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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内生殖激素在正常生理情况 下多呈 

阵发性(或脉动性)分泌特点，在研究其内分泌 

作用和代谢时需要频繁采样；激素水平的波动 

还与动物所处的环境、情绪，特别是与采样jI起 

的应激状态有关；加上不少激素半衰期短在体 

内经肝、肺等组织后迅速代谢转变。因此，在体 

内不同部位安置静脉导管，在对动物尽可能减 

少干挠的情况下连续采样是进行生殖内分泌研 

究的重要基本方法之一。另外 ，这种方法还可 

以用于病理条件下监铡激素和药物 浓 度 的 变 

化，以及应用于诊断和观察治疗效果，并提供一 

种频繁给药途径。现将 1 992年 10月至I 993年 

1月奶山羊颈静脉和后腔静脉导管的安置方法 

介绍如下。 

l 颈静脉导管的安置 

颈静脉导管为长约 1i1"1、内径 I．5ram、外径 

2·2rnm 的硅胶管 。导管的一端被剪为尖头，在 

距尖头约 I Ocm处用硅胶在管壁上粘附一片 硅 

胶片 ；在导管的另一端应准备一根去掉针尖的 

16 或 1 8 针头和一个针头盖。 

羊只左侧或右侧卧保定均可 ，使其颈部伸 

直并将 头部固定，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并配 

合肌注 3—5m1静松灵以作全身镇静之用。 在 

颈部颈静脉中段外侧皮肤上作 3cm左右切 口， 

钝性分离充分暴露颈静脉后，用镊子剥掉血管 

表面一小片浆膜 ，用 1 8 针头在该处血管壁上 

扎一小孔，拔出针头后迅速将导管尖头一端沿 

向心方向插人颈静脉，插入深度约8一lOcra。如 

要避免插管时因不熟练引起出血太多，可在扎 

破血管后用手指按住小孔，约 5—1O分钟后，小 

孔会被血凝块阻住。然后由助手用镊子将血管 

壁提起，导管尖头则很容易插入被血凝块阻住 

的小孔。用注射器检查有回血后，将导管中空 

气抽出并注满肝素液 (40单位／m1)。然后将管 

壁上附着的硅胶片缝合在导管插人处血管周围 

的结缔组织上，以达到固定导管，防止其从血管 

内滑出的目的。用一根已消毒的，长约 30cm的 

铁针从未部沿皮下将导管游离端从肩胛背部皮 

肤B1出【出口处事前剪毛消毒)，导管在体内部 

分 以不过 分紧张 ，又不 出现 折曲为宜。将 颈郭 

皮肤缝台后，将已安装钝头针头和针头盖的体 

外导管部分纳入约 1 0 x 1 2cm布袋中 ，并将皮 

袋缝台在导管出口处皮肤上 (见图 1)。在既要 

用激素或药物处理，又要频繁采样的实验中，可 

在双侧颈静脉安置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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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1 颈静脉导管 

1．颈静脒； 2．导管； 3．硅畦片 ； 4．带盖针头； 5．布袭． 

2 后腔静脉导管的安置 

可选用规格与颈静脉导管相同或内外径分 

别为 1 0和 2．Omm的硅胶管 ，长度 1m左右 。 

硅胶片粘附在距插人端约 I 5cm处管壁上。 

羊只左侧卧保定，用 5ml普鲁卡因行腰荐 

麻醉并肌注 5—5ml静松灵作垒身镇静之用，术 

部在右侧第 3—5腰椎横突下腹胁部。 后腔静 

脉位于背中线偏右侧，紧贴脊柱底部 ，将组织分 

离显露出血管壁后，在血管壁上扎孔和插入导 

管的方法与颈静脉导管安置相似。在切 口后缘 

背侧穿透腹壁肌层将腹腔内导管游离端 gl出， 

并将导营上硅胶片缝合在皮下筋膜上。将切 口 

处腹壁善屠叽肉缝合后，用铁针将导管沿皮下 

从肩胛部后侧背部皮肤引出，最后缝合切 口皮 

酰和固定容纳导管体外部分的布袋 (见图 2)。 

三 三 至 三 量 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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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2 后腔静 脉导管 

1，后腔静脉； 2—5·与图 I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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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管的使用方法 

采样时从布袋中取出导管，取下针头盖 ，将 

其浸泡于酒精瓶。将注射器接上导管后，先将 

管内积存的肝素液抽出弃去，然后采集所需量 

血样。 向导管内灌注旰素液时换一专 用注 射 

器 ，灌注量约 2—5ml，以保 证整个导管内充盈 

肝素液而不致凝血为宜。取一在酒精瓶中浸泡 

过的针头盖将针头盖严后，将导管纳回布袋。经 

导管向体内灌注药物或激素时，应在灌注肝素 

液前用 2—3ml生理盐水(或特殊溶剂)冲洗导 

管，确保激素或药物全部进入体内。 

操作时必须注意导管、注射器、针头盖和肝 

素液的严格消毒，并尽量避免气泡经导管注入 

体内。采样时周定羊只，防止拉扯导管；平时应 

l ’ 

防止羊只互相撕咬布袋 ，也可将羊单独饲曜于 

代谢笼中。按此法安置的导管，一般都可以保 

证使动物在基本正常的状态下连续采样两周 

上。在不需要采样的 日子，每 日更换两次导管 

中的肝素液。取导营时，只需稍用力将导管迅 

速拨出即可 ，数 日后，羊只可用于重复安置导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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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rad肿Co照射灭菌饲料饲养无菌动物的试验 

摘要 本文报告用 “Co照射灭菌饲料饲养无菌动物的 试验结果 ，解决因高压灭菌饲料造成的营养素大 

量破环，遣口性差，降低 了饲养难度 ，便于无菌动物的推广应用。 

关键调 无菌动物 (Germ free animals)，照射灭菌法 (ste rilizxtlon of If radistion) 

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无菌动物具有十分广 

琵的应用，包括免疫学、微生物学、老年医学、药 

理学、照射病学等许多领域。在我国，由于受无 

菌动物饲养技术难度的限制 ，阻碍了它在科学 

研究中的普遍应用。为降低饲养难度 ，减少因 

高压灭菌造成的营养损失，建立无菌动物核心 

群，我们选择了 5Mrad Co照射灭菌的饲养进 

行无菌动物饲养、繁殖试验。经过一年的饲养 

试验表明，这种灭菌方法和剂量能够保证无菌 

动物的饲养要求。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来潭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实 验 动 

· ●0 · 

f 诗 
物中心。分别来自 3个不同的隔离器。经检查 

后发现有一来源的动物已被污染，本实验将其 

排 除。 

l_2 饲养环境 聚乙烯薄膜隔离器，引进动物 

前经 2％ 过氧乙酸喷雾灭菌 ，分 4个隔离器饲 

养，并编号为 1⋯2 3 4。 

1．3 饮水和垫料处理 饮水(250毫升瓶装)经 

l 21 oC，40—60分钟高压灭菌；垫料经1 21 oC，30 

分钟高压灭菌。 

1．4 饲料灭菌 用 0．5公斤食品袋包装，封口 

后，再用 1公斤塑料袋将两包台并为一包包装。 

然后用塑料封 口机焊接封口，检查无漏气现象 

后，用大塑料袋包装、捆紧 ，放人纸箱，置钻源照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