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宁 等 在 对 中 国 鼠 兔 亚 属（!"#$%&"’
!"#$%$&’）种系发生的研究中发现，在所选((
项形态特征中，柯氏鼠兔有()项为原始古老性

状，显著别于其它种类。从其分布范围缩小的

现象及头骨的特征等方面都表明，它的发展已

走向衰退，是处于濒临灭绝状况的种类［*］。

由于该物种的分布和数量有限，)+,+年美

国探险队和)++(年-./0的濒危物种保护委

员会成员———莫斯科大学的0123453637博士

在昆仑山考察中都未发现该鼠兔［8］。)++9年

被《-./0濒危动物红皮书》定为渐危级，属于

种群数量正在减少的种类，面临濒危状态［:］。

)++,年柯氏鼠兔又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定为稀有级［,］。针对柯氏鼠兔的濒危状况，国

内外学者都在呼吁尽早研究和保护这一古老的

残留物种，第五届国际兽类学大会期间，在《兔

形目行动计划》中已把柯氏鼠兔等列为亟待保

护和研究的种类［+］。此次调查仅仅是对柯氏

鼠兔的一个初浅认识，今后需要加强多方面的

合作研究，以保护好世界上的这一稀有濒危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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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的胚胎移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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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而详细地描述了小鼠胚胎移植中所采用的输卵管移植及子宫移植方法，包括作者的改进。介

绍了寄母小鼠的选择、配种及孕鼠的编号方法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

关键词：小鼠；胚胎移植；输卵管移植；子宫移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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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最为广泛使用的实验动物，小鼠

的胚胎移植可以说是最后判断从活体到活体的

一项实验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由于小鼠体型

较小，操作需要在解剖镜下进行，对于新从事此

项工作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有关文献内容

也不全面［:，?］。笔者结合多年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经验，对此做一介绍。

7 可供移植的胚胎

对于小鼠来说，从受精后Q#:;小时的受

精卵，即观察到雌雄原核和第:极体的受精卵

到体内或体外培养R#>天的囊胚都可以移入

受体（寄母）小鼠中。

8 受体小鼠的选择与交配

=#:;周龄的雌性小鼠均可作为胚胎移植

的受体使用。与其它品系的小鼠比较，昆明鼠

体形较大，适应及抗病性强，母性好，是良好的

胚胎移植受体。可供胚胎植入的受体小鼠有两

种：即假孕寄母小鼠和自然怀孕的受体小鼠，这

可根据所移入的胚胎数量来决定选择。小鼠一

般为半夜交配和排卵，所以第?天有阴栓者从

上午到下午为见栓的;S>#:天，这种雌鼠可用

于输卵管移植。也可使用见阴栓?S>和@S>天

的假孕或自然怀孕的小鼠做受体，但只能从子

宫部位移植，且移植的胚胎须达到桑椹胚和囊

胚生长阶段。若待移植胚胎数较少如仅为:#

R枚时，则需用自然怀孕的雌鼠做受体。

897 假孕小鼠 经过与结扎输精管的雄鼠交

配后的雌鼠为假孕小鼠。以假孕小鼠为受体

时，可供植入的胚胎数量为>#:<枚，移植时应

两侧植入数量大致相等的胚胎。通常在头一天

下午或傍晚检查用于胚胎移植的雌性小鼠的阴

道开口情况。若外观红润或肿胀、开口较大，即

是处于发情期的小鼠，可选出与结扎输精管两

周以后的雄鼠交配。交配方式为雌鼠T雄鼠U
?T?或:T?。第二天早晨检查有阴栓者即可用

作胚胎移植受体。

898 自然怀孕小鼠 因为小鼠为多胎动物，胚

胎较少时不易着床。若待移入的胚胎数量为:
#R枚时，需选择自然怀孕的小鼠为受体。选

出处于发情期的雌鼠于头一天下午放入正常雄

性小鼠笼中。第二天上午检查，有阴栓者的第

:天就可进行输卵管移植。也可在?S>或@天

时进行子宫内移植。移植时:#?枚可放入一

侧子宫或输卵管，也可每侧移植?枚［@］。雌鼠

的选择及交配方式与假孕鼠相同。但需选用不

同的品系，使移入胚胎和受体自已的孕胚相区

别。例如：移入胚胎为白色品系的话，受体孕鼠

可选用：:）昆明白（雌）V黑色（雄）5>QW；?）雌

性白鼠与X:（5>QW,雌V5W"雄）雄鼠；@）雌

性白鼠与X:（5>QW,雌V7W"雄）三个组合之

一的交配雌鼠［@］。若移入胚胎为有色的话，则

选用昆明白色雌V白色雄作为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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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植部位

对于胚胎移植的受体小鼠，即寄母小鼠，可

供胚胎移入的部位有输卵管和子宫角。所以有

输卵管移植法和子宫移植法两类。在操作时应

根据胚胎发育时期和受体条件双向选择采用适

当的移植方法。

" 手术准备

"#$ 麻醉 可用!"#$的戊巴比妥钠（%"!#!
%"&’(／!%(体重）腹腔注射麻醉，效果很好；也

可采用氯氨酮（%")!!"&’(／!%(体重）或氨基

甲酸乙酯（!"&!!")’(／!%(体重）做麻醉剂。

注射后一般#!!%分钟即可起效。维持时间在

%"#!!小时之内较好。少数小鼠使用上述剂

量不能有效麻醉，可略为补充。麻醉较好的标

准是小鼠安静不挣扎，稍用力掐后肢时小鼠会

抽回。

"#% 固定 可选用厚度为*!+’’，长宽分别

!#’’,!&’’的透明有机玻璃，然后按小鼠

平卧四肢拉伸后，在两前肢的腕关节部位和两

后肢的跗关节部位的相应的有机玻璃板上钻+
个圆孔，直径为&’’。将完整的橡皮筋由底面

穿过有机玻璃板上的圆孔，在上面形成环状，由

底部牵引时可收缩橡皮筋环。固定小鼠时采用

平卧方式，将四肢套进橡皮筋环后拉紧即可，既

快又不会造成损伤。小鼠的固定并不是必须

的，若麻醉掌握得好和操作熟练，则不必固定。

& 移植操作

&#$ 输卵管移植 输卵管移植的方式又有两

种，现分别介绍。

&#$#$ 经喇叭口移植法 麻醉小鼠，除去手术

区背毛，背中略靠后部纵向切（剪）开一长为!%
!!#’’的纵向开口，通过透明的背肌体壁确

定卵巢、输卵管和子宫的位置，并在其上方的体

壁上开一小口。用眼科镊轻轻拉出卵巢、输卵

管及部分子宫。避开血管，在包裹卵巢和输卵

管开口的卵巢囊膜上撕开一小口，用尖镊子固

定住输卵管开口或漏斗部，然后把直径为!%%

!!&%"’的玻璃胚胎细管从输卵管开口即漏

斗部插入，将胚胎及少量培养液吹入输卵管。

若遇到卵巢囊内充血或卵巢囊膜出血，可用消

毒的卫生纸或滤纸及时吸去血液。

&#$#% 经膨大部移植法 手术方式及顺序同

经喇叭口移植法。拉出卵巢和输卵管后，先用

+号针尖（或更细一些的胰岛素注射针头）在输

卵管膨大部前上方靠近卵巢的部位扎一小口，

注意避开血管。针尖可预先蘸点!$的台盼兰

以指示输卵管上的开口位置。然后将装有胚胎

的玻璃管轻轻插入小口，并推进到输卵管膨大

部，将胚胎吹出［+］。这可以胚胎移植管中胚胎

前后的气泡都进入输卵管作为标志。与经喇叭

口移植法相比较，经膨大部移植法不受卵巢囊

内充血的影响，但在移植时应尽量选用细的胚

胎移植管径。

&#% 子宫内移植 子宫内移植的手术难度较

小，但只适用于从桑椹胚到囊胚期阶段的胚胎。

方法是选见阴栓第&"#天或第*"#天的怀孕或

假孕雌鼠。背位开一口，在子宫角靠输卵管部

位选血管分布少的部位，用+号针扎一小孔，然

后用玻璃微管把桑椹胚或囊胚期的胚胎移入。

无论何部位的移植，都应尽量避免带入多

余的培养液或气泡。每次移入操作后，应将移

植管尖端浸入培养液中在解剖镜下检查移植管

中有无余留胚胎。若有，应再次补移。为确定

移入 胚 胎 的 分 布，可 在 移 入 后 的 第!%天 或

!-"#天打开腹腔检查移植胚胎的植入或分布

以及胎儿成活情况。!-"#天的胎儿从子宫中

取出后可用同期产仔的继母小鼠哺育。

’ 孕鼠编号

胚胎移植的受体小鼠可采用双耳剪口和剪

爪编号，如图!所示。它具有简便易记的特点，

只用剪刀而无需采用专用的打孔工具即可完

成。方法是，左耳由前向后三个部位即前、中、

后剪一个三角形的缺口。前部切口为!号、中

部切口为&号、后部切口为*号；二个切口为+
号，三个切口为#号。右耳与左耳相应位置

的切口分别代表)!!%号。!!号开始为左上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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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双耳剪口及前后肢剪爪编号法

加耳号。左上肢从内侧开始切去第!指加耳号

表示!!!"#号；分别切去第"!$指加耳号分

别表示"!!%#。左右前肢内侧同时切去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单独切去右内侧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分别切去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分别切去下肢左右

趾加前肢和耳号可编第!#!!!#!#号。此种

编号和记忆原则是“由前向后，从左向右，从内

向外；个位耳，十位手，百位脚”。这种编号方式

简单明了，不用专门回忆记录就可直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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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性啮齿动物重捕取样布笼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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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两种布笼方法即传统的方格布笼法和同心圆布笼法对典型草原区布氏田鼠野外种群进行了

重捕效果的比较。结果表明，方格布笼法的重捕效果要大大低于同心圆布笼法。对此类群居性啮齿动

物进行重捕取样的实验设计时，建议采用同心圆布笼法取代传统的方格布笼法。

关键词：群居性啮齿动物；标志重捕；布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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