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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经过 1 20天试验，所得数据 (见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出，用药前无论是雄性还 

是雌性 小灵猫 ，试验 组与对 照组的泌香量相近 ， 

差异不显著 (p>0．05)。 用药后试验组小灵猫 

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较之用药前泌香量均有增 

加趋势 ，雄性增产 58．8弼，雌性增产 75．1％，总 

平均泌香量增产66．4％，差异均显著(p<0．O5)。 

第三次用药剂量较之前两次提高 5o知 增 加 到 

3 75iu／只，能进一步提高小灵猫的泌香量。 用 

药届，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雄性增产 66 7％， 

雌性增产 1 26．6％，总平均泌香量增产 91．3字刍， 

差异均显著 (p<0．05)。 从以上结果可见，使 

用外源促性腺激素进行生理诱导对提高小灵猫 

的泌香量效果显著。 

hCG 是一种糖蛋白质激素。 产生于胎盘 

合体滋养层细胞。沈孝宙等 认为，hCG通过 

刺激实验动物分泌性激素可间接使附性器官增 

重。 给大白鼠注射 hCG 一周 ，其间质细胞中 

芳香酶的量大为增加。而灵猫香膏主要成分为 

灵描酮和十五巨环酮，使用 hCG显然是使这一 

巨环酮量激增。至于雌雄灵猫泌香量的不同可 

能由于两性间生理差异所造成的(徐宏发等) 。 

hCG 能更强烈地刺激雌性小灵猫雌激 素 的 分 

泌，当然也不排斥对雄性小灵猫用药剂量不够 

等因素。 
李永材等[51认为， 激素在动物海内的调节 

作用是一个长时间的复杂过程。其中包括在分 

泌细胞内的合成和贮存，释放到血液中并运送 

到作用的靶组织以及分解破坏和作用的消除a 

小灵猫的香腺是高度特化的全浆分泌型的皮脂 

腺(范志勤)。 其香囊内许多腺细胞是陆续成 

熟的，能经常不断地分泌香膏。 肌注 hCG 后 

小灵猫的泌香量增加就是在有机体内部和外部 

复杂的相互怍用下产生的。可见，外源激素能 

影响动物的内分泌系统。 

外源促性腺激素不能活化小灵猫的擦香行 

为。小灵猫的擦香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激 

素在对其擦香行为控制调节中包含着复杂的神 

经和代谢变化。不擦香的小灵猫多是老年个体， 

其香腺已经老化，已丧失了撩香行为。 hCG也 

不能使其活化。 

小灵猫生性胆怯。 强行肌注 hCG 后，使 

其惊恐万分，往往B【起拒食 1—2天，势必影响 

其营养物质的正常摄人，对体质有一定的影响。 

本实验虽然考虑到用药剂量的不同对小灵猫的 

泌香量影响也不同，但如何精确掌握对雌、雄小 

灵猫的最佳用药剂量以期述劐最大限度地提高 

小灵猫的泌香量，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衰 1 注射 hCG对小员猫泌香量的影响 (a-位：克，只) 

用 药 前 用 药 后 

组别 性别 第一敬 第二次 第三次 总平均泌香量 第一敬 第二次 第三次 总平均泌番置 

单均 早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土标准误 土标准误 土标准误 -乙标准误 土标准误 ±标准谩 ±标准误 ±标准误 

1．50 1·66 ．70 4．86 2．32 2．26 3．I4 7．72 

试 (日； 5) 土●．52 士o．35 ±0．48 +0．62 4．52 土1．42 ±1．07 士I．日1 ±4．15 7
． 52 

验 
组 1．34 1．4D I．44 4．I 8 2．I4 2．28 2．9o 7．，2 ±0．28 — 

(n= ) ±n． ±n，3 +0．6l +O．87 + ．09 士O．9j ±1．3j ±j．27 一 

I·60 1．63 I．70 4—93 1．6O 1．53 1． 0 4．63 

对 (n一 3) 土O．4O 土O．，I 土 o．17 土0．85 4
． {o ±0．60 土 1．0I 士 1．DI 土2．62 3．93 

照  
组 1．33 1．27 1．27 3．87 土O．75 1．13 1．07 1．0， 3．23 ± 0．99 

(n一 3) 士 o．5B ± 0．}0 土 o．2I 土 1．O6 土o．I 2 ± o．25 土O．25 土o．4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物学杂志 Chine se Journal of Zoology 1994 29( ) 

致谢 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生态研究室 

进修期间 ，承 艨 ．Ⅱ林教授指 导下 完成 ，谨此致 

谢。 

参 考 文 献 

1 王墙麓、告卓基，小灵猫的泌香话动与采香方法。 动物学 

杂志 ，l 9 76，( )： I — 2D。 

2 何桂宝，昧汉光。 影 响小灵描产香性能的一些因素的 分 

析。 动物学 杂志 ，1 9 8；，(j)： 3B一21。 

一  一  

／  

3 《) 

j 站孝宙主编 擞素的生物化学。科学出版社 ，1993,I1 7— 

118。 

4 榇袁发，盛和林，傅毅远。小灵描和大灵猫每 丘能 量 需 

要和消化率的扭9定。华东师范太学学报 *哺乳动物生感学 

专辑 ，1 990 11 8一l19。 

5 李表材，黄溢明主编 比较生理学 。 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84，2CO-- 201。 

6 范志勤编著。哺乳动物的化学通讯 科学出版社，1 el。 

jl一 32 

7 谢云敏，站报银，刘明智等 外源性激素用于提高小灵猫 

香膏产量初步试验。畜牧与兽医，I 991，(6)：266。 

关于水蛭透明质酸酶的研究 

杨 潼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关键词
。 兰：垩盟亟堕塑，堡呈! { 

透明质酸酶 (Hya1uronidase)这个词最初 

是用来命名从动物组织中得到的能水解透明质 

酸的酶，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命名并不恰当，因为 

从许多动物体内得到的透明质酸酶还降解其它 

粘多醣，特剐是软骨素或硫酸软骨素 (Meyer， 

l 971)。 按照作用机制的不同透明质酸酶可分 

成三类：1．从哺乳动物或其它动物组织中提取 

的内切一 —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被国际酶学 

会 议命名为 EC 3．2．1 3 5；2．从微生物体内提 

取的内切己糖胺酶，被国际酶学会议命名为 EC 

4．2，2，1；3．从医蛭 (Hirudo mediainalis) 头 

部提取物中分离出来的内切一 葡糖苷酸酶，被 

国际酶学 会 议 命 名 为 EC 3．2．1．36(Meyer， 

l971)。 

Claude(1 937)首先报道医蛭提取液中有 
一

种 扩散园子”(spreading factor)， 后 来 

Linker等 (1960)证明这种扩散因子就是水蛭 

体内的透明质酸酶，由于能水解透明质酸的内 

葡糖醛键 ，因此是一种 内 切 一葡 糖 苷 酸 酶 

<end0gIycur0nidase)。Yuki和Fishman(1 963) 

首先纯化了这种酶 ，指出该酶具有的物理和化 

宁 | 牛 

首性质井给其活力单位下了定义。后来人们又 

发现它对底物表现的专一性，不降解除透明质 

酸以外的粘多醣，只降解透明质酸，困此与从哺 

乳动物和细菌中分离出来的透明质酸酶形成了 

明显的差异。由于对底物的专一性和独特的作 

用机制，引起了人们对水蛭透明质酸酶的广泛 

重视，由索耶(Sawyer)博士在英国威尔士创办的 

世界首家水蛭饲养场兼生物药物公司(BIOPH 

ARM UK Ltd)用医蛭分泌物生产的水蛭透明 

质酸酶已销往欧、美及 日本并给它取了个注册 

商品名 Orgelase ，最近又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 

开发水蛭透明质酸酶商品的子公司，使之成为 

生产心血管药物和眼科药物及其扩散剂的中心 

(Williams et a1．，1 990)。 我国有着丰富的吸 

血水蛭资源可以利用，因此用吸血水蛭研制治 

疗脑、心血管疾病和眼科疾病的药物也是完全 

可能的。为了促进这一医药产品的开发，现将 

有关研究概述如下。 

‘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生赵祥坎参加 r有关的 实 

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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