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定被测物质。一般说来，类固醇代谢物主要经 

尿液排出，并多以结合物的形式出现；但大鼠和 

狗雌激素代谢物主要由粪便排出。存在于粪中 

的代谢物多以游离形式出现 ，其浓度变化常较 

血中相应激素浓度变化晚 2—3天 。雌酮、雄 

酮及其硫酸盐、葡萄糖酸的结台物分别是反刍 

动物雌、雄激素在 尿中的主要代谢产物。然而 ， 

马属动物睾丸能产生大量雌激素，因此尿中含 

有大量雌激素代谢物。反刍动物如奶牛和美州 

野牛尿中孕酮的主要代谢产物都是孕二醇一3a一 

葡糖葺酸 (PdG)m；但马属动物尿中孕酮的主 

要代谢产物是否是 PdG 仍有争议“。】。 

2．2 确定土壤或粪中杂质对测定 的 干 扰 将 

粪尿样品提取物递次稀释，制作剂量稀释曲线 ， 

然后与标准曲线比较平行性。随着样品稀释度 

的增加，平行性降低 ，说明样品中污染物对测定 

有干扰。使用浓度较高的样品进行测定，可以 

减少这种非特异性干扰的程度“ 。 

2．3 正确分析测定结果 在使用测定 结 果 对 

动物生殖生理状态进行分析时 ，除了参考动物 

繁殖习性观察资料外 ，在有条件时，可与猎获野 

生动物血样或排泄物测定结果比较。还可使用 

超声波和腹腔镜等设备观察生殖器官的变化。 
一 般说来 ，尿液经肾脏过滤和在膀胱中滞留后 ， 

其中激素或其代谢物浓度均较血中高。 

3 粪尿类固醇物质测定自 实际应用 

测定粪中类固醇激素代谢物最早用于确定 

乌的性别nn。之后 ，采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石 

油污染对海鸟生殖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测 

定粪尿类固醇物质已被用于监测野生动物生殖 

周期和判定是否妊娠。 

3．1 卵巢功能检查 对间隔 2—3天采集的 野 

马尿样分析表明，在出现发情行为的同时 ，出现 

排卵前雌酮结合物 (E c)峰和 PdG 低谷；排 

卵时，在 E,C 峰后 PdG 迅速增加；排卵后，未 

孕复发情者 PdG 下降，妊娠发情者 PdG维持 

较高水平；大约在妊娠后第 35天出现妊娠排卵 

周期时，EIc 再次迅速增加 l。 

据对 28头美州野牛尿样分析 ，发现 其 中 

20头在 8月时已处于妊娠状态，8头相继出现 

发情周期，长度为 23．1 2±O．766天，其中 7头以 

后又怀孕并产犊 。 

3．2 妊娠诊断 通常通过渊定尿 E．c 和 PdG 

浓度或粪总雕激素浓度对野生动物进行妊娠诊 

断。驯化的马，E．c持续维持高水平说明胎儿 
一 胎盘单位功能正常 ，胎儿存活“ 。15匹野 

马中有 1 2匹 Elc 浓度超 过 1．0ug／mg Cr者， 

6—8个月后均产驹 ；男 3匹 Elc 浓度低 于 1．0 

ug／mg Cr，均未产驹 。 根据美州野牛怀孕 

届尿中 E c和 PdG 维持高水平这一特点，在 

秋季可对其进行早期妊娠诊断，并可能发现因 

布氏杆菌感染j【起的流产“ 。 羊驼分娩 前 2O 

天至产前 1 2小时，尿中 E c 浓度升高，分娩时 

降低。PdG 变化与之相似 ，只是在分娩前 5天 

已开始降低。 产后 1天内 E．c 和 PdG 均维 

持在基础水平，大约在产后 5天，卵泡重新开始 

活动时 E．c 显著升高；产后大约 2周交配引起 

排卵后，PdG 升高；如果交配后受孕 ，PdG 在 

妊娠后 15天内持续升高 。 

哺乳动物粪中常台有 1 7 —E 的非 活 性 代 

谢物 17a—E 。马属动物粪中 17a— 含量低 但 

却台有大量其它雌激素代谢物。如果使用对多 

种雌激素均有交叉反应性的抗体对粪中总雌激 

素进行测量，也可对野马进行妊娠诊断。据测 

定，妊娠野马粪中总雌激素为 3．18±O．70ag／g， 

而非孕母马仅 O．552±0．08ng／g。 野马粪水提 

取物中 E．c和 PdG 浓度也可怍为判定 妊 娠 

的嫩据 ，7匹妊娠野马粪中 E．c 和 PdG 平均 

浓度分别为 4．2±O．8ng／g和 14̈ ±569．6ng／g； 

而 33匹非孕野马平均浓度仅 分 别 为 0．5±0．1 

ag／g和 32．8±4．9ng／g 。 

通过测定粪尿类固醇物质浓度监测自然状 

态下野生动物生殖内分泌状态是目前最简单和 

准确的研究野生动物繁殖活动的方法。我国野 

生动物资源丰富，采用上述方法有助于进一步 

了解其在自然条件下的繁殖性能，为制订野生 

动物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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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鸟 类 一 新 

关键调 ’塑 惶 醇与习 
1 991年 6月，我们在四川绵阳市郊带领学 

生进行鸟类野外实习期间，捕获两，日成鸟，雌雄 

各一，系四川省新纪录。鉴于它们在四川的发 

现 ，对于研究鸟类地理分布及动物区系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现报道如下。 

蓝头矾鸫(白 喉 亚 种)Monsieola cinclo． 

嵋 ynchus gularis 

标 本号：0120号 0130号 采集时 

间：1991年 生 

物系动物标本室。 

采集地点，绵阳市郊仙鱼桥附近山林。海 

拔高度 520米。 

度量衡：体长 约 190ram， 1 90ram，翅 

长 89ram， 89ram，尾 71mm， 71ram，嘴 

峰 19ram，早I9ram，附踱 23ram， 23ram。 

(陈玉祥 张华宣 绵陌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 6210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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