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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 3 组共 36 只麻羽柴鸡种公鸡, 分别用雄激素抗原按照 0. 1, 0. 2 和 0 mL 的剂量接种, 研究雄激

素免疫对成年公鸡性机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接受免疫处理 10 d 后的公鸡采精量、精子密度和血液中雄激素的含量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接种 0. 1 mL 抗原的试验组平均精子密度和血液中雄激素含量均比接种 0. 2 mL 抗原的试验组

高, 而采精量则低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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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雄激素免疫可以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雄

激素抗体, 中和循环系统中的内源性雄激素。循环系

统中游离雄激素水平的下降, 会减轻其对丘脑下部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 ) 或垂体前叶促卵泡素

(FSH ) 和促黄体素 (L H ) 合成和分泌的反馈抑制作

用[1 ]。这种反馈抑制作用的减轻, 则会使 GnRH ,

FSH 和L H 的合成与分泌增多, 从而刺激性腺的活

动, 对于公鸡来说能够促进精子的生成, 达到提高繁

殖力的目的。

对小公鸡进行雄激素免疫处理能够使以后睾丸

的重量和精细管直径明显增加[2 ] , 为提高公鸡的精

液质量奠定了生理基础。对成年母鸡的雄激素免疫

试验也取得了提高产蛋率的效果[3 ]。本试验主要是

为了了解雄激素免疫对成年公鸡性机能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选用 36 只健康的 45 周龄麻羽柴鸡种公鸡作为

试验动物, 置于有窗鸡舍内的专用种公鸡笼内饲养。

采用蛋鸡饲料饲喂, 自由采食, 充足供应饮水, 每天

光照 14 h。各组鸡所处条件相同。

1. 2　试验药品

雄激素抗原为雄激素与牛血清白蛋白 (BSA ) 偶

合物的油乳化剂,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研究

所生产。

1. 3　试验设计

将 36 只试验用公鸡分为 3 组, 试验 1 组 12 只,

每只腿部肌内注射抗原 0. 1 mL ; 试验 2 组 14 只, 每

只肌内注射抗原 0. 2 mL ; 对照组 10 只, 不注射抗

原。

1. 4　试验安排

试验在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试验动物房

进行, 激素注射时间为 2002212228, 试验进行至

2003201228, 共 32 d。

1. 5　试验测定

采精采用背部按摩法, 隔日采 1 次, 在下午进

行, 用刻度试管测定采精量; 精子密度用显微镜以估

测法评定为主, 在 5, 15 和 25 日各采用计数法测定

1 次; 27 日每只鸡通过心脏采血 2. 5 mL , 由河南省

人民医院检测中心测定血液中雄激素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雄激素免疫对采精量的影响

　　为了了解免疫对公鸡不同时期采精量的影响,

对精液产量分为 3 段分别统计, 2003201208 前为前

期, 9～ 18 日为中期, 19 日后为后期 (后面的时期均

以此划分) , 测定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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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雄激素免疫对不同时段公鸡采精量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A ndrogen Imm unity on yield of sem en in each period mL

处理
T reatm en t

前期
Earlier
period

中期
M iddle
period

后期
L ater
period

处理
T reatm en t

前期
Earlier
period

中期
M iddle
period

后期
L ater
period

1 0. 379±0. 211 c 0. 409±0. 259 b 0. 310±0. 175 b CK 0. 535±0. 262 a 0. 340±0. 134 c 0. 254±0. 177 c

2 0. 435±0. 269 b 0. 464±0. 216 a 0. 367±0. 136 a

　　注: 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下表同。

N o te: D ata w ith differen t letters in the sam e co lum n indicate sign ican t differences. T he fo llow ing tab le is just the sam e.

2. 1. 1　各组在各阶段的采精量　由表 1 知, 对照组

的采精量在前期明显高于试验 1 组和试验 2 组, 差

异显著 (P < 0. 01 和 P < 0. 05) ; 试验 2 组明显高于

试验 1 组, 差异显著 (P < 0. 05)。试验中期和后期则

不同, 试验 1 组的采精量显著低于试验 2 组 (P <

0. 05) , 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5)。

2. 1. 2　各组内不同阶段采精量变化　从试验进程

看 (表 1) , 对照组的采精量呈现渐进性减少趋势, 试

验前期的采精量显著高于中期 (P < 0. 05) , 极显著

高于后期 (P < 0. 01)。试验 1 组中期的采精量显著

高于后期 (P < 0. 05) , 虽然也高于前期, 但差异不显

著 (P > 0. 05)。试验 2 组各阶段的采精量变化与试

验 1 组相同。

2. 2　雄激素免疫对精子密度的影响

每次采精后立即用显微镜检查每个样品的精子

密度并记录, 各组在各时期的精子密度统计结果见

表 2。

表 2　雄激素免疫对不同时段公鸡精子密度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 of A ndrogen Imm unity on density of sem en in each period 10 亿ömL

处理
T reatm en t

前期
Earlier
period

中期
M iddle
period

后期
L ater
period

处理
T reatm en t

前期
Earlier
period

中期
M iddle
period

后期
L ater
period

1 3. 335±0. 608 a 3. 000±0. 610 a 2. 403±0. 976 a CK 3. 277±0. 576 a 2. 390±0. 928 c 1. 610±0. 646 c

2 2. 876±0. 907 b 2. 250±1. 283 b 2. 085±0. 973 b

2. 2. 1　各组之间精子密度差异分析　经过统计分

析, 试验 1 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精子密度差异在前期

不显著 (P > 0. 05) , 而在中、后期均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试验 1 组与试验 2 组之间在 3 个时期的精子

密度均有显著差异, 试验 1 组的密度均显著大于试

验 2 组 (P < 0. 05) ; 试验 2 组与对照组相比, 在前期

和中期是对照组精子密度大, 后期是试验 2 组精子

密度大, 各阶段均有显著差异 (P < 0. 05)。

2. 2. 2　各组在不同阶段精子密度差异分析　2 个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精子密度在 3 个阶段均呈现渐进

性降低的变化趋势。对照组试验前期的精子密度显

著高于中期 (P < 0. 05) , 极显著高于后期 ( P <

0. 01)。试验 1 组前期和中期的精子密度均显著高于

后期 (P < 0. 05) , 但前期与中期精子密度差异不显

著 (P > 0. 05)。试验 2 组前期的精子密度显著高于

中期和后期 (P < 0. 05) , 而中期和后期之间差异不

显著 (P > 0. 05)。

2. 3　雄激素免疫对公鸡血液中雄激素含量的影响

试验 1 组, 2 组和对照的血液雄激素平均含量

分 别为 ( 4. 895 ± 2. 539 ) , ( 3. 821 ± 3. 174 ) 和

(3. 561±4. 456) ngömL。经统计分析, 试验 1 组与

试验 2 组、对照组之间的血液雄激素含量有显著差

异 (P < 0. 05) , 试验 2 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3　讨　论

通过各种激素之间的协同和拮抗作用, 维持各

自适宜的激素分泌量是保持动物体内稳态的重要基

础。生殖激素免疫利用外源性激素抗原, 刺激机体免

疫系统产生相应抗体, 从而打破其原有的平衡[4, 5 ] ,

达到提高其繁殖力的目的。

根据本次试验结果, 成年种公鸡进行雄激素免

疫后能够提高其采精量, 这种提高趋势在免疫接种

的 10 d 后逐渐表现出来。雄激素免疫接种剂量对成

年公鸡的采精量有影响, 接种 0. 2 mL 的采精量高

于接种 0. 1 mL。雄激素免疫接种还能提高精子密

度, 尤其在接种 20 d 后, 这种效果更明显。雄激素免

疫接种剂量对成年公鸡的精子密度也有影响, 接种

0. 1 mL 的精子密度比接种 0. 2 mL 的要高。这与周

银松[2 ]对小公鸡睾丸发育情况的研究结果相似。

雄激素免疫能够提高成年公鸡血液中雄激素的

水平。本试验表明, 进行雄激素免疫的试验组公鸡,

血液中的雄激素水平均较对照组高。雄激素免疫剂

量对成年公鸡血液中雄激素的水平有影响,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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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mL 抗原的公鸡, 其血液中雄激素含量较接种

0. 2 mL 的要高。这与有关学者[6～ 8 ]测定的血液雄激

素变化结果相似。

本试验在冬季进行, 由于鸡舍保温条件差, 使得

鸡舍内温度长期偏低, 经常出现水槽内结冰现象, 这

可能是造成 3 组鸡群后期采精量和精子密度均较前

期低 (部分比中期低)的重要原因。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 雄激素免疫效果的稳定性

差。在所测得的数据中, 各组内的变化幅度比较大,

说明组内个体之间对雄激素免疫的反应敏感性有较

大差异。这与陶勇[7 ]、朱以萍等[8 ]和周银松等[9 ]的报

道结果相似。但对其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另

外, 本次试验由于时间比较短, 雄激素免疫后对公鸡

繁殖机能的长期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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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rty2six nat ive, yellow 2fea thered, b lack2do t ted roo ster b reeders w ere allo t ted to one of

th ree trea tm en ts, and inocu la ted w ith an androgen ic an t igen at 0. 1, 0. 2 and 0 mL , respect ively. T en days

after androgen ic inocu la t ion, t rea ted roo sters (P < 0. 05) show ed mo re co llected sperm , h igher sperm con2
cen tra t ion s and b lood androgen compared w ith con tro ls. T he roo sters inocu la ted w ith 0. 1 mL an t igen had

h igher sperm concen tra t ion and b lood androgen averages bu t low er co llected sperm than tho se inocu la ted

w ith 0. 2 mL an t igen.

Key words: androgen; inocu la t ion; m atu re roo ster; sexual perfo 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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