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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采用 CID R(阴道药栓 )+ PM SG(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的方法分别对塔里木马鹿 (Cervus ela-

phus yarkandensis)、天山马鹿 (Cervus elaphus songaricus )和梅花鹿 (Cervus nippon)进行了同期发情处理 ,目

的是将自行研制的 CIDR与新西兰产 CID R从处理效果与成本上进行比较。此外 ,还将 GnR H与 h CG对母鹿

的促排卵作用进行了比较 ,其中重点对塔里木马鹿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 ,本试验设计的 CIDR及配

套处理方案与新西兰进口 CID R的处理效果无明显差异 ( P> 0. 05) ,但成本价格降低约 50% ; Gn RH与 hCG

均可显著提高母鹿排卵率 ( P < 0. 05) ,而二者在处理效应上无明显差异 ( 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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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com pare the effect o f CIDR which desig ned by ourselv es and that made in New

Zealand , Six ty-three deer hinds were sy nch ro nized w ith CIDR+ PM SG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 n,

including the Ta rim red deer (Cervus elaphus yarkandensis ) , Tiansha n red deer ( Cervus elaphus

songaricus ) and sika deer (Cervus nippon ) hinds. Further mo re, the impact of Gn RH and hCG admin-

ist ra tion on ov ulatio n w as inv estig ated, and th e Tarim red deer hinds w ere studied further. The result

indica ted that th ere w as no sig nificant di fference betw een the CIDR desig ned by ourselv es and that

m ade in New Zea la nd ( P> 0. 05) , but as to the price, ours is abo ut 1 /2 of that made in New Zealand .

Com pared wi th the co ntrol, the treatments wi th GnRH o r h CG had a higher conceptio n rates (P < 0.

05) , but there w as no signi fica nt dif ference betw een the tw o ho rmo 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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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鹿的繁殖调控技术研究国外报道较多 ,

且已经相当深入。中国是世界上养鹿大国之一 ,但

在有关鹿类动物繁殖方面的研究报道甚少。目前

应用于养鹿生产的阴道药栓 ( CIDR)几乎都靠从

国外进口 ,单价为 80～ 150元不等 ,养鹿成本很

高。因此 ,笔者于 2002年～ 2003年分别对塔里木

马鹿、天山马鹿和梅花鹿应用自行设计的两种

CIDR和与之配套的处理程序进行同期发情处

理 ,并与新西兰进口产品从成本与效果上进行比

较 ,以期寻找出更适合我国马鹿和梅花鹿的同期

发情调控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塔里木马鹿 ,天山马鹿和梅花鹿均为 4～ 5

岁 ,经产、健康、体况中等 ,共 164头 ,其中试验组

63头 ,对照组 101头。

1. 2　主要药品与试剂

A型、 B型 CIDR(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 )、 C型 CIDR(新西兰 )、孕酮复合制剂 (石河子

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PM SG(天津市华孚生物技

术公司 )、 hCG(宁波市激素制品厂 )、 LRH-A3(宁

波市激素制品厂 )、 RIA-ki t(深圳拉尔文生物有限

公司 )、鹿眠宝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鹿醒

宝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

1. 3　母鹿处理方案

塔里木马鹿和天山马鹿、梅花鹿的处理方案

分别见表 1、表 2。

表 1　塔里木马鹿发情调控处理方案

Table 1　 Plan of oestrus control in Tarim red deer hinds

处理组
Treatmen t

方法
Prog ram

数量
Numb er

时间
(月· 日 )

Time

试验地点
Ex perimental si te

A CIDR( A型 )* + PM S G 10 9· 25 新疆农二师三十三团

B CIDR( B型 ) * + PM SG 10 9· 25 新疆农二师三十三团

C CIDR( C型 )+ PM SG 18 9· 25 新疆农二师三十三团

　　注: * 表示埋植 CIDR的同时给母鹿肌注孕酮复合制剂 ,表 2同此。

Note: * means that progesteron e complex w as adminis t ration by i. m. w hi le ins ert ing th e C IDR. The table 2 is th e same as th is.

表 2　天山马鹿和梅花鹿发情调控处理方案

Table 2　 Plan of oestrus control in Tianshan red deer and Sika deer h inds

鹿种
St rain

方法
M eth od

数量
Numb er

时间 /(月· 日 )
Time

试验地点
Ex perimental si te

天山马鹿
Tians han red deer

CIDR( A型 ) * + PM SG 20 9· 6 新疆农十三师红山农场

梅花鹿
Sik a deer

CIDR( A型 ) * + PM SG 5 10· 24
天津市天津实验动物中
心

1. 4　血样采集及分析

在不同处理阶段采集母鹿血样 ,对照组只采

集发情前与发情后血样。迅速收集血清 , - 20℃冰

箱中冷冻保存待检。 RI A(放射免疫测定 )法分析

血样的 LH,仪器为γ放射免疫计数器 (西安二六

二厂产 , X H-6010型 )。

2　结果与分析

2. 1　 3种 CIDR处理母鹿发情、受胎的结果

2. 1. 1　 CIDR处理后母鹿出现发情的时间　撤

栓后由专人昼夜轮流观察母鹿发情状况 ,持续观

察统计 60 h。为确保观察结果的可靠性 ,试验每

间隔 2 h放入试情公鹿 ,以找出个别外部发情症

状不明显的母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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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 CIDR处理对塔里木马鹿表现发情时间的影响

Table 3　 Ef fect of dif ferent CIDR on timing of oestrus in Tarim red deer hinds

组别
Treatments

60 h内撤除 CIDR到出现发情征状的间隔时间 /h
Th e interval th at f rom removing CIDR to oes t ru s wi thin 60h

平均值 ( X± s. d)
M ean (X± s. d )

A ( n= 7) 50. 23, 50. 15, 46. 23, 51. 51, 51. 07, 50. 52 , 50. 07 50. 27± 1. 95 h

B ( n= 8) 51. 40, 1. 02, 51. 07, 52. 26, 51. 08, 51. 25, 52. 22, 51. 25 51. 44± 0. 51 h

C( n= 13)
50. 35, 47. 00, 52. 27, 52. 24, 47. 11, 52. 29, 52. 28, 52. 26, 51. 25, 52. 31,
52. 38, 52. 26, 52. 33

51. 26± 1. 95 h

　　由表 3可看出 , A组母鹿整体出现发情的时

间比 B、 C两组要早约 1 h,但各处理组塔里木母

鹿从撤栓至出现发情的平均时间间隔差异不明显

(P> 0. 05)。

2. 1. 2　促黄体生成激素的含量及变化特点　试

验发现 ,埋植 CIDR前 ,母鹿血浆 LH含量波动范

围较大 ( 0～ 26. 41 ng /m L, ) ,平均为 6. 32 ng /

m L;撤栓时变化范围变小 ( 0～ 3. 77 ng /m L) ,平

均为 1. 45 ng /m L;发情配种时血浆 LH含量变化

范围又加大了 ( 0～ 26. 32 ng /m L) ,平均为 7. 47

ng /m L。

2. 1. 3　 CIDR处理后母鹿的发情率和受胎率　

根据表 1, 2的处理程序分别对 3种鹿进行同期发

情处理 ,塔里木马鹿的处理结果见表 4,天山马鹿

和梅花鹿的处理结果见表 5;同时试验还分别对 3

种鹿的自然受胎率进行了统计 (表 6)。

图 1　同期处理前后母鹿血浆 LH和浓度变化特点

Fig. 1　 Prof ile of plasma LH in the proceeding

of oestrus synchronization

表 4　 3种处理方法对塔里木马鹿发情率和受胎率的影响

Table 4　 Ef fect of 3 treatments on the oestrus and concept ion rate in Tarim red deer h inds

组别
Group

头数
Numb er

同期率* /%
Synchronizing rate

第一情期受胎率 /%
Concep tion rate in the

f i rs t oest rous cycle

产仔数
Number of

calving

总受胎率 /%
Total Conception

A 10 77. 8 33. 3 9 90a

B 10 88. 9 55. 6 9 90a

C 18 76. 5 52. 9 15 88. 2a

　　注: * 是指撤除孕酮后 60 h内的同期发情率。受胎率的上标字母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Note: * m eans the oes t rus rates in 60h af ter removing prog es terone; th e diverse let ter labeled indicates th ere is signif ican t dif f erence

( P < 0. 05) , and th e same let ter labeled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 f erence (P> 0. 05) among th e data( in fig 4～ 7)。

表 5　发情调控处理对天山马鹿和梅花鹿繁殖的影响

Table 5　 Ef fect of oestrus control on reproduction in Tianshan red deer and Sika deer hinds

品种
Breed

CIDR类型
Type of C IDR

头数
Num ber

同期率 /%
Synch ronizing rate

受胎率 /%
Concep tion rate

天山马鹿
Tians han red deer

A 20 100 95a

梅花鹿
Sik a deer

A 5 100 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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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个品种对照组母鹿的自然受胎率

Table 6　 The spontaneous conception rates of the three strain cervids in the control

母鹿品种
Breed

统计数量 /头
Stati st ic num ber

受胎头数 /头
Conception n umber

受胎率 /%
Concep tion rate

塔里木马鹿
Tarim red d eer

50 41 82b

天山马鹿
Tians han red deer

30 22 73. 3b

梅花鹿
Sik a deer

21 17 80. 9b

2. 2　促性腺激素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处理对

提高母鹿受胎率的作用

　　为了探讨 LRH-A3(促排卵 3号 )和 h CG(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对母鹿受胎率的影响 ,试验对

使用 A型、 B型 CIDR的母鹿在发情后输精的同

时分别进行静脉注射以上两种激素 ,结果见表 7。
表 7　 LRH-A3和 hCG处理对母鹿受胎率的影响

Table 7　 Effect of LRH-A3 and hCG administration on

the female cervid conception rates

组别
Group

药品
Drug

处理母鹿数
Number

受胎率 /%
Conception rate

A L HR-A3 35 94. 3a

B h CG 10 90a

对照组
CK

- 50 82b

3　讨　论

3. 1　不同处理方法对母鹿受胎率的影响

发情控制的机理为:通过人为干扰丘脑 -垂体 -

卵巢轴来影响母畜的发情、排卵活动。 然而 ,使被

处理雌性动物达到最佳发情和排卵状态的关键是

如何应用外源性药物。 皮下埋植或口服拌料使药

物通过周身循环 ,进入大脑 ,刺激丘脑-垂体 -卵巢

轴达到对发情、排卵的控制。而阴道栓塞则通过局

部循环药物直接刺激靶器官 ,再通过丘脑轴系来

达到控制发情、排卵的目的。前者的不足之处在于

药物进入血液后第一步必须经过肝脏 ,造成部分

药物降解。后者虽然减少了药物的浪费 ,但处理效

果总不尽人意。推测是由于全身血药浓度不均衡 ,

而导致母畜外在 (发情 )与内在 (排卵 )表现不一

致。目前 ,对母鹿的发情控制 (同期发情或者诱导

发情 )大都采用前列腺素 ( PGs)与孕激素 ( P)为主

要激素。 PGs以肌肉注射而 P则以单独的皮下埋

植或者阴道栓塞或者口服拌料的方法。 PGs使用

方便 ,但效果不稳定。Asher等 [ 1]对 48头成年母赤

鹿进行诱导发情处理 ( CIDR+ PM SG) ,在第二个

情期的第 6～ 16天肌注 PGs,结果被处理母鹿发

情率为 69% ,排卵率为 78% ,受胎率为 69% 。造成

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 PG只对成熟的黄体起作

用。 林峰认为: 使用前列腺素要依据黄体发育阶

段 ,只有在发情周期的第 8～ 16 d注射才有效
[2 ]
。

用孕激素法 (即 P+ PM SG法 )对母畜进行发

情调控 ,处理效果也不尽一致。白景煌等 [3 ] , Asher

和 Smith
[4 ] , Adam等

[5 ] , Jabbour HN等
[6 ]在梅花

鹿、马鹿、赤鹿上的试验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 ,还有应用复合生殖激素来诱导母鹿发

情的试验。如王守富等采用三合激素对梅花母鹿

进行处理 , 2～ 7 d内发情率为 98% ,返情率为

93% ,平均受胎率为 68. 7% [ [7 ]。本试验将局部 (阴

道埋植 )与整体 (肌肉注射 )用药相结合 ,这恰好克

服了以上两种处理方案的不足之处 (既使得母鹿

体内血药浓度不均衡 ) ,设计出在埋植自制 CIDR

的同时给母鹿肌肉注射孕酮复合制剂的处理方

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处理效果与新西兰 CIDR

无明显差异 (P> 0. 05) ,但节省约 50%的成本。

3. 2　 LRH-A3和 hCG对提高母鹿情期受胎率的

作用

　　 Gn RH(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是下丘脑神经

细胞合成并分泌的一种多肽类激素 ,它通过丘脑-

垂体-性腺轴来影响母畜生殖活动 ,促使 FSH(卵

泡刺激素 )与 LH在体内保持一种有利于母畜生

殖的动态平衡 ,以此来调节、控制性腺激素的合成

与分泌。h CG具有 LH的作用 ,能促进黄体形成并

分泌孕酮 ,选择性的诱导排卵前卵泡的生长发育 ,

并触发排卵。本试验就 LRH-A3( GnRH的类似

物 )和 h CG的促排卵作用效果进行了比较 ,发现

进行输精的同时静脉注射 LRH-A3或者 hCG具

有提高母鹿受胎率的作用 (P < 0. 05) ;但 LRH-A3

与 h CG两种激素间的处理效果差异不明显 ( P>

0. 05)。 此前 ,有报道应用 LRH-A2、 LRH-A3或

hCG 可以 提 高牛、羊 的情 期受 胎 率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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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
[8～ 13 ]
。 McLeod等试验表明 , Gn RH与 eCG

(马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具有调控卵泡发育和功能

的作用 ,这对提高卵母细胞成熟率和排卵率很有

作用
[14 ]
。

3. 3　 CIDR处理对母鹿发情与排卵前 LH峰的影

响

　　本试验设计的 A组 CIDR的孕激素含量比 B

组低 ,结果 A组母鹿整体出现发情的时间比 B组

要早约 1h ( P> 0. 05) ,是否能得出塔里木马鹿发

情出现的早晚与外源性孕酮的含量有关的结论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Loudo n
[15 ]等用 CIDR对麋

鹿进行同期发情试验的结果表明 ,从撤栓到发情

和到出现 LH峰值的时间间隔分别是 69. 06± 4.

79 h和 59. 4± 3. 3 h。而黄占鹿相应的时间间隔分别

为 44. 6± 3. 6 h ( CIDR+ PGF2a)和 34. 1± 2. 5 h

( CIDR) ,排卵前 LH峰值出现在发情后 6 h ,排卵

时间约为发情后 24 h
[16 ]
。在应用 CIDR与 CIDR+

PM SG法对赤鹿进行同期发情处理时 ,其发情时

间分别为 44. 6± 1. 0 h和 37. 4± 2. 0 h ,排卵前

LH峰发生在撤栓后 45 h和 38 h,排卵发生在发

情后 24. 7 h和 20. 6 h
[17 ]。 Jabbo ur等的试验结果

与上述基本一致 [6, 18 ]。Asher等对黄占鹿进行繁殖季

节前的诱导发情试验 ,母鹿发情出现的较晚 ( 58±

11 h ) [4 ] ,可能是由于此时母鹿卵巢尚处于不完全

活跃状态的缘故。 本试验对塔里木马鹿进行发情

调控处理 ,从撤栓到出现发情的间隔时间与黄占鹿

相近 ,晚于麋鹿但早于赤鹿。然而 ,也有不尽统一

的试验结果。 如同样是对黄占鹿进行试验 ,从撤除

CIDR到出现发情的时间间隔也有不同的结果

( 53. 3± 3. 6 h
[19 ]
和 43. 5± 5. 9 h

[20 ]
)。之所以出现

这种差异 ,除与品种有关外还可能与多种因素有

关 ,如营养、气候、所用药品的剂量和发情调控的

处理方法等。

关于母鹿发情时 LH峰值 ,不同鹿种有较大

的差异 ,如白尾鹿为 26. 1 ng /m L[21 ]、麋鹿为 17. 09

± 2. 85 ng /m L
[15 ]
、鹿为 30. 2 ng /m L

[6 ]
、赤鹿为

40. 1± 4. 6 ng /m L
[18 ]。本试验测定到 ,塔里木马鹿

发情期血浆的排卵前 LH含量高达 26. 32 ng /

m L,而东北梅花鹿为 2. 74 ng /m L
[ 22 ]

,除了遗传差

异外还可能与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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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3. 1　田间系统调查资料分析表明 ,陕西渭北西部

苹果白粉病春季田间发病始期在 4月中旬 ,比关

中晚 10～ 15d
[9 ] ,发病高峰期在 5月下旬 , 6月上

旬田间病情逐渐下降 ,而后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

当地的防治时间相对推后到四月中旬为宜。

3. 2　影响病情发展的主导因子是温度 ,湿度对流

行影响较小 ,当地病害流行盛期的日平均温度在

9～ 22℃之间 ,平均温度为 12. 58℃ ,比前人 [8 ]报

道的 18～ 22℃低 6～ 8℃。从 6月 2日～ 7月 6日

的气温 (日平均温度 21. 27℃ )和田间病情消退的

现象认为 21℃以上的日平均温度对白粉菌有抑

制 ,比前人 [ 8 ]提出的 30℃ [8 ]低 10℃。从发病始期、

发病高峰期和抑制期三个阶段的温度均可看出当

地苹果白粉菌耐低温 ,其原因值得从病源学方面

研究。

3. 3　单株发病特点:初步认为东、西、北部发病重

于南、中部。20日龄以下叶片易感病 , 30日龄叶片

抗性强。不同叶位叶片的发病频率分析亦反映出

幼龄叶片抗性较差 ,同时也为利用不同叶位叶片

发病频率测定病害 ,以确定适宜防治时期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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