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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浆对初情期前雌性日本大耳兔

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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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旨在探讨蜂王浆对雌性日本大耳兔初情期前的生长发育影响&将
%)

只
(&

日龄雌性日本大耳兔随

机分为高剂量蜂王浆组"

*!+,

#'低剂量蜂王浆组"

-!+,

#以及对照组"

.

#!每组
"#

只&高'低剂量组分别按体质量

&$#/

和
&$"/

的量每天进行空腹灌胃蜂王浆!对照组灌胃体质量
&$"/

的生理盐水&每周同一时间空腹称重&

'&

0

后!所有兔子耳静脉取血后各组处死
)

只!摘取心脏'左侧卵巢和左侧子宫称重!并冷冻保存右侧卵巢和右侧子

宫&采用放免法测定血清中雌二醇"

1

#

#'促卵泡素"

23*

#'促黄体素"

-*

#'孕激素"

4

'

#'催乳素"

.+-

#和睾酮"

5

#

的含量%用实时荧光定量
4.+

检测右侧卵巢中雌激素
!

受体"

1+

!

#

6+78

和右侧子宫中雌激素
"

受体"

1+

"

#

6+!

78

的表达&结果表明$灌胃蜂王浆
"#0

后!对照组兔子没有换毛现象!低剂量和高剂量组分别有
9(/

和
)9/

的兔

子换毛%蜂王浆对体质量和心脏'左侧子宫'左侧卵巢的脏器系数无显著影响"

.

#

&$&(

#&试验组血液中
1

#

浓度极

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而其它性激素无明显差异"

.

#

&$&(

#&试验组
/0

!

在子宫和
/0

"

在卵巢的表达量均

低于对照组!对照组与高剂量组的差异极显著"

.

$

&$&"

#!但低剂量组与对照组和高剂量组之间均差异不显著"

.

#

&$&(

#&结果提示!蜂王浆能提高兔子的换毛率!但对心脏'子宫和卵巢的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蜂王浆可以提高

初情期前雌性日本大耳兔血清中雌激素水平!但抑制子宫和卵巢雌激素受体的表达&

关键词!蜂王浆%日本大耳兔%换毛率%脏器系数%雌激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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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国&养蜂生产出的蜂王

浆'蜂花粉'蜂胶等产品已在畜牧生产中应用(

"!'

)

&

蜂王浆!又称为蜂皇浆或蜂乳!它是
)

$

"(

日龄工蜂

王浆腺和上颚腺分泌的一种乳白色或淡黄色浆状物

质!是工蜂用来饲喂蜂王和蜜蜂幼虫的一种高营养

食物(

(

)

&蜂王浆包含蛋白质'糖类'脂肪酸'丰富的

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活性物质!具有非常高的营养

价值!而且所含有的微量生物活性物质!对动物生殖

系统的发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

)

!但蜂王浆对家兔的

动物生殖系统的发育是否有影响目前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以初情期前的雌性日本大耳兔为研究对象!

研究不同浓度的蜂王浆对初情期前雌性日本大耳兔

生长'换毛'血清中性激素水平以及对卵巢雌激素
!

受体"

1+

!

#'子宫雌激素
"

受体"

1+

"

#表达的影响!

以便为研究蜂王浆对生殖功能的影响提供基础数

据&

#

!

材料与方法

#F#

!

实验材料

"$"$"

!

实验动物和材料
!!

%)

只
(&

日龄的健康

雌性日本大耳兔!体质量"

"$''Z&$##

#

[

Q

!由南昌

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提供&新鲜蜂王浆由江西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蜜蜂研究所提供&

"$"$#

!

主要试剂
! !

雌二醇"

1

#

#'促卵泡素

"

23*

#'促黄体素"

-*

#'睾酮"

5

#'孕激素"

4

'

#'和

催乳素"

4+-

#放射免疫试剂盒由北京华英生物技术

研究所生产&焦磷酸二乙酯"

\14.

#"

86ISH?G

公

司!美国#'

5SCYGD

试剂"

]=VC@SG

Q

I=

公司!美国#'逆转

录试剂盒 "

2IS6I=@BH

公司!加拿大#'

4.+ ĈA

"

5SB=H

Q

I=

!中国#'

3_L+OSII=]

"

86ISH?G

公司!

美国#&

"$"$%

!

主要仪器
!!

8L]H

>

H@I69(&&

型
4.+

仪

"

8L]

公司!美国#%核酸蛋白分析仪"

4MBS6B?CBLCG!

@I?M

!

]@0

公司!英国#%高速冷冻离心机"

3C

Q

6B

公

司!美国#%

S!<""

全自动放免计数仪"中国科技大学

实业总公司!中国#&

#F!

!

试验方法

"$#$"

!

动物分组和饲养
!!

将
%)

只
(&

日龄雌性

日本大耳兔随机分为高剂量蜂王浆组"

*!+,

#'低剂

量蜂王浆组"

-!+,

#以及对照组"

.

#!每笼
%

只饲养

于南昌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开放环境中!每天饲喂

充足的基础日粮"配方为$豆粕
#"/

!玉米
##/

!草

粉
'"/

!麦麸
"(/

!食盐
&$(/

和
&$(/

的微量元

素#!自由饮水&

"$#$#

!

灌胃
!!

每天早上兔子分别空腹灌胃体质

量
&$#/

和
&$"/

的新鲜蜂王浆!对照组灌胃体质量

&$"/

的生理盐水&每周早上同一时间空腹称重&

"$#$%

!

血清性激素和脏器系数测定
!!

兔子灌胃

至第
'&

天!次日上午对每只实验兔称量体质量后耳

静脉取血!离心获得血清!分别按放免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测定血清中
1

#

'

5

'

4+-

'

4

'

'

-*

和
23*

的浓

度&采血后每组处死
)

只兔子!迅速取右侧子宫和

右侧卵巢于液氮中速冻!再转入
`;& a

冰箱中保

存&同时分离心脏'左侧子宫和左侧卵巢!剔除组织

黏附的脂肪和筋膜!并用滤纸吸干表面体液后立即

称重!计算各脏器系数$脏器质量*体质量
b"&&/

&

"$#$'

!

子宫
/0

!

和卵巢
/0

"

6+78

的表达检测

!!

用
5SCYGD

进行子宫和卵巢组织的总
+78

提

取&合成子宫
/0

!

和卵巢
/0

"

引物并进行扩增&

其引物序列分别为$

/0

!

2!O...5..8O.O55.!

58.8O

!

+!88.855.5...5..5.55.OO5

%

/0

"

2!.O...55.8..O8O8..5

!

+!5.85.!

..585..8O.8.O8O

&以
E!.AF

为内参!其

引物序列为$

2!5O.8..8..88.5O.558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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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许宝华等$蜂王浆对初情期前雌性日本大耳兔生长发育的影响

+!OO.85OO8.5O5OO5.85O8O

&引 物 均 由

北京三博远志生物公司合成&逆转录反应体系为$

+78"

%

Q

!引物
"

%

-

!

(bSIB?@CG=FEUUIS'

%

-

!

+7BHIC=MCFC@GS"

%

-

!

0754#

%

-

!

+IVISHI5SB=!

H?SC

R

@BHI"

%

-

!

\14.

水至
#&

%

-

&

?\78

合成的反

应条件为$

#( a(6C=

%

'# a)&6C=

%

9& a(6C=

&

c

4.+

反应条件为$

<(a

预变性
"&6C=

%

<(a

变性

"&H

!

)&a

退火
%&H

!

9#a

延伸
'&H

!

'&

个循环&反

应结束后!立即进行熔解曲线分析&

"$#$(

!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采用
3433"%$&

软件差异显著性多重比较方法对试验结果进行分

析&

!

!

结
!

果

!F#

!

蜂王浆对日本大耳兔换毛的影响

从表
"

可知!灌胃蜂王浆期间!对照组兔子

被毛光泽!颜色无改变!未见脱毛%低剂量组和高

剂量组在灌胃蜂王浆
"#0

后出现明显的换毛现

象!换毛率分别为
9(/

和
)9/

!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极显著"

.

$

&$&"

#&由此可知蜂王浆对兔子换

毛作用明显&

!F!

!

蜂王浆对兔子体质量和脏器系数的影响

由图
"

可知!试验组与高'低剂量组每周称量的

体质量值没有显著差异"

.

#

&$&(

#&从表
#

可知!

连续灌胃
'&0

后!高'低剂量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心

脏'左侧子宫以及左侧卵巢
%

个脏器系数差异不明

显"

.

#

&$&(

#&

表
#

!

各组换毛率的比较

G0=1*#

!

H-<

;

05CA-3-)<-1,C3

I

50,*C3*0+7

I

5-?

;

组别

OSGE

R

样本含量*只

=

换毛只数*只

ĜD@C=

Q

=E6FIS

换毛率*
/

ĜD@C=

Q

SB@I

对照组
. "# &

&

8

低剂量组
-!+, "# <

9(

"

<

*

"#

#

L

高剂量组
*!+, "# ;

)9

"

;

*

"#

#

L

表中同列数字有相同肩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

&$&(

#%不同小

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

#&下同

5MIVBDEIHC=@MIHB6IDC=ITC@M@MIHB6IHE

R

ISH?SC

R

@MBVI=GHC

Q

=CUC!

?B=@0CUUISI=?I

"

.

#

&$&(

#%

@MI0CUUISI=@DI@@ISHC=0C?B@IHC

Q

=CUC?B=@

0CUUISI=?IH

"

.

$

&$&(

#%

@MI0CUUISI=@?B

R

C@BDDI@@ISHC=0C?B@IIA@SI6I!

D

>

HC

Q

=CUC?B=@0CUUISI=?IH

"

.

$

&$&"

#

$5MIHB6IBHFIDGT

图
#

!

蜂王浆灌胃对体质量的影响

@C

I

F#

!

())*+,-).2-3=-8

/

6*C

I

7,

表
!

!

各组脏器系数比较

G0=1*!

!

H-<

;

05CA-3-)-5

I

03+-*))C+C*3,A0<-3

I

8C))*5*3,

I

5-?

;

A

组别

OSGE

R

样本含量

=

心脏

*IBS@

左侧子宫

-IU@E@ISEH

左侧卵巢

-IU@GVBS

>

对照组
. ) #$%9&Z&$#9&

B

"$(9"Z&$);#

B

&$"(&Z&$&%"

B

低剂量
-!+, ) #$'&)Z&$"((

B

"$()&Z&$<<<

B

&$"()Z&$&'"

B

高剂量
*!+, ) #$%&&Z&$#;<

B

"$);#Z&$)'&

B

&$"#%Z&$&%<

B

!F&

!

蜂王浆对兔子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由表
%

可知!高'低剂量组血清中
1

#

浓度都极

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但两剂量组之间差异

不显著"

.

#

&$&(

#&而高'低剂量组和对照组之间

的其他
(

种性激素浓度差异均不显著"

.

#

&$&(

#&

!F$

!

子宫
!"

!

和卵巢
!"

"

<.JD

的表达

由表
'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随着剂量增加!试

验组子宫
/0

!

和卵巢
/0

"

6+78

的表达呈下降趋

势!且对照组与高剂量组的差异极显著"

.

$

&$&"

#!

但对照组与低剂量组间!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间均

差异不显著"

.

#

&$&(

#&

&

!

讨
!

论

家兔存在生理性换毛现象!分为年龄性换毛和

季节性换毛&仔兔出生后的
%&

$

(&

日龄间会发生

年龄性换毛&换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

雌激素可以影响生物毛发周期(

<

)

!高浓度的雌激素

使毛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水平升高!而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介导表皮生长因子可以使毛发生长受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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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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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G0=1*&

!

())*+,A-).2-37-5<-3*1*:*1AC3

;

10A<0

组别

OSGE

R

对照组

.

低剂量组

-!+,

高剂量组

*!+,

样本含量*只
"# "# "#

1

#

*

"

RQ

+

6-

`"

#

;"$<;#Z#($'%%

8

"%#$#%(Z";$"((

L

"#)$9<(Z#($&%&

L

5

*"

=

Q

+

6-

`"

#

%$#;(Z"$99<

B

%$;99Z"$%&9

B

'$%"%Z"$(("

B

4

'

*

"

=

Q

+

6-

`"

#

#($<<(Z)$'9<

B

#<$##(Z"&$)%9

B

%#$";<Z;$"(;

B

23*

*"

6]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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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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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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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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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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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9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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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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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

=

Q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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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Z)$#")

B

#;$'''Z"($";9

B

表
$

!

子宫
!"

!

和卵巢
!"

"

<.JD

的表达

G0=1*$

!

(K

;

5*AAC-3-)!"

!

C3?,*5?A038!"

"

<.JDC3-:05

/

组别

OSGE

R

样本含量*只

=

雌激素
!

受体

1+

"

雌激素
"

受体

1+

!

对照组
. )

&$&'"Z&$&#(

8

&$&('Z&$&#9

8

低剂量组
-!+, )

&$&#'Z&$&&<

8L

&$&%%Z&$&"<

8L

高剂量组
*!+, )

&$&&'Z&$&&%

L

&$&"%Z&$&"9

L

毛发直径缩小!毛发断裂!生长期毛囊呈现退行期改

变(

"&

)

&本研究的实验兔处于年龄性换毛期间!在蜂

王浆灌胃的试验组中日本大耳兔分别有
9(/

和

)9/

的兔子提前出现明显的换毛现象&这可能与蜂

王浆中含有雌二醇有关&本研究发现!试验组血清

中雌激素水平升高!这进一步证实蜂王浆对家兔换

毛的影响可能与蜂王浆中雌激素的水平有关&

蜂王浆的成分复杂!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

且各种营养成分比例较为均衡!具有促进生长的作

用(

""

)

&有文献报道!蜂王浆能促进培养细胞的生

长(

"#

)

&然而本试验检测了蜂王浆对兔子脏器生长

发育的影响!结果发现蜂王浆并没有对兔子脏器系

数产生明显的影响!这说明蜂王浆的雌激素水平在

安全范围内!这与郭芳彬曾指出蜂王浆中性激素的

含量是痕量的!距离发挥人的生理活性的剂量甚远

的认识是一致的(

"%

)

&

雌激素是通过其受体介导的&蜂王浆中高水平

的雌激素不能起到使家兔脏器质量增加的作用!可

能与雌激素受体的表达受到影响有关&雌激素存在

1+

"

和
1+

!

两种受体(

"'

)

&在女性繁殖器官中!

1+

"

和
1+

!

主要存在于卵巢及乳房中!而子宫中以
1+

"

为主(

"(

)

&本试验发现蜂王浆中的雌激素未能使子

宫和卵巢质量增加!却出现了
/0

!

和
/0

"

6+78

的表达下降!这表明尽管蜂王浆中含有较高水平的

雌激素(

")

)

!但其中也可能含有抑制
/0

!

和
/0

"

6+78

表达的成份!受体水平的下降限制了雌激素

的作用!使雌激素的某些作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目前!蜂王浆对成年动物作用的研究比较

多(

"9!"<

)

!但对未成熟的哺乳动物作用报道很少&本

试验是针对蜂王浆对初情期前日本大耳兔影响的首

次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浓度的蜂王浆可以促使生理

性换毛提前和换毛率的提高%促使日本大耳兔血液

中雌激素水平上升%但却抑制子宫和卵巢雌激素受

体的表达&然而这些作用结果的具体机理还不清

楚!后续的试验将深入探讨蜂王浆对未成熟哺乳动

物的作用机理!以便更科学地揭示蜂王浆对哺乳动

物生长发育的作用机制!为更有效的利用蜂王浆提

供理论依据&

$

!

结
!

论

$$#

!

一定剂量的蜂王浆能提高初情期前日本大耳

兔的换毛率!但对心脏'子宫和卵巢的生长发育无明

显影响&

$$!

!

蜂王浆可以提高初情期前雌性日本大耳兔血

清中雌激素水平%同时还可以抑制子宫
/0

!

6+78

和卵巢
/0

"

6+78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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