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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部盘 ”，轻揽一周，在载玻片上均匀轻 涂 一 

层，甲醇固定 5分钟，瑞氏染色 10分钟，干燥镜 

检。 

行为观察 在发情期间，每天上下午各观 

察 1小时，在观察期间，排除人为干扰，观察记 

录的主要项 目是：活动次数 ，蹭阴次数，咩叫次 

数。 

观察方法 每半分钟记录 1次行为 变 化， 

最后统计 l天中每小时观 察以上三个主要行为 

的次数及频率。 

(二)结果 阴道角 化 细 胞，最 高 可 达 

97唠，在最高值的前后，熊猫自然交配。“莉莉 

在 1 986年 8月颇产 1仔，“佳佳”在 1986年 9 

月怀孕后流产(邱贤猛，1988)。“平平 ，“民民 

人工授精后来产仔，“青青 ，“美美”未发情 (见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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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莉莉 发情行为与角化细胞 的关系； 困 2 佳佳 

发情行为与角化细咆的关系。 。： 话动次数、 0：蹭 

阴次数、冒：角化细胞宰、田：咩叫敬数 

从图 1，2可以看出，在发情达高峰，自然交 

配时，活动频率与蹭阴频率均下降，角化细胞率 

在70％以上。自然交配都是在咩叫频率达高峰 

时或之前发生，如 莉莉”在第 8—9天自然交 

配， 佳佳”在 4—7四天做人工授精，而在 8— 

10三天 自然交配。因此，根据角化细胞和行为 

变化，可认为在发情前期，活动量大，蹭阴频率 

和角化细胞在 50，刍左右。在发情高潮期，活动 

量减少，蹭阴频率下降甚至消失。当咩叫声开始 

出现或达高峰，角化细胞率达 7O务 以上时 ，进 

行自然交配。发情后期，蹭阴消失，活动量维持 

在发情前水平，咩叫声达高峰后消失，角化细胞 

率在 50弼 以下后逐渐消失。 

(三)讨论 国内外对大熊猫人工授 精 研 

究成功地报道颇多 “ 。 但对判定最佳配种 

时间的标准，众说不一，其中曾国庆等 ，通过 

激素的变化和相应行为变化研究所得结论与本 

文是一致的。但曾文认为大熊猫在咩叫达高峰 

后再交配，与本文的观察结果不同 ；潘秀森等“ 

认为：当血中雌激素水平高时 ，角化细胞率也 

高，而本文观察结果贝6为发情达高峰时 ，角化细 

胞也最高，活动量与蹭 阴频率均较发情前期下 

降。咩叫的高峰是 自然交配或交配 后 才 出 现 

的。 莉莉”的产仔和“佳佳”的怀孕后流产均都 

可证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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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皮激素在动物界 的发生 

． 至 塞 盎 
(中目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zooogo) 

自 Butenandt和 Karlson(1 954)第一次 

从家蚕蛹成功地分离出结晶状态蜕皮激素 (蜕 

皮酮)至今将近 4O年中，蜕皮激素研究取得了 

很大进展 ，研究对象从昆虫扩展到其他各类无 

脊椎动物；已鉴定出与蜕皮激素相关的化台物 

近 200种，其中动物蜕皮激素 61种和植物蜕皮 

激素 I18种以上。尤其是最近十年 ，有关蜕皮 

激素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进展很快，反映 

在蜕皮激素专题讨论会论文集和专著内n一。 

本文仅对蜕皮激素在动物界内的发生情况 

作一简要介绍。 

(一)非节菔动物 

I．原生动物 单细胞原生动物不具有一个 

完整孕育激素系统 ，可是它们可以对其他动物 

生产的蜕皮激素有反应，尤其是寄生或共生在 

节肢动物内的原生动物。 

2．腔肠动物 

八放珊瑚 (Lobophylum pauciflorum)： 

叶状珊瑚甾酮 (Lobostero1)。 

六放珊瑚 (Gerardla~avaglia)．：20-羟基 

蜕皮酮 (20E)。 

3．赢形动粝 

绦虫 蜕皮酮(E)，20一羟基蜕皮酮(2 oz)， 

20，26—2羟基蜕皮酮(20，26E)。 

吸虫 蜕皮酮(E)，2O一羟基蜕皮酮 (Z0E)， 
一

表20一羟菇蜕皮酮 (5一epl 20E)。 

4．绂形动物 

线虫 蜕皮酮(E)，20-羟基蜕皮酮(20E)， 

20，26—2羟基蜕皮酮 (20，26E)，百 日青甾酮 A 

(PoA)，川漆甾酮 (Cya)，罗汉松甾酮 (Ma)。 

5．环节动物 蜕皮酮(E)，20-羟基蜕皮酮 

(20E)，20，26—2羟基蜕皮酮(20，26E)。 

6，软体动物 蜕皮酮(E)，20一羟基蜕皮酮 

(20E)。 

7．棘皮动物 棘皮动物的甾醇类型比较复 

杂。主要是 C27甾醇 ，还有 C26，C28，C29 

和 C30甾醇。 其中 C27甾醇是靠体内组织 

生物合成产生的，其余甾醇均系食物来源。 

8．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缺乏合成蜕皮激素 

的酶系，可是一些研究涉及到蜕皮激素对脊椎 

动物的作用。这是因为 (1)动物和人摄取食物 

中台有蜕皮激素。(2)寄生虫释放蜕皮激素。 

虽然从非节肢动物的无脊椎动物体内鉴定 

出多种类型甾醇，可是它们的来源器官都没有 

明确出来。 

(=)节肢动物 

i．昆虫 研究最广泛、最深人的动物，已经 

近 40种结构相关的蜕皮激素鉴定出来 (Ree*， 

H，l989)。 

(1)来源器官 昆虫内分泌系 统 相 当 完 

全，产生蜕皮激素的器官和组织如下： 

蜕皮腺(无翅亚纲)； 

前胸腺(半变态，全变态昆虫)； 

环腺(双翅 目，环裂亚 目昆虫)，是前胸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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