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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冬两季受体山羊同期发情和
胚胎移植效果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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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放置CIDR结合注射PMSG方法分别在春季和冬季对154只受体山羊进行同期发情处理,并在发情

后第7天进行胚胎移植.结果表明:处理羊只春冬两季的同期发情率分别为90.54%和75.00%;有效发情率分

别为81.08%和60.00%;妊娠率分别为61.67%和45.83%;产羔率分别为75.00%和54.17%,差异均极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春季和冬季发情羊排卵并形成功能黄体的比率分别为89.55%和80.00%,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季节对山羊同期发情和胚胎植移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已发情的羊只形成功能黄

体比率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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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条件下,重庆本地山羊的发情周期主要集中在春季和秋季,其他季节可出现零星发情.然而采

用同期发情技术,可使母羊在预定时间内集中发情和排卵,以便集中配种产羔,这一技术有利于集约化饲

养管理,提高现代养羊业的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胚胎移植的必要步骤之一.邵庆勇等[1]、洪琼花

等[2]和占星等[3]研究表明,采用T型孕酮阴道栓(CIDR)+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法的同期发情率

为90%以上,效果良好.本试验采用此方法对重庆本地山羊在春冬两季进行同期发情处理并进行胚胎移

植,旨在探讨不同季节重庆本地受体羊同期发情和胚胎移植效果,为重庆养羊业实现高效养殖提供配套技

术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分别于2011年5月4日开始和2012年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市酉州乌羊保种场进行.
1.2 受体羊的选择和饲养管理

选择膘情中等、健康的2~5岁的经产重庆本地山羊154只作为受体羊.第一批春季处理74只,第二批

冬季处理80只,分别在试验前一个月集中进行体内外驱虫和常规免疫.受体羊采用舍饲结合放牧的饲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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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白天放牧,根据营养需要配制日粮进行早晚补饲.
1.3 药 品

CIDR:含孕酮0.3g/个,Pharmacia&UpjohnPtyLimited(NewZealand)生产;PMSG:IntervetAus-

traliaPtyLimited生产.

1.4 受体羊的同期发情处理

采用CIDR(阴道放置)+PMSG(肌肉注射)方法,在受体羊发情周期的任意一天阴道埋置CIDR,第

18d撤栓,撤栓时肌注PMSG200IU.发情受体羊依时间差记好耳号,并用油漆作相应标记待用.

1.5 受体羊发情鉴定

从撤栓后24h开始,用试情公羊法进行母羊发情鉴定,有发情征兆并接受试情公羊爬跨的鉴定为发情

羊.每天早晚分别试情1次,持续2d,48h内发情者为同期发情处理有效.发情受体羊依时间差记好耳号、

发情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并用油漆作相应标记待用.

1.6 受体羊黄体观察及胚胎移植

在发情后第7天(发情之日为0d),用腹腔镜观察发情羊卵巢排卵及黄体发育情况[2],记录黄体侧别及

黄体数和质量,将排卵并发育为功能黄体的受体山羊进行胚胎移植.移植所用胚胎为酉州乌羊供体体内采

集.不同季节按相同的方法处理.

1.7 妊娠检查

对受体羊胚胎移植后35~40d,用B超诊断仪检查,以确诊是否怀孕.

1.8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t检验,分析不同季节重庆本地山羊同期发情与胚胎移植效果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春冬两季同期发情效果

观察和统计48h内羊只发情情况(表1).由表1可知,春冬两季的发情率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有效发情率即移植率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可见春季进行同期发情处理的羊只发情率

和有效发情率较冬季高,发情效果较冬季好.胚胎移植时,用腹腔镜观察卵泡和功能黄体情况发现,春季和

冬季发情羊排卵并形成功能黄体的比率分别为89.55%和80.00%,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果说明,季节是影响山羊同期发情处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已发情的羊只形成功能黄体的比率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春冬两季受体羊同期发情情况

季节
处理羊数/

只

发情羊数/

只

同期发情率/

%

有功能黄体

羊数/只

发情羊形成功能

黄体的比率/%

有效发情率/

%
春季 74 67 90.54a 60 89.55a 81.08a

冬季 80 60 75.00b 48 80.00a 60.00b

  注: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期发情

率=发情羊数/处理羊数×100%;发情羊形成功能黄体的比率=有功能黄体羊数/发情羊数×100%;有效发情率=有黄体

羊数/处理羊数×100%.

2.2 春冬两季胚胎移植效果

胚胎移植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春冬两季进行胚胎移植后的妊娠率分别为61.67%和45.83%,差

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春冬两季进行胚胎移植后的产羔率分别为75.00%和54.17%,差异极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春季进行胚胎移植的效果比冬季好,季节对受体山羊胚胎移植效果有一定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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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春冬两季受体羊胚胎移植情况

组别
移植受体羊数/

只

妊娠数/

只

妊娠率/

%

产羔数/

只

产羔率/

%
春季 60 37 61.67a 45 75.00a
冬季 48 22 45.83b 26 54.17b

  注: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率=
妊娠数/移植受体羊数×100%;产羔率=产羔数/移植受体羊数×100%.

3 讨 论

3.1 季节对重庆本地山羊同期发情效果的影响

山羊为全年发情动物,但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在自然状态下北方山羊的发情旺季一般为秋季,而重庆

本地山羊的发情旺季一般为春秋两季,主要在这2个季节对其进行配种.理论上只要山羊体内促性腺激素

达到一定水平,卵巢上卵泡就会发育排卵,表现发情,这也就是同期发情技术产生的理论依据.张兴会等[4]

研究报道辽宁绒山羊秋季和春季的同期发情率分别为86.4%和72.5%;有效发情率分别为83%和60%,
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李俊杰等[5]采用CIDR+PMSG+PG法对河北本地山羊进行同期发情

处理,结果表明春、秋和冬季其同期发情率分别为90.6%,91.5%和86.6%,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赵永聚等[6]采用CIDR结合前列腺素法在不同季节对山羊进行同期发情处理,结果处理羊只的发情

率秋季最高(94.74%),与春(72.57%)、夏(59.55%)、冬季(78.95%)相比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本试验采用CIDR+PMSG法研究重庆本地山羊在春冬两季的同期发情效果,发现48h内其发情率

和有效发情率均与张兴会等[4]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春季山羊的同期发情率与李俊杰等[5]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高于赵永聚等[6]的研究结果;冬季山羊的同期发情率与赵永聚等[6]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试验表明,
在繁殖季节和乏情季节采用CIDR+PMSG法对重庆本地山羊进行同期发情处理可行,但两季节山羊的同

期发情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季节对重庆本地山羊同期发情效果有一定影响.
3.2 季节对发情山羊排卵效果的影响

山羊卵巢上卵泡发育排卵并形成功能黄体是判断山羊有效发情能够进行胚胎移植的主要标志.赵永聚

等[6]的研究结果表明春、夏、秋、冬4季的排卵率分别为80.00%,80.00%,87.50%,83.33%,但试验样本

少.毛杨毅等[7]研究结果表明春、夏、秋、冬4季发情绒山羊的排卵率分别为92.31%,90.91%,95.20%,

91.23%,4个季节发情绒山羊的排卵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试验在发情后第7天,用腹

腔镜观察发情羊卵巢排卵及黄体发育情况,发现春季和冬季发情羊排卵并形成功能黄体的比率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与赵永聚等[6]和毛杨毅等[7]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季节对已发情的羊只形成功能黄体的比

率影响不明显.
3.3 季节对胚胎移植结果的影响

山羊胚胎移植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供受体山羊自身内在因素、饲养管理等外在因素、种公羊精液

质量等.就季节对胚胎移植结果的影响,文献报道不一.靳双星等[8]研究报道季节对胚胎移植受胎率影响不

明显(p>0.05).杨昇等[9]研究报道不同季节胚胎移植受体妊娠率是不同的,1-3月、4-6月、7-9月和

10-12月的妊娠率分别为58.5%,52.3%,41.4%和65.1%.何生虎等[10]研究报道11月的同期妊娠率与

4,6月份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1月、4月和6月的同期妊娠率分别为58.0%,14.8%和

12.5%,反映出季节对受体羊妊娠率有一定影响.本试验结果表明春冬两季进行胚胎移植后的妊娠率分别

为61.67%和45.83%,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产羔率分别为75.00%和54.17%,差异极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春季进行胚胎移植的效果比冬季好,季节对山羊胚胎移植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4 结 论

季节对山羊同期发情和胚胎移植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已发情的羊只形成功能黄体比率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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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ringandwinter,154receptorgoatsweredisposedbysynchronizationofestruswithprogester-
one-containingintra-vaginalsponges(CIDR)plusPMSGmethod,andembryotransferwasperformedonthe
seventhdayafterestrus.Theresultsshowedasfollows:synchronizedestrusrateinspringandwinterwere
90.54%and75.00%,respectively(p<0.01).Andtherateofeffectiveestruswere81.08%and60.00%,

respectively(p<0.01).Andtherateofpregnancywere61.67%and45.83%,respectively(p<0.01).
Andtherateoflambingwere75.00%and54.17%,respectively(p<0.01).Theratioofestrusgoatsovu-
lationandformationoffunctionalcorpusluteuminspringandwinterwere89.55%and80% (p>0.05).
Thusindicatingtheseasonhascertaininfluenceonthegoatestroussynchronizationandembryotransfereffect,

buttheestrousgoatsformafunctionalcorpusluteumratiowasnotaffected.
Keywords:season;goat;synchronizationofestrus;embryo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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