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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体牛超数排卵技术

1.1　供体牛的选择

供体牛应选择品种优良 、生产性能好 、遗传性

能稳定 、谱系清楚 、体质健壮 、繁殖机能正常 、无遗

传性和传染性疾病的种牛 ,年龄在 15月龄到 10

岁以内为宜。若供体牛的数量多时 ,应对供体牛

进行同期化发情处理 ,便于集中冲卵。

1.2　超数排卵处理

在超排前 3周给供体牛肌肉注射 VA 、VD 、亚

硒酸钠 VE针剂 ,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

1.2.1　供体牛非手术冲卵所需主要器材 、药品　

冲卵管 、子宫颈扩张棒 、子宫颈抽吸黏液棒 、集卵

漏斗(日本产)。注射器 、酒精 、碘酊 、2%利多卡

因。

1.2.2　供体牛冲卵液　MEM(细胞培养液)、pH

值调整液(0.2 mol/ L TRIS),配好的冲卵液需高

压灭菌 、冷藏保存(4 ～ 5 ℃),pH 值为 7.0 ～ 7.2 ,

渗透压为 270 ～ 290 mmol/L。

1.2.3　超数排卵方法　在母牛发情周期的第 9

～ 12天 ,每天肌注 2 次 FSH(早晚各注 1次),连

续 4 d ,递减注射;在第 7 , 8次注射 FSH 时 ,同时

肌肉注射 PG 。据试验 , FSH 的最佳注射剂量为:

加拿大产 FSH ,每头奶牛用量为 380 ～ 400 mg;日

本产 FSH ,每头奶牛用量为 25 ～ 30 AU;中科院

动物所产 FSH ,每头奶牛用量为 10 mg 。

1.2.4　供体牛发情鉴定　在第 8次注射 FSH 之

后 ,对超排供体牛每隔 6 h 观察 1次发情情况 ,每

次观察 0.5 h以上 。以母牛站立接受其他牛爬跨

作为发情鉴定的标准 。

1.2.5　供体牛人工授精　发情后人工授精 2 ～ 3

次 ,比平时输精剂量加倍 。

2　非手术冲胚操作技术

2.1　保定

将供体牛保定在六柱栏中 ,用 2%普鲁卡因

(4 ～ 8 ml/头)在荐椎与第 1尾椎结合处或第 1尾

椎与第 2尾椎结合处 ,实行尾椎硬膜外腔麻醉 ,直

至尾部无知觉 。

2.2　扩张宫颈

用扩张棒扩张子宫颈 ,用宫颈黏液棒抽吸宫

颈黏液 。然后把带内芯的冲卵管慢慢插入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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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注或肌注 , 如用青霉素 200 万 IU , 链霉素 200 ～ 300 万

IU ,注射用水 10 ～ 20 ml , 一次肌肉注射 , 1 日 2 ～ 3 次;同

时应根据病情给予解热镇痛剂类药物 , 直至炎症消除为

止。对卧地不起的牛 ,应切实做好护理 , 防止继发感染。

6　预防

对该病的防治主要应加强日常饲养管理 ,结合我场的

预防经验 ,笔者认为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

①畜舍 、运动场要清洁干燥 ,定期清除污物 、冲刷牛舍

及牛床 , 定期消毒 ,加强运动场管理 , 及时剔除可能造成奶

牛蹄部损伤的砖块 、石头 、铁丝头 、玻璃碎片等异物。 ②在

多雨湿热季节应定期用 10% CuSO4 溶液浸泡牛蹄 , 每次

约 10 min。并尽可能地保持畜舍干燥(加强通风等)。 ③

定期修整牛蹄 , 减少腐蹄病发生的诱因。发现病例及时隔

离治疗 , 同时应加强护理 ,防治交叉感染 , 对牛群认真进行

观察 , 及时发现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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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当冲卵管到达子宫角大弯处 ,拔出内芯 5 cm

左右 ,再把冲卵管往子宫角前端送。当内芯再次

到达子宫角大弯处时 ,再向外拔出内芯 5 ～ 10

cm ,直至冲卵管到达子宫角前端为止。给冲卵管

气囊充气 ,连接冲卵管和三通导管 。

2.3　冲卵液回收

用注射器每次吸取 100 ml冲卵液 ,钳住三通

导管的输出管 ,将冲卵液从输入管注入子宫角 ,每

次 20 ～ 50 ml;然后钳住输入管 ,使回收液从输出

管流到集卵杯 ,每个子宫角用 300 ～ 500 ml冲卵

液。把集卵杯中的回收液在室温下(18 ℃～

22 ℃)静置 15 ～ 20 min ,待镜检 。

3　胚胎的冷冻保存

3.1　试验 、器材与所需溶液

实体显微镜 ,胚胎冷冻仪 ,恒温台 , 0.25 ml

塑料细管 ,细管塞 ,装胚器 , 0.22 μm 针头式细菌

滤器 ,直径 35 mm 的培养皿 。1.5 mol/L 乙二醇

冷冻液(含 0.1 mol/L 蔗糖 、20%FBS),用 PBS液

配制。保存液为含有 0.4%牛血清白蛋白 、0.1

mol/L 蔗糖的HP—SOF 液 。

3.2　胚胎冷冻保存操作技术

(1)要求无菌工作室的室内环境清洁 、紫外线

照射 ,工作人员着工作衣 、帽。保持室内环境温度

20 ℃。(2)将胚胎从冲卵液中吸出 ,移入培养液

(皿)中洗涤 3 ～ 4 遍。培养液经直径为 0.22 μm

滤膜过滤除菌。(3)将洗涤后的胚胎移入冷冻保

护液中 ,并装入细管 。(4)装管程序:30 ～ 35 mm

保存液 ,隔 3 mm 空气;装入 30 mm 冷冻保护液 ,

隔 3 mm 空气层;再装入 30 ～ 50 mm 含有胚胎的

乙二醇冷冻保护液 , 3 mm 空气层 ,15 ～ 20 mm 保

存液 ,剩余端用细管塞封闭。(5)胚胎移入冷冻保

护液及装管过程 ,控制在 10 ～ 20 min 以内 ,以降

低冷冻保护剂对胚胎的毒性作用。(6)立即将胚

胎细管装入-6.5℃的程控胚胎冷冻仪胚胎插槽

中冷冻。

4　受体牛胚胎移植技术

4.1　受体牛的选择

受体牛的发情周期应无异常 ,无繁殖机能疾

病;经检疫无传染病 ,健康 、膘情较好 。以育成牛

为首选 ,经产牛分娩在 90 d 以上 ,产犊性能和哺

乳能力良好 ,无流产史 。受体牛移植前需作布氏

杆菌病 、结核病的检疫。人工授精或胚胎移植 2

次不孕的牛不宜做为受体 。

4.2　受体牛的饲养管理

受体牛在移植前 6 ～ 8周开始补饲 ,日增重保

持在 0.30 ～ 0.40 kg 。在移植前 6 ～ 8 周 ,注射

VAD 、VE 针剂 ,补充微量元素(硒 、锌等)。受体牛

单独组群饲养 ,保持环境相对稳定 ,避免应激反

应。

4.3　受体牛的同期化发情处理

同期化处理之前对受体牛繁殖系统进行直肠

检查 ,繁殖系统机能正常的牛方可进行同期化发

情处理。试验用上海计生所产的 PG ,每日肌注 2

次 ,每次肌注 0.4 mg 。受体牛的发情鉴定 ,以受

体牛稳定站立接受其他牛爬跨为发情标准。

4.4　受体牛移植操作技术

受体牛在发情后第 7 d进行移植 。移植前对

受体牛进行直肠检查 ,检查黄体是否合格 ,合格者

用于移植。受体牛实行荐尾椎间硬膜外腔麻醉 ,

擦拭外阴部。对照供体牛采胚记录表和合格受体

的发情记录 ,合理搭配受体和胚胎 。

从液氮罐取出胚胎细管 ,立即投入 37 ℃水浴

15 ～ 20 s ,用消毒卫生纸擦去水分 ,去掉封口塞 ,

装入胚胎移植枪进行移植 。把装有细管的移植枪

(法国产品)套上硬外套 ,用塑料环卡紧 ,再套上套

膜。将胚胎移植到受体牛有黄体一侧子宫角的前

1/3 ～ 1/2处(子宫角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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