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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市场上常见的5种饲料对C57BL/6J小鼠及KM 小鼠生长和繁殖的影响,
 

为实验小鼠生产中合理使用

饲料提供科学依据.
 

实验选取3周龄C57BL/6J小鼠和KM小鼠各250只,
 

每种鼠随机分为5组,
 

每组50只,
 

雌雄

各半,
 

饲喂A,B,C,D,E共5种不同厂家的实验动物维持饲料,
 

测定小鼠4~8周龄的体质量和脏器系数.
 

另选取

C57BL/6J小鼠及KM小鼠性成熟小鼠各150只,
 

雌雄各半,
 

每种鼠随机分为5组,
 

每组15对,
 

饲喂 A,B,C,D,E
共5种不同厂家的实验动物繁殖饲料,

 

测定母鼠的产仔数、
 

连胎率.
 

结果表明:
 

①
 

5种维持饲料均能满足小鼠的生

长需求,
 

C饲料和E饲料更符合小鼠生长的营养需求.
 

②
 

5种饲料饲喂的小鼠器官指数正常.
 

③
 

5种繁殖饲料饲喂

的母鼠第1,2胎的产仔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产仔数更多取决于遗传因素,
 

本次调查的几种饲

料对其影响较小.
 

合理选择实验小鼠所需饲料,
 

利于实验数据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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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对生命科学和医药研究的投入不断扩大,
 

模式动物、
 

基因工程动物、
 

胚胎工程动物和高级别

实验动物的用量逐步增加[1].
 

养育与饲料是实验动物饲养的关键环节之一.
 

实验动物饲料是研究者利用动

物实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
 

为保证实验数据准确性和重复性好、
 

精确度高,
 

对实验动物饲料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合理选择实验动物饲料,
 

关系到实验动物饲养的质量以及研究的科学性.
 

郑长生等[2]

发现实验动物饲料的质量对实验动物质量有所影响.
 

林玮等[3]及刘甦苏等[4]研究了2种不同商品饲料对

KM小鼠和BALB/c小鼠生长和繁殖的影响.
 

目前,
 

还没有文章报道过对中国市场上常用的实验动物饲料

的应用研究.
 

现市场上实验动物饲料厂家众多,
 

但不同饲料厂家的产品因其原料组成、
 

营养水平、
 

加工工

艺不尽相同,
 

以及饲养环境的不同,
 

因而实践中的饲喂效果不尽一致.
 

目前KM小鼠广泛用于药理、
 

毒理、
 

病毒和细菌学的研究,
 

以及生物制品和药品检定,
 

而C57BL/6J小鼠是使用率最高的近交系小鼠.
 

因此,
 

本

实验选择了5种市场覆盖率广、
 

质量好、
 

具有代表性的饲料来研究其对C57BL/6J小鼠和KM 小鼠生长和

繁殖的影响,
 

旨在为实验动物饲养中合理选用饲料种类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分组

由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京)2014-0004]处购买3周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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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级C57BL/6J小鼠250只,
 

KM小鼠250只,
 

雌雄各半.
 

将小鼠随机分成5组,
 

每组50只,
 

雌雄各半,
 

用于生长实验.
 

另购买性成熟C57BL/6J小鼠和KM小鼠各150只,
 

雌雄各半,
 

C57BL/6J小鼠和KM小鼠

各随机分为5组,
 

每组15对,
 

用于繁殖实验.
1.2 实验材料

饲料A,B,C,D,E分别来自5家实验动物饲料厂家,
 

其生产许可证号为:
 

京饲证(2014)06054、
 

沪饲证

(2014)04001、
 

京饲证(2014)06057、
 

苏饲证(2014)01008、
 

SCXK(川)2015-01.
 

饲料营养成分检测依据GB/T
 

14924.9[5]和GB/T
 

14924.10[6]方法测定,
 

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5种维持饲料的营养成分组成 % 

项目 A B C D E 国家标准
 

水分 11.1↑ 8.9 7.3 10.2↑ 9.9 ≤10
粗灰分 5.6 6 7.7 5.2 6.4 ≤8
粗蛋白 18.9 20.5 19.8 18.4 19.9 ≥18
粗脂肪 51 48 55 55 55 ≥40
粗纤维 3.7 3.5 2.9 3 3.4 ≤5
总磷 0.74 0.87 1.1 0.78 0.79 0.6~1.2

 

钙 1.17 1.31 1.67 1.18 1.29 1.0~1.8
 

苏氨酸 0.62↓ 0.71 0.74 0.8 0.75 ≥0.65
胱氨酸 0.13 0.18↓ 0.14 0.11 0.22 ≥0.53
蛋氨酸 0.55 0.27↓ 0.41 0.54 0.32
缬氨酸 0.82↓ 0.95 0.93 0.79↓ 0.95 ≥0.84

异亮氨酸 0.7 0.76 0.77 0.62↓ 0.8 ≥0.7
亮氨酸 1.37↓ 1.56 1.56 1.41↓ 1.58 ≥1.44
酪氨酸 0.54 0.63 0.6 0.5 0.64 ≥1.1
苯丙氨 0.78 0.88 0.85 0.67 0.95
组氨酸 0.58 0.68 0.65 0.6 0.66 ≥0.4
赖氨酸 1.44 1.01 1.09 1.13 1.17 ≥0.82
精氨酸 0.92↓ 1.24 1.1 0.9↓ 1.13 ≥0.99

  注:
 

A:
 

A饲料,
 

B:
 

B饲料,
 

C:
 

C饲料,
 

D:
 

D饲料,
 

E:
 

E饲料.
 

下表同.
表2 5种繁殖饲料营养成分组成 % 

项目 A B C D E 国家标准
 

水分 9.9 10 8.2 10.5↑ 7.6 ≤10
粗灰分 6.2 5.8 8.1 5.2 6.5 ≤8
粗蛋白 22.1 20.4 20.7 20.1 21.6 ≥20
粗脂肪 55 46 55 52 58 ≥40
粗纤维 3.1 3 3 2.4 3.5 ≤5
总磷 0.85 0.79 1.12 0.76 0.81 0.6~1.2
钙 1.35 1.21 1.68 1.26 1.31 1.0~1.8

苏氨酸 0.75↓ 0.72↓ 0.82↓ 0.91 0.72↓ ≥0.88
胱氨酸 0.99↓ 0.92↓ 0.99↓ 0.91↓ 0.93↓ ≥1.17
蛋氨酸 0.25 0.09↓ 0.19↓ 0.24 0.21↓ ≥0.78
缬氨酸 0.59 0.36↓ 0.45↓ 0.62 0.25↓

异亮氨酸 0.85↓ 0.76↓ 0.84↓ 0.73↓ 0.77↓ ≥1.03
亮氨酸 1.61↓ 1.54↓ 1.72↓ 1.61↓ 1.57↓ ≥1.76
酪氨酸 0.65 0.61 0.69 0.59 0.64 ≥1.3
苯丙氨 0.97 0.89 0.96 0.79 0.92
组氨酸 0.65 0.66 0.7 0.67 0.68 ≥0.55
赖氨酸 1.62 1.06↓ 1.23↓ 1.23↓ 0.96↓ ≥1.32
精氨酸 1.17 1.11 1.19 1.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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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饲养管理

实验动物饲养在重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饮用水为经消毒过滤的自来水,
 

饲料和水自由摄取.
 

每

周更换2次垫料和笼具,
 

使用的物品进行严格消毒,
 

严格遵守屏障系统动物实验室标准操作及管理规程.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
 

SYXK(渝)2017-0023].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 生长性能及器官指数测定

C57BL/6J小鼠及KM小鼠从第3周龄开始,
 

称量每只动物每周的体质量变化.
 

另每周每组选取6只

小鼠,
 

雌雄各半,
 

取心、
 

肝、
 

脾、
 

肺、
 

肾及体质量来测定其器官指数(分别为该组织或器官的绝对质量与活

质量的比值,
 

用%表示)[7].
1.4.2 繁殖性能测定

繁殖小鼠采用雌雄长期同居法进行繁殖(♂∶♀=1∶1)[8].
 

分别记录8只母鼠第1,2胎产仔数;
 

将两

胎间隔时间在30
 

d以内的母鼠作为连胎,
 

并计算连胎率.
1.5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除连胎率外)
 

用平均值±标准差的形式表示,
 

采用SPSS
 

10.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运用

LSD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卡方检验进行组间连胎率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 果

2.1 5种饲料对生长小鼠体质量变化的影响

2.1.1 5种饲料对C57BL/6J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5种饲料饲喂的雄性C57BL/6J小鼠平均体质量在第4,5,6,7周龄时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第8
周龄时,

 

E组的平均体质量显著高于A组(p<0.05),
 

表明5种饲料均能满足C57BL/6J小鼠的生长需求.
 

5种饲料饲喂的雌性C57BL/6J小鼠在第4周龄时,
 

除C组的平均体质量显著高于D组外(p<0.05),
 

其余

几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第5,6,7,8周龄各组之间的平均体质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C饲料能提高生长鼠前期的生长速度,
 

对生长鼠后期的生长速度无显著影响.
 

E组雄鼠第5,7,8周龄

的平均体质量均高于其余几组,
 

且E组雌鼠6,7,8周龄的平均体质量也高于其余4组(表3).
表3 C57BL/6J小鼠饲喂5种饲料在不同发育时期的体质量变化情况 g 

组别
平 均 体 质 量

4周 5周 6周 7周 8周
 

A-♂ 18.01±1.04 19.56±2.09 21.61±2.61 22.81±3.65 22.16±3.34b

B-♂ 17.61±0.36 19.98±2.03 22.54±0.8 23.91±1.08 24.91±1.17ab

C-♂ 18.32±0.52 19.97±1.87 23.22±0.63 24.49±0.21 24.44±1ab

D-♂ 17.72±0.22 19.98±1.42 22.4±0.47 23.75±0.36 25.36±0.55ab

E-♂ 18.16±0.38 21.55±0.79 22.91±1.02 24.66±1.56 25.87±2.14a

A-♀ 16.05±0.42ab 16.81±0.96 17.47±0.58 17.85±0.75 18.75±0.69

B-♀ 16.25±0.4ab 17.33±1.04 17.71±1.04 18.16±1.09 18.81±1.41

C-♀ 16.62±0.48a 15.93±0.95 17.69±0.59 18.3±0.52 18.9±0.44

D-♀ 15.7±0.67b 16.75±1.1 17.3±0.68 17.77±0.87 17.96±0.84

E-♀ 16.13±0.67ab 17.19±1.6 18.23±0.54 18.72±0.47 19.07±0.81

  注:
 

同列数据后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下表同.

2.1.2 5种饲料对KM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5种饲料饲喂的雄性KM小鼠,
 

组间平均增质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这5种饲料

均能满足小鼠的生长需要.
 

对于雌性KM小鼠,
 

B组第4周体质量显著高于D组和E组(p<0.05).
 

而在

第5,6和7周的体质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B饲料能提高雌性生长鼠前期的生长速度,
 

而对生长鼠后期的生长速度无显著影响(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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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KM小鼠饲喂5种饲料在不同发育时期的体质量变化情况 g 

组别
平 均 体 质 量

4周 5周 6周 7周

A-♂ 26.25±0.95 34.62±1.43 39.28±2.44 41.73±2.92
B-♂ 26.19±0.99 33.57±2.18 41.19±2.58 43.95±2.44
C-♂ 25.68±1.84 34.91±0.83 39.92±1.37 41.76±1.52
D-♂ 25.16±0.24 34.34±0.83 40.61±1.71 42.59±1.76
E-♂ 25.32±1.31 34.85±1.86 41.21±1.61 43.83±1.4

A-♀ 24.13±0.57ab 30±1.01 32.81±1.45 35.07±0.82
B-♀ 25.11±1.02a 31.49±1 34.08±1.51 35.97±1.71
C-♀ 24.86±0.67ab 31.06±1.53 33.68±1.1 35.86±1.47
D-♀ 23.85±1.01b 30.76±1.17 33.87±1.94 36.37±1.14
E-♀ 23.82±0.82b 30.5±1.28 32.93±1.51 35.64±1.95

2.2 5种饲料对生长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
2.2.1 5种饲料对C57BL/6J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

A组和C组的心脏指数在4,5,6周龄时呈上升趋势,
 

B,D,E组的心脏指数在4~8周龄时比较稳
定;

 

B,C,D,E组的肝脏指数均在4周龄时达到最高,
 

而后呈下降趋势,
 

在6周龄后趋于稳定,
 

A组的
肝脏指数在5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A,B,C,E组的脾脏指数在4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8周龄的脾脏指
数最小;

 

5组C57BL/6J小鼠的肺脏指数在6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总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肾脏指数
在4周龄时最小(图1).

4w:
 

4周龄,
 

5w:
 

5周龄,
 

6w:
 

6周龄,
 

7w:
 

7周龄,
 

8w:
 

8周龄.
图1 5种饲料对C57BL/6J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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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5种饲料对KM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

A,B,C组的肝脏指数均在4周龄时达到最高,
 

7周龄时最小,
 

在6周龄后趋于稳定;
 

A,B,C,E组的脾

脏指数在4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而后呈下降趋势;
 

C,D,E组的肺脏指数在4周龄时最高,
 

而后呈下降趋势,
 

在6周龄左后趋于稳定;
 

肾脏指数在4周龄时最小,
 

随着小鼠生长,
 

肾脏指数增加,
 

A,B,C,D,E组4~8
周龄的肾脏指数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图2).

图2 5种饲料对KM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

2.3 5种饲料对母鼠产仔数和连胎率的影响

2.3.1 5种饲料对C57BL/6J小鼠产仔数和连胎率的影响

5种饲料饲养的母鼠第1,2胎的产仔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B组的连胎率最高(表5).
表5 5种饲料对C57BL/6J母鼠产仔数和连胎率的影响

组别
产仔数/只

第1胎 第2胎
连胎率/%

A 7.75+1.04 7.38+1.6 76.92

B 8+1.2 8.13+2.8 84.62

C 7.25+1.39 6.63+2.13 71.43

D 7.75+1.75 7.88+2.17 73.33

E 7.75+1.16 8.63+1.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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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5种饲料对KM小鼠产仔数和连胎率的影响

5种饲料饲养的母鼠的第1,2胎的产仔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C组的连胎率最高(表6).

表6 5种饲料对KM母鼠产仔数和连胎率的影响

组别
产仔数/只

第1胎 第2胎
连胎率/%

A 15.5±3.3 16.5±3.63 73.33
B 15.25±2.76 15.5±5.29 61.54
C 17±4.41 14.25±3.15 83.33
D 16±1.6 16.5±4.75 66.67
E 15.88±1.13 12.63±2.88 66.67

3 结 语

实验动物饲料是研究者利用动物实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
 

饲料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动物的

生理、
 

生化、
 

免疫学指标及动物实验数据[9],
 

为保证实验动物所完成的实验数据准确性和重复性好、
 

精确

度高,
 

对实验动物饲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
 

实验动物配合饲料种类相较于家禽家畜饲料而言比较单

一,
 

分为维持饲料和繁殖饲料.
 

本实验检测了5种维持饲料和繁殖饲料的水分、
 

粗灰分、
 

粗脂肪、
 

粗纤维、
 

粗蛋白等营养成分,
 

发现C维持饲料和E维持饲料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A,B,D维持饲料有部分指标未达

到标准.
 

饲料的水分比例过高易引起饲料发生霉变[11],
 

A,D饲料的水分比例高于国家标准,
 

不利于饲料保

存.
 

检测结果显示5个厂家的繁殖饲料部分指标均未达到国家标准,
 

其中苏氨酸、
 

缬氨酸、
 

亮氨酸、
 

异亮氨

酸等必需氨基酸也没有达到国家标准,
 

这些必须氨基酸的摄入不足将会影响小鼠的繁殖性能,
 

提示实验动

物科研工作者应提高对实验动物饲料的关注.

C57BL/6J小鼠属于近交系小鼠,
 

1921年由Little育成C57BL,
 

C57BL/6J是其中一个亚系[12].
 

据统

计,
 

C57BL/6J小鼠是使用率最高的近交系小鼠[13].
 

目前,
 

KM小鼠广泛用于药理、
 

毒理、
 

病毒和细菌学

研究,
 

以及生物制品和药品的检定,
 

属于封闭群.
 

本实验中的5种饲料均能满足C57BL/6J小鼠和 KM

小鼠的生长需求.
 

不同的饲料厂家,
 

生产饲料的原料、
 

配方、
 

加工方式等不同,
 

导致其在生产实践当中

使用效果也不相同.
 

由于不同品种品系小鼠遗传基因的表达程度不同而影响营养需求,
 

比如近交系比封

闭群小鼠对蛋白的营养需求要高一些.
 

实验动物在各生长发育阶段的体质量可大致反映动物体的总体

营养状态、
 

生理状态和健康状况[14].
 

本实验发现饲喂E组饲料8周龄C57BL/6J雄鼠平均体质量显著高

于A组,
 

5组雄性C57BL/6J小鼠的平均体质量在4,5,6,7周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C组4周龄的

C57BL/6J雌性鼠平均体质量显著高于D组,
 

而5组雌性C57BL/6J小鼠的平均体质量在5,6,7,8周龄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5种饲料饲喂的雄性KM小鼠平均体质量在第4,5,6,7周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
 

B饲料饲喂的雌性KM小鼠4周龄平均体质量显著高于D组和E组,
 

表明C饲料能提高C57BL/6J生长

鼠前期的生长速度,
 

这可能是因为C饲料含有较高的氨基酸比例,
 

更利于动物生长.
 

E饲料能提高生长鼠

后期的生长速度.
 

任何单一的饲料均不可以满足动物不同发育时期对营养的需求,
 

所以需要配制全价营养

饲料,
 

使其含有全面而均衡的各种营养元素来满足动物生长繁殖或特殊实验的需求.
 

本实验考察5种饲料

对C57BL/6J小鼠和KM小鼠生长的影响时,
 

发现5种饲料对雄鼠生长前期无显著影响,
 

对雄鼠生长后期

有影响,
 

而对于雌鼠却刚好相反.
 

这可能跟实验小鼠本身的生理特性有关.
 

因此,
 

我们在日常实践中,
 

应注

意雌鼠生长前期及雄鼠生长后期的营养补充.
 

小鼠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营养的需求不同,
 

应根据小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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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规律合理选择饲料.
 

而目前市场实验大、
 

小鼠饲料只有维持和繁殖2种,
 

并没有根据鼠的不同生

理阶段进行分类.
 

因小鼠生长周期短,
 

饲料消耗量较小,
 

考虑到饲养管理及经济效益,
 

改善实验小鼠的饲

料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实验动物脏器质量和脏器系数是实验动物的重要生物学数据[15],
 

不同品种的小鼠其器官指数也不尽

相同[9].
 

正常情况下,
 

实验动物脏器数值是比较恒定的脏器系数,
 

数值发生改变亦代表不同的意义,
 

若脏

器系数数值增大,
 

则提示脏器发生充血、
 

水肿或增生肥大等情况;
 

若数值减小,
 

则表示脏器发生萎缩及其

他退行性改变[16].
 

现目前还未见C57BL/6J小鼠和KM小鼠生长阶段器官指数变化的报道,
 

因此本实验研

究了5种饲料饲喂的C57BL/6J小鼠和KM小鼠第4周龄到第8周龄的器官指数变化.
 

本实验发现5组饲

料饲养的C57BL/6J小鼠和KM小鼠心脏指数在小鼠的生长期(4~8周龄)比较稳定.
 

B,C,D,E组饲养的

C57BL/6J小鼠肝脏指数在4周龄时最高,
 

而后呈下降趋势,
 

A,B,C,E组饲养的KM小鼠肝脏指数也是在

4周龄时最高.
 

C57BL/6J小鼠的肺脏指数在6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而后逐渐下降趋于稳定.
 

5种饲料饲养

的C57BL/6J小鼠和KM小鼠肾脏指数在4周龄时最小.
 

A,B,C,E组的KM 小鼠肝脏指数和脾脏指数4

周龄时最大.
 

小鼠发育后期肝脏、
 

脾脏等器官发育完全,
 

脏器质量不再增加,
 

但小鼠的体质量却在增加,
 

因

而器官指数呈下降趋势.
 

小鼠不同发育阶段其脏器指数也不同,
 

这提示我们在选择实验动物建立疾病模型

时应关注小鼠的发育程度,
 

如C57BL/6J新生鼠多用于建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模型[17-18],
 

而成年鼠多用于

建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肺炎等疾病模型[19-20].
 

本实验小鼠的大多数器官指数均符合文献中小鼠器官指数

的正常值[21-22],
 

表明5种饲料均能满足小鼠的正常生长需求.

营养问题可引起很多繁殖障碍,
 

诸如性成熟期延迟,
 

雄性动物配种能力差,
 

精液数量少或质量

低、
 

雌性动物发情不正常、
 

排卵少、
 

受胎率低,
 

流产、
 

胚胎发育受阻和泌乳力低等.
 

目前,
 

在生产实际

中,
 

我们会适当增加种鼠的营养水平.
 

因为妊娠期,
 

尤其是妊娠后期需要母鼠给胎儿提供较多的营养

物质,
 

母鼠的营养水平对胎儿的发育有着重要作用,
 

适当提高母鼠的营养水平有利于仔鼠生长.
 

饲料

中蛋白质比例显得尤为重要,
 

蛋白质不足可直接影响动物的生长发育.
 

不同的饲料其蛋白质来源、
 

比

例及加工方式不尽相同,
 

从而影响小鼠的饲养管理.
 

5种饲料饲喂的C57BL/6J小鼠和 KM 小鼠第1,

2胎产仔数均符合文献数据[23-26].
 

5组间C57BL/6J小鼠和 KM 小鼠的产仔数和连胎率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说明产仔数多少更多取决于遗传因素,
 

本次实验的5种商品化饲料对C57BL/6J和 KM 小

鼠的繁殖性能影响较小.

现市场上实验小鼠饲料种类繁多,
 

有维持饲料、
 

繁殖饲料、
 

转基因饲料、
 

抗寄生虫饲料、
 

高繁殖饲料、
 

模式动物加工饲料等.
 

每种饲料的营养成分及加工方式均不同,
 

不同生长阶段的小鼠对营养需求也不同,
 

因此应根据实验需求,
 

合理选择饲料,
 

使实验数据更加稳定.
 

本实验探讨了不同饲料对小鼠生长繁殖的影

响,
 

促进了实验动物养殖人员及科研工作者对实验动物饲料营养重视,
 

以期进一步提高实验动物质量,
 

为

实验动物学科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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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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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Different
 

Commercial
 

Feeds
 

on
 

the
 

Growth
 

and
 

Breeding
 

of
 

C57BL/6J
 

and
 

KM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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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ational
 

use
 

of
 

feed
 

in
 

experimental
 

mouse
 

production,
 

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ive
 

commercial
 

brands
 

of
 

feed
 

on
 

the
 

growth
 

and
 

breeding
 

of
 

C57BL/6J
 

and
 

Kunming
 

mice.
 

Two
 

hundred
 

and
 

fifty
 

healthy
 

3-week-old
 

C57BL/6J
 

mice
 

and
 

250
 

healthy
 

3-week-old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with
 

25
 

pairs
 

in
 

each
 

(half
 

in
 

sex)
 

and
 

fed
 

with
 

feeds
 

of
 

different
 

producers
 

(A,
 

B,
 

C,
 

D
 

and
 

E),
 

respectively.
 

The
 

body
 

weight
 

and
 

or-

gan
 

index
 

of
 

4-8-week-old
 

mice
 

were
 

determined.
 

Again,
 

150
 

sexually
 

mature
 

C57BL/6J
 

mice,
 

half
 

male
 

and
 

female,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5
 

groups,
 

with
 

15
 

pairs
 

in
 

each,
 

and
 

fed
 

with
 

A,
 

B,
 

C,
 

D
 

and
 

E.
 

The
 

number
 

of
 

pups
 

and
 

the
 

fetal
 

rate
 

of
 

the
 

female
 

mice
 

were
 

determined.
 

A
 

similar
 

experiment
 

was
 

car-

ried
 

out
 

with
 

Kunming
 

m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5
 

kinds
 

of
 

maintenance
 

feed
 

could
 

meet
 

the
 

growth
 

needs
 

of
 

the
 

mice,
 

C
 

and
 

E
 

being
 

more
 

satisfactory
 

for
 

the
 

nutritional
 

needs
 

of
 

the
 

growth
 

of
 

the
 

mice;
 

that
 

the
 

mice
 

of
 

all
 

the
 

5
 

groups
 

showed
 

normal
 

organ
 

index;
 

a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up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births
 

of
 

the
 

female
 

mice,
 

which
 

were
 

fed
 

with
 

the
 

five
 

kinds
 

of
 

breeding
 

feeds,
 

thus
 

suggesting
 

that
 

the
 

number
 

of
 

pups
 

depends
 

more
 

on
 

genetic
 

factors
 

than
 

on
 

the
 

feed.
 

In
 

summary,
 

a
 

proper
 

choice
 

of
 

the
 

feed
 

of
 

experimental
 

mice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experimental
 

data.

Key
 

words:
 

feed;
 

growth;
 

breed;
 

C57BL/6J
 

mouse;
 

Kunming
 

mouse
 

(KM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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