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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l 给配种前的雌亲添喂葡萄糖或在母兔排卵舳静脉注射葡萄糖对子代性比的影响 

试 验 组 对 罔 组 试验蛆蛆 与对职组差异 实验 

诂蛔 产仔 寓 均 性比 产仔 窝 均 性 比 性比 窝 均 
窝数 产仔数 (％) 窝数 产仔数 (％) (％) 产仔数 

兔 I 3 8．0 32．3 9 9．O 53．3 —21．0 一1．0 

兔 9 8．8 44 7 157 7．B 52．1 一7．4 +1一O 

初产 81 9—8 4g．9 84 9．6 56．1 —6．20● +0-2 

小 鼠 

兔 曲 7．6 36．6 33 6．6 ●B．6 一12．0●‘ q-1．0【 1 

兔 j7 7—1 41．} 36 7．1 51．4 一lO．O 0 q 

兔 0 8．● 43．2 ●5 B．2 5O．5 一7．3’ +D．2 

小 鼠 ，l 12．O 43．5 32 l2．1 51．' 一7．6 一O．1 ’】 

猪 Z0 10．7 43．9 32 1 0．0 50．2 一6．3 0．7 

挂：l一动物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葡萄糖培予方式： l表示通过饲辑，2表示通过饮承，3袁示静特往射 
2．‘ 表示 P< 0．0 ， ‘ 表示 P< 0．0Î 

3·此裹中和本文中凡末标明参考文献岣有关笔者的试验结果均为首次公布的资料。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食物中某些离子的浓 

度、精氨酸、维生素等影响子代蛀比的报道“～。 

笔者曾用葡萄糖、精氨酸盐和 NaC1三个因子 

分别取三个水平组成九种 曰粮添加剂在小鼠中 

进行了 L，(3 )正交试验(添加剂饲喂配种前的 

雌鼠)，该试验结果显示出一个降低子代性比的 

“最优”组合 (即 35％ 葡萄糖 +O．4％精氨酸盐 

+2移NaC1)使子代性 比 (较 对 照 组)降 低 

t 4每。 

3 氧化还原理论 

氧化还原理论认为，子代的性比与双亲体 

内的氧化还原过程的强弱对比有关。如果父亲 

体内氧化过程一定程度地高于母亲，子代多雄； 

反之 ，则多雌。Ulpe~ep是该理论的支持者，她 

用可提高和降低体内氧化过程的溶液分别饲喂 

雄亲和雌亲，在兔和鸡中进行试验 ，得到了改变 

子代性比的结果 。笔者根据这一理论 ，用可 

增强体内氧化过程的葡萄糖在小鼠和猪中分别 

舔喂给配种前的雄亲和雌亲，得到了向不同方 

向改变子代性比的有趣的结果 (表 z)“”。 

笔者还在鸡中进行了试验，用一种可降低 

鸡的氧化过程的添加剂通过饮水或饲料饲喂公 

鸡，两次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添加剂能使子代 

表 2 用葡萄糖分别饲喂箍紊和雌亲对子代性比的影响 

试验 葡萄蓿 暴加 产 仔 试验蛆 与对照组差异 性比 

寓 均 (％ ) 性 比 高 均  动物 处理 速 径 窝数 总数 
产仔数 (％ ) 产 仔数 

饲喂 公 鼠 27 3l4 l1．7 +7-8 一0
．4 

小 rP<0一os) 

饮 
饲 喔母鼠 3l 卯4 {3．5 —7．6 

一 0．1 
鼠 水 (P<0—日5) 

对 照组 32 387 51．1 

饲喂公 猪 l24 lo．3 7．3 +7一l o
． 3 (P<o

． 2 ) 

饲 
猪 饲喂母 绪 234 lO·7 3．9 +o．7 

章斗 (p<o．2．5) 
—  

对照组 32 32O 5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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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鸡添加剂提高子代雌雏率的试验结果 

雏 鸡 性 比 与对照担比 

处 理 
公 ： 母 (％) 堆雏率提高(％) 

试 试验组(饮水舔喂) 273 32 7 45．5 10．4 

验 
I 对 照组 4DO 3I 5 5 5．9 ● 

试 试验蛆(饲料蔼喂) 976 I136 46．2 B．7●‘ 

验 
ll 对 照蛆 54．9 

雏鸡性比降低 9％一10％。 试验结果如表 3所 pH值，NN(7．70±0．1 2)只略低于后者 (7-77± 

示。 O 1 2)。 

按照性染色体理论，鸡的子代性别是由母 

鸡决定的。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 

什么添加剂作用于公鸡能够改变子代的性比试 

验还表明：上述的处理对受精率和孵化率均无 

不良影响。上述结果能否作为 氧化还原”理论 

的证据?如果能，氧化还原理论的真谛何在? 

这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4 酸碱理论 

酸碱理论的内容是：亲本的食物、血液(或 

阴道)中的 pH 值对子代性比有影响，若 pH值 

升高，子代偏雄；若 pH 值降低 ，子代偏雌。在 

50年代，Weir曾在小鼠中选育出 pH高和 pH 

低两个系 ，其中 pH 高系的子代性比较 pH 低 

系高 10％；井计算 出子代性 比与雄亲的相关系 

数为 O．43，与雌亲的相关系数为 0．16“ 。笔者 

在给雌鼠添喂葡 萄糖改变子代性 比的试验中测 

定了雌亲体内的 pH值，结果表明：性比降低的 

试验组内的雌鼠生殖道内的pH值(6．34±0．03) 

极显著地低于对照组(6．69±O．02)，但血清中的 

5 激素理论 

James指 出，怀孕期间母体的促性嚎激素 

水平起着部分控制结合子性别的作用，若该激 

素含量高，子代偏雌。妊娠前母体 的某些激素 

水平也能影响性 比，除了促性腺激素外，雌激素 

和皇酮也具有性选择作用，后两者含量增加，子 

代则偏雄 -制。 笔者在用两种不同舔加剂饲喂 

雌鼠的性控试验中，配种前随机从试验组和对 

照组抽取一部分雌鼠，采血翩备血清，谫4定其睾 

酮含量。结果表明：具有降低子代性比的雌鼠 

舔加物质也具有显著降低血清睾酮的作用 (表 

4)。 

除了上述理论外，还有许多研究指出，雌亲 

的年龄、胎次与子代性比有关。年青的雌亲多 

产雄性 ，这突出的表现在哺乳类一般都具有较 

高的初胎性比“ ” 。笔者的试验也证实了在年 

青的初胎小鼠中具有较高的性比(表 1中，初胎 

小鼠对照组的性比高达 56．1％)。有关亲本(包 

括父亲)的年龄影响子代性比的研究在人、水 

表 { 降低平代性比的两种添喂物质对 雌鼠血清睾酮 水平的影响 

舔喂物质 血 蒲 睾 酮 差 异显著性 

添 喂方式 组 别 
厦其旅度 样丰数 睾酮古量 检 验 

(nd／a1) 

饮 试 验 组 l 4．13±2．10 
葡萄糖(25％) P<0．Ol 

水 对 照 组 I 6 6．63士1．87 

葡 萄培(35％ )．-I-精 氨酸 饲 试验 组 20 1．9395土0．23 
P< O． 

盐 (0．4％ )+NaCl(2％) 料 对 用组 20 3．2{5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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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 ，孤狸、猪和羊等中均有报道“ 。此外，繁 

殖季节 与配种(授精)的时机、雄性亲本的交配 

频率等均 对子 代性 比有影响。 

虽然也有少数 持否 定观 点的报道 ，但总 的 

来说，上述所列影响子代性比的各种因素不容 

忽视。 目前 ，这一 研究 造径应用于性控 实践 的 

主要问题是：性比改变不够稳定。可以肯定： 

影响子代性比的一切环境因子最终将反映在生 

理状态的变化上，即：这种性比的改变一定伴 

随着一个特定的生理状态。由于人们不清楚这 
一 特定生理状态的全部内容 ，加之各种环境因 

子的干扰，因而就很难在每次试验中保持一个 

稳定的亲本生理状态。这可能就是性比改变不 

够稳定的原因。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即使 

性比改变的幅度只有 5％--1 0％， 由于这一途 

径的成本低廉，操作简便，也会给畜牧生产 (如 

蛋鸡业、奶牛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重要的是 

要对影响子代性比的亲本的特定生理状态给出 

准确的含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通过对亲 

本一系列生理指标的测定对这种特定的生理状 

态予以量化。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人为地调节 

实现这种特定的生理状态，从而有效地改变子 

代性比。另外，要克服以往单个因子、单种理论 

孤立研究的倾向。我们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 

上述各种理论之间有着相互补充的关系。例如， 

关于 “使性比降低的添加物质导致雌亲睾酮水 

平和 pH值变化” 这一现象的发现可能把影响 

子代性比的“营养理论”、“激素理论”、镁 碱理 

论 、甚至“氧化还原理论”都联系起来。 

当然，揭示影响性比的亲本的生理特征并 

非是它影响子代性比的真正机制的阐明。在影 

响子代性比的各种因素中，哪些对第一性比起 

作用?哪些对第二性比起作用?对于那些影响 

第一性比的因素，它们与性别决定的性染色体 

理论和基因理论之间有什／厶关系?这些部是有 

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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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ON SOME THEORIES IN RELATloN oF PH YSloLoGICAL 

CoNDITIoNS OF PARENTS AT CoNCEPTIoN AND THE SEX 

RATIo oF PRoGENY 
● 

YU Chuanzhou LONG Liangql 

(Door 。，Amim．Sci．and “．Med．Huazhong AiTicuttural niversity ·̂- 43o070) 

CHEN Mingjlu 

(Resea rch lntzitute of Biataticst Prod．ets) 

XU Zlqing 

(Research I nstit~l~ol Anim~l Husbandry~sd 01．Med．H~b~i Prov．)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the0ries in the relation of the Dhyslological condit 

ions of parents at conception and the$eK ratio of progeny．In OUr experiments，the—nutrition 

theory，oxide-reduction theory．acid~alkali theory and the hormone hypothesis were tested in 

some point during the period of i 9B8— 1 992．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ose theories which 

were tested by US are reasonable in some degree and some i~ternal connection exist among 

them． The values of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both parents at mating may affect the se3 
ratio of offspring． Regulating the physiological states of parents at conception probably ha{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sex control of animals． 

Key words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of parents，sex ratio of progeny，glucose，pH， testo． 
sterone 

一  

颈静脉和后腔静脉导管安置方法 

张家骅 黄群山1／芏建辰 王强华 马新式 李明 ’。
— —— —一  

(西北农业， 学家畜生殖内分泌与旺胎工程研究所陕西杨瞳7121 oo) 反 一窍 
擒要 在动物体内不同部位安宣颈静脉导管是进行生殖内分船研究的重要基本方法之一。本文舟绍了 

奶 山羊颈静脉和后腔静脉导营的安置和使用方法。 导管为长约 1m、内径 1．5mm、外径 2．2mm的硅肢 

管。导管插入血管的深度约为B一1 Oem，另一端在皮下潜行约 20—2，cm后穿出体外，井安装带盖针头。 

每次采样后在导管内注满稀释为 40单位『mt的肝素以防止血液 凝结在导营 内。 防 止经导管注入气泡 

或引起感染，一般可维持两周 【上连续采样。 

关键调 扔山羊，颈静脉导管，后腔静脉导管 绊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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