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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氯化钠 分析纯 上海南汇彭镇营房 

化工厂生产，批号：87052。 

(4)睾酮放免试剂盒 中美合营天津利科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6025。 

3．方法 

(1)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本研究包括两 

次试验。在正交试验 k (2 )中，将 280只处 

女小 鼠随机分为 8组 (每组 35只) 配种前雌、 

雄分笼饲养，行 自由采食。雄鼠喂基础料。8组 

雌 鼠分别喂以8种不同组合的饲试验料。试验 

日粮中包含葡萄糖、精氨酸和 NaC1三个添加 

因子。每个 因子设两个水平，其中各因子的第 
一

个水平为零 ，第二个水平中上述三种添加物 

在 日粮 中的浓度分别为 25 、0．7 和 3 。基 

础 日粮的组成是 ：玉米 (28 )、面粉 (25 )、 

高粱 (18 )，黄豆饼 (17 )、鱼粉 (6 )、血 

粉 (1 )、酵母 (2 )、鱼肝油 (1 )、贝壳 

粉 (1 )、食盐 (1 )。基础料和试验料均制 

成颗粒料 。试验雌 鼠配种前 15天 内喂试验料。 

配种期间，雌、雄 白天分开饲喂，晚上将雌鼠 

2只放入 1只雄鼠的笼 内，取出雄鼠笼中饲料 ， 

仅供饮水 配种持续 5天 。配种结束后，雌鼠 

恢复基础料。试验时间：1989年 11--I 2月份。 

鼠舍内温度以暖气管道维持在 18—22℃，相对 

湿度平均 62 。 

在另一次试验中，将 80只处女 鼠随机分为 

两组 ：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0只。试验组以 25 

葡萄糖液作为雌鼠的饮水 ，对照组以自来水作 

饮水，两组均喂基础料。15天后 ，每组各取雌 

鼠一半 (20只)用于配种 ，另一半用于采血。试 

验时间：1990年 4—5月份，其他条件与上面相 

近 。 

(2)性别鉴定 仔鼠出生后 15小时内以肛 

门与外生殖器之间距为据由 2—3人共同鉴定。 

对个别怀疑者，通过尸检判别。 

(3)睾酮测定 以摘除眼球法采血。采血 

在上午 9—10时进行。采血后按常规法制备血 

清，于一20"C下保存 。按药盒说明书在 计数器 

(上海原子能研究所生产)上作放射免疫测定 。 

(二)结 果 I (2 )正交试验的结果如 

表 1所示 

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和 F检验表明：葡萄 

糖 具有 极 显著 降 低子 代性 比的效 应 (P< 

0．01)。含葡 萄糖 的四个 组 (第 8、6、5、7 

组 )分别 比零水平的第 1组 (实际上为对照 

组)的性比降低 9．7 、9．3 、8．5 和 6．8 

氯化 钠 也 具有 降低 子代 性 比的作 用 (P< 

o．05) 本试验未显示精氯酸对性 比的影响 同 

时，也未显示这三个固子在改变子代性 比方面 

具有互作效应 在产仔数方面，25 葡萄糖未 

表现出不希f影响，但 0．7 精氡酸和 3 氯化钠 

使产仔数极显著降低 (P<0．01)。 

第二个试验的结果如表 2。 

裹 2 配种II旬雌鼠通过饮木毒喂葡 萄糖对其子代 

性比和血清摹酮台量的彤响 

项 目 产 仔 组 睾酮测定组 

试验 产仔 性上匕 平均产 采 血 实 睾酮古留 
镉别 雌 鼠 _ (ns／a【) 

数 窝数 ( ) 仔 教 堆鼠擞 洋车麴 X—SE 

试验组 20 18 43．7 8．9 20 l6 4 13 
士0．74 

6 63 时照组 2O 17 63 1 9
． 3 20 16 士 0 e 

— 19．4 ——0-4 
苣 异 (P< (P> ——2 5 

0．C1) 0．05) D< 0．01 

从表 2可 见，对配种前雌鼠通过饮水添喂 

葡萄糖也具有降低子代性比的效应 ；同时 ，葡萄 

糖还具有显著降低雌鼠 清睾酮水平的作用。 

(--)讨 论 正交试验 中的第一组 ，实际 

上是 未 经 处 理 的 对 照 组 。其 子 代性 比 为 

58．5 。对如此高的性 比的可信性在此有必要 

予以说明。本研究采用的雌鼠全系处女鼠。许 

多报道 指出，哺乳动物的初胎性 比通常 比较 

高口。j ] 作者曾对本试验所在单位 (武汉生物 

制品所实验动物室)的同期非试验群体的初胎 

性 比作过统计．据 1 97窝资料 ，其初胎性 比为 

57．3 。这与本试验结果十分接近。第二次试 

验中 (见表 2)，对照组 的子 代性 比似 乎太高 

(63．1 )，这 可能由于样本含量小．由机 误所 

致。但该试验中试验组的性比值与群体初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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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57．3 )比较，性比降低 1 3．6 ，在统计上 仍然达到显著水平(P<o．05) 

寰 1 用蕾茸糖、柑雅 和氯化钠露曩培配种前雌冠对子代性比和产仔叠t的影响 

】 2 3 4 5 6 性比 产仔数 产仔窝散 试验组合 7 

G A G× A Na G XNa A ×N ( ) (f{) (Ⅱ) 

(1)G A】Na± 1 l 1 l l ] j 58，5 ]O，3 19 

(2)G1A1Na 2 1 1 1 2 2 2 2 54．2 9．2 26 

(3)G】A zNa． 1 2 2 l 1 2 2 57 2 9 5 22 

({JGlA 2Na2 】 2 2 2 2 1 1 54．6 9．6 f7 

(5)(⋯A Na1 2 1 2 1 2 1 2 50 0 l1 0 8 

(6)G A】Na 2 2 1 2 2 1 2 1 49．Z 9．3 21 

(7)G!A2Na 2 2 1 1 2 2 1 51．7 9．7 24 

(8)G2A Na2 2 2 1 2 1 1 2 48．8 9．3 1 8 

K 56 1 53 0 54 4 53 5 

性 比 K： 40 53 ] 5ll 7 52 6 

R ， + 0 1 — 2 6 ——0 0 

K1 0 7 10 0 9．6 10．1 9．6 10 1 9 7 

产仔 数 K §．8 9 5 9．§ 9．{ 9．9 9．4 0 8 

R 十0 l ， 5 O 3 ——0 7 0 3 —0 7 0．1 

‘表中 G代表葡萄糖．A代表情氨畦 ．Na代表氯化钠；G×A、GxNa、A~Na分别表示两园子的互怍效应}c1)G LA】Na] 

表永第 一组雌鼠的漾加剂是葡萄糖、精氨醢和氯化钠的第一承平纽台．其余七纽以此 粪推一K 覆 第一 水平的平均 ，K。表示 

第 ：水平的平均值 、R表示 K1与 Ks之差。 

本研究的两次试验结早都证 实了 Schenk 

理论中关于 “妊娠前母体食用高糖 良物有利于 

产雌性 的结论。关于氯化钠的效应本研究结果 

与Bird等有相似 ，但降低幅度较 Bird等小． 

对产仔数的影响与其不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 

实验分析。 

James“ 曾对母体某些激素与其子代性 比 

关系有过论述。他指出影响子代性 比的激素可 

能包括睾酮、雌激素与促 陧腺激素。本研究测定 

的血清睾酮值虽小能代表雌鼠在配种前某一确 

定生理阶段的睾酮水平，但试验组和对照组间 

的差异反映了葡萄糖具有降低雌鼠血清睾酮含 

量的真实效应 这是因为试验组和对照组除了 

处理因素 (葡萄糖 )外，其他条件均一致或随机 

化 ，这样雌鼠在试验组恰好处在睾酮低谷期、对 

照组恰好娃在睾酮高峰期的机率极低 

本研究重点显示 l『给配种前雌鼠添喂葡萄 

’ 1 R ‘ 

糖具有降低子代性比的显著效应。同时，葡萄糖 

能使雌鼠血清睾酮水平显著降低尚未有过报 

道。遮一发现．有可能将子代性别有关的 “母体 

营养理论 和 “激素假说”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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