D ate

处理后不同阶段发情头数
M usk estrus in differen t t im e

1～ 3 d 4～ 7 d > 8 d

A 1 8 10 600 10218～ 11226 3 2 3

A 2 8 20 600 10218～ 11226 4 2 3

2. 2　PG 试验组处理结果

由表 2 知, 使用不同 PG 剂量, 母麝同期发情数

差异很大。在 PG 处理组中,B 1 组的 7 头试验母麝在

药物处理后, 在 7 d 内仅有 2 头出现发情, 同期发情

率为 28. 5% (2ö7) ; 而B 2 组的 7 头试验母麝在第 2

次肌注 PG 后, 7 d 内共有 5 头表现发情并配种, 其

同期发情率为 71. 4% (5ö7)。经统计分析, B 1、B 2 2

组间同期发情效果差异显著 (P < 0. 05)。B 2 组的效

果明显优于B 1 组, 可能是由于B 1 组 PG 剂量偏低,

母麝对药物处理不敏感, 未能起到同期化的效果。
表 2　PG 和 PM SG 诱导林麝同期发情处理及结果

T able 2　R esu lts of m usk deer estrus synch ron ization treated w ith PG and PM SG

组别
Group

供试母麝数
N um ber of m usk

药物处理
T reats

M A Pö
(m g·头- 1)

PM SGö
( IU ·头- 1)

处理日期
D ate

处理后不同阶段发情头数
M usk estrus in differen t t im e

1～ 3 d 4～ 7 d > 8 d

B 1 7 0. 1 600 11218～ 11226 2 0 5

B 2 7 0. 2 600 11218～ 11226 3 2 2

　　从总的同期发情率看, A 组高于B 组, 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 PG 处理的剂量及时间不太合适。另外,

在用 PG 处理过程中, 还发现个别母麝出现异常反

应, 表现为食欲不振, 粪便变稀, 从而影响了同期化

效果, 这也可能是其同期发情率低的原因之一。
表 3　M A P 处理和 PG 处理后同期发情率、受胎率

T able 3　E strus synch ron ization and concep tion

rates of m usk deer fo llow ing M A P and PG treatm ent

组别
Item

7 d 内
发情率ö%

E strus
rate

w ith in 7 d

8～ 14 d 内
发情率ö%

E strus
rate

during
8- 14 d

受胎率ö%
Concep tion

rates

A 1 62. 5 (5ö8) a 37. 5 (3ö8) 100

A 2 75. 0 (6ö8) a 25. 0 (2ö8) 100

B 1 28. 5 (2ö7) b 71. 2 (5ö7) 100

B 2 71. 4 (5ö7) a 28. 6 (2ö7) 100

　　注: 表中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N o te: N um bers o r values w ith in row w ith differen t superscrip ts

differ sign ifican tly (P < 0. 05).

在同期发情技术中, 受胎率是检验同期发情效

果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A , B 试

验群 4 个处理组母麝同期发情后配种, 受胎率均为

100% , 说明所用激素药物及处理方法未对受胎率产

生不利影响, 该结果均高于其他相关鹿科动物研究

报道中的受胎率 (表 3)。

3　讨　论

3. 1　不同激素对林麝同期发情的作用效果

　　本研究采用 2 种不同性质外源激素, 对林麝进

行同期发情处理, 均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口服

M A P 是孕激素类药物, 该药物反馈性抑制垂体

FSH 分泌, 导致卵泡生长发育受阻, 可人为延长黄

体期; 而 PG 具有较强的溶解黄体作用, 可缩短黄体

期, 使发情期提早到来。2 种药物虽作用性质相反,

但都能达到发情同期化的目的,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

各种家畜及野生动物的同期发情, 并已取得良好效

果[2～ 8 ]。而对于林麝, 国内外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研究

报道。本研究首次把口服M A P 片及 PG 应用于母

麝的同期发情, 从初步研究结果看, 2 类药物处理均

取得了较明显的试验效果, 但在用 PG 处理过程中,

731第 5 期 韩增胜等: 林麝同期发情技术的研究



发现个别母麝出现食欲不振、粪便变稀等异常反应,

可能对林麝同期化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 对于

适合林麝同期发情药物的最佳剂量、最佳药物组合

及处理方法, 仍需进一步研究。

3. 2　不同激素剂量对林麝同期发情的效果

激素的使用剂量直接影响林麝的同期发情效

果。在本研究中,M A P、PG 以及 PM SG 使用剂量均

高于相关鹿科动物的每公斤体重的使用量, 虽然同

期发情效果与鹿科动物得到的结果相类似, 但发情

母麝的受胎率均高于相关鹿科动物的研究结果[7, 8 ] ,

这可能是由林麝本身对外源激素的敏感性不同所引

起。另外, 由表 2 结果看, 经 PG 高剂量 (0. 2 m gö头)

处理的母麝同期发情效果明显优于低剂量 (0. 1

m gö头) , 并且同期发情率 PG 高剂量组 71. 2% (5ö

7) 显著优于低剂量组 28. 6% (2ö7)。本试验对林麝

同期发情技术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探索, 今后仍需

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合林麝同期发情技术和方

法的研究。

在本研究中, 就同期发情效果来看,M A P 处理

法优于 PG 处理法, 但尚不能由此对 2 种处理方法

中药物剂量及作用效果作出最终结论。就试验操作

程序而言,M A P 处理法相对较麻烦, 需要 8 d 连续

饲喂, 使用药物较多, 易造成药物的浪费; 而 PG 处

理法虽操作简便, 但需要注射 2 次 PG, 操作不当时,

易对母麝造成应激。因此在实践中, 除考虑提高母麝

同期发情率外, 还需进一步对处理与操作方法加以

研究改进, 从而使之更易应用于规模化人工养麝的

扩繁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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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st ru s synch ron iza t ion in fo rest m u sk deer (M oschus berez ovs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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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rty fo rest m u sk deer w ere random ly allocated in to fou r group s to be trea ted w ith 10 m g

m edroxyp rogesterone aceta te (M A P) , 20 m g M A P, 0. 1 m g o r 0. 2 m g p ro stag landin F 2a (PG). A fter an 82
day period,M A P treatm en ts w ere stopped and m u sk deer w ere adm in ist ra ted an in tram u scu lar in ject ion of

600 IU p regnan t m areπs serum gonado troph in (PM SG). T he m u sk deer of the PG group to be adm in ist ra ted

an in tram u scu lar in ject ion of 600 IU PM SG (d 0, 0 h). A fter 48 h, the m u sk deer w ere trea ted w ith 0. 1 m g

o r 0. 2 m g PG. O n 10 d, the m u sk deer a lso trea ted by 0. 1 m g o r 0. 2 m g PG.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est ru s synch ron iza t ion w as sim ilar (P > 0. 05) betw een tw o M A P2t rea ted group s and occu rred

in 62. 5% (5ö8) and 75% (6ö8) of the m u sk deer received 10 m g and 20 m g M A P, respect ively. T here w as

also no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 betw een M A P2t rea ted group and PG2t rea ted group (P > 0. 05) and incidence

of est ru s synch ron iza t ion w ere 68. 7% (11ö16) and 50% (7ö14). Incidence of est ru s synch ron iza t ion w as

no t sign if icance (P < 0. 05) betw een tw o PG2t rea ted group s and occu rred in 28. 5% (2ö7) and 71. 4% (5ö
7) of the m u sk deer received 0. 1 m g and 0. 2 m g PG,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fo rest m u sk deer; est ru s synch ron iza t ion; ra t io of synch ron iza t ion; ra t io of concep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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