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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胚龄皮质酮处理对鸡胚胎生长发育的影响

高　静，宋志刚，焦洪超，林　海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泰安２７１０１８）

摘　要：本试验通过不同胚龄鸡胚外源皮质酮处理，研究外源皮质酮对鸡胚生长发育及出雏效果的影响，初步探索

肉鸡代谢程序化效应。７００枚质量相近的ＡＡ肉鸡种蛋，分３个不同时间进行卵黄囊重复注射：孵化前注射（Ｅ０）；７

胚龄注射（Ｅ７）；１４胚龄注射（Ｅ１４）；每一时间点分２００ｎｇ皮质酮处理组和玉米油正对照组，并设定负对照组１个。

２１胚龄记录出雏时间、出雏率、出雏重、屠宰器官质量，并测定雏鸡血浆中血糖、尿酸和甘油三酯含量。结果表明：０

胚龄皮质酮处理显著降低了孵化率（犘＜０．０５），增加了胚胎的死亡率；７胚龄２００ｎｇ皮质酮处理组缩短了孵化时间

（犘＜０．０５），并有降低孵化率的趋势，鸡胚胎的心脏、肝脏的发育受到了抑制（犘＜０．０５）。研究表明皮质酮的处理效

应与注射胚龄有关，此外注射本身也会对胚胎的发育和物质代谢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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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皮质激素是生命机体组织分化、成熟所必需

的激素之一［１］。研究发现，鸡胚孵化过程中羊水和

血浆中皮质酮的含量是不断变化的［２］，４胚龄鸡胚

血浆中已经可以检测到皮质酮［２］，而参与应激反应

的下丘脑肾上腺垂体轴（ＨＰＡ轴）的建立发生在

１４～１６胚龄期间
［３］；２０胚龄鸡胚的血浆中皮质酮的

含量为９．０２ｎｇ／ｍＬ
［４］。应激会引起皮质酮释放量

的增加，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能阻碍细胞增殖和代



　９期 高　静等：不同胚龄皮质酮处理对鸡胚胎生长发育的影响

谢［１］，最终危害机体的生长和发育。孵化期间７胚

龄糖皮质激素处理日本鹌鹑和鸡胚，能够影响胚胎

的正常发育与代谢，提高死胚率［５６］。此外研究结果

表明，鸡胚外源皮质酮处理可显著提高孵化率，存在

使孵化时间缩短的趋势［７］。新近的研究表明母体应

激会导致卵中皮质酮含量升高［８］，母源皮质酮的存

在可能会影响鸡胚发育，而孵化过程中皮质激素对

鸡胚生长发育及物质代谢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不同胚龄导入外源皮质

酮，研究皮质酮处理及处理时间对鸡胚生长发育及

物质代谢的影响，初步探索肉鸡代谢程序化效应。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与管理

　　选取质量相近的ＡＡ肉鸡种蛋７００枚，平均蛋

重（６８．５±０．５）ｇ，消毒并称重编号。试验分２００ｎｇ

皮质酮（购自Ｓｉｇｍａ，有效含量≥９２％）处理ＣＯＲＴ

组（剂量参考文献［９］），注射皮质酮溶剂（玉米油）的

正对照 ＰＣ 组：每组分３个时间进行卵黄囊（按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等所述方法
［７］）注射：孵化前卵黄囊注

射（Ｅ０）１００枚；７胚龄卵黄囊注射（Ｅ７）１００枚；１４胚

龄卵黄囊注射（Ｅ１４）１００枚。另设１个负对照 ＮＣ

组（不进行任何注射处理）１００枚。孵化参数设置为

：温度３７．８℃；相对湿度为６０％～８０％；翻蛋频率

为２ｈ一次；７和１４胚龄各照蛋１次，检出无精蛋和

死胚蛋。

　　卵黄囊注射方法：经照蛋确定卵黄囊的位置，先

用碘酒擦拭气室，再用７０％的酒精棉球消毒蛋壳，

然后在无菌环境下进行注射，完毕后用石蜡封口，将

鸡胚放回孵化器继续孵化。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样品采集　２１胚龄出雏时以羽毛干好为

准，记录出雏时间和出雏重比例（用出雏重／蛋重表

示），每组选取同一时间段出雏的肉仔鸡１０只（每２

ｈ拣１次雏鸡），心脏采血２ｍＬ，肝素抗凝，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血浆，－２０℃保存待测；然后

将仔鸡屠宰，取心脏、肝脏、卵黄囊、法氏囊、大肠、小

肠、胸肉、腿肉称重记录，计算器官指数（用器官重／

体重表示）。

１．２．２　血浆指标的测定　采用ＶＩＴＡＬＡＢＭＩＣＲＯ

（９５版）半自动生化仪测定血糖、尿酸、甘油三酯，试

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技术研究所。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ＡＳ（Ｖ８）软件对于同一时间点不同处理

间、不同时间点同一处理间进行单因素分析，对不同

时间点不同处理间进行双因素 ＡＮＯＶＡ 法分析，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犘＜０．０５为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对孵化效果的影响

　　注射效应本身导致孵化率极显著降低（犘＜

０．０１）（表１）；皮质酮处理组相对于正对照组孵化率

有降低的趋势；注射的时间效应显著，并随注射时间

的推后，孵化率极显著升高（犘＜０．０１）；皮质酮处理

和注射时间的交互作用极显著（犘＜０．０１）。０胚龄

皮质酮处理相对于正对照组显著降低孵化率（犘＜

０．０５）；而７胚龄皮质酮处理孵化率有升高的趋势。

７胚龄皮质酮处理组相对于正对照组孵化时间显著

缩短（犘＜０．０５）；０和１４胚龄皮质酮处理孵化时间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处理和时间的交

互作用极显著（犘＜０．０１）。鸡胚皮质酮处理对出雏

重比例影响不显著（犘＞０．０５），７胚龄皮质酮处理组

相对于正对照组出雏重比例有升高的趋势；注射时

间对出雏重比例的影响不显著（犘＞０．０５），处理和

时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犘＞０．０５）。

２２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对器官发育的影响

　　皮质酮处理使雏鸡心脏指数相对于负对照组极

显著降低（犘＜０．０１）（表２），７胚龄注射显著降低了

心脏指数（犘＜０．０５），注射的时间效应极显著（犘＜

０．０１）。皮质酮处理组肝脏指数相对于负对照组和

正对照组显著降低（犘＜０．０５）；注射的时间效应显

著（犘＜０．０５）；但处理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犘

＞０．０５）。注射效应本身使雏鸡卵黄囊指数极显著

升高（犘＜０．０１），皮质酮处理效应不显著（犘＞

０．０５），注射时间效应极显著（犘＜０．０１）；０胚龄皮质

酮处理组相对于正对照组和负对照组显著增大卵黄

囊指数（犘＜０．０５）。鸡胚皮质酮处理相对于对照组

雏鸡大肠指数显著升高（犘＜０．０５），１４胚龄皮质酮

处理组相对于正对照组和负对照组大肠指数极显著

升高（犘＜０．０５）；注射的时间效应显著（犘＜０．０５）；

处理和注射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犘＜０．０５）。鸡胚

皮质酮处理对雏鸡胸肌指数影响不显著（犘＞

０．０５），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腿肌的发育（犘＝

０．０８４７）；时间效应对雏鸡胸肌指数和腿肌指数的

５２２１



畜　牧　兽　医　学　报 ３９卷　

表１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２００狀犵）对孵化效果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狅狉狋犻犮狅狊狋犲狉狅狀犲（２００狀犵）狋狉犲犪狋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狅狀狋犺犲犻狀犮狌犫犪狋犻狅狀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Ｅ０ Ｅ７ Ｅ１４ 平均 犘值

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Ｃ ０．８６３±０．０４３ａ ０．８６３±０．０４３ ０．８６３±０．０４３ ０．８６３ａ 处理：０．０００３

ＰＣ ０．４９９±０．０７１ｂ
，ｙ ０．５３９±０．１１５ｘｙ ０．８８１±０．００５７ｘ ０．６３６ｂ 时间：０．００１１

ＣＯＲＴ ０．１８９±０．０６８ｃ
，ｙ ０．６２２±０．０４５ｘ ０．７９６±０．０５８ｘ ０．５３６ｂ 交互：０．００４７

平均 ０．３４５ｚ ０．５７５ｙ ０．８３８ｘ

孵化时间／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ＮＣ ５１７．３８±１．１６ ５１７．３８±１．１６ａ ５１７．３８±１．１６ ５１７．３８ａｂ 处理：０．０２７３

ＰＣ ５２１．６３±１．９４ｘ ５１８．７３±１．６３ａ
，ｘｙ ５１６．２６±０．７９ｙ ５１８．５０ａ 时间：０．００１６

ＣＯＲＴ ５２２．０１±３．５７ｘ ５１１．９２±１．０４ｂ
，ｙ ５１７．７６±１．１８ｙ ５１５．５４ｂ 交互：０．００９４

平均 ５２１．８８ｘ ５１５．１０ｙ ５１６．９３ｙ

出雏重（％蛋重）

Ｐｏｓｔｈａｔ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０．７１±０．００５５ ０．７１±０．００５５ｂ ０．７１±０．００５５ ０．７１３ｂ 处理：０．０６４３

ＰＣ ０．７２±０．００５９ ０．７２±０．００６ａｂ ０．７２±０．００３５ ０．７１９ａｂ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０．７３±０．０１６ ０．７３±０．００３２ａ ０．７２±０．００７９ ０．７２６ａ 交互：ＮＳ

平均 ０．７２１ ０．７２７ ０．７１９

ａ，ｂ，ｃ．同一列中标有不同上标者差异显著（犘＜０．０５）；ｘ，ｙ，ｚ．同一行中标有不同上标者差异显著（犘＜０．０５）；ＮＳ．表示差异不

显著（犘＞０．０５）；．表示平均值不包括负对照组。下表同

ａ，ｂ，ｃ．Ｍ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犘＜０．０５；ｘ，ｙ，ｚ．Ｍ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犘＜０．０５；ＮＳ．Ｍｅａ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ｙ，犘＞０．０５；．Ｔｈｅｍｅａ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２００狀犵）对器官指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狅狉狋犻犮狅狊狋犲狉狅狀犲（２００狀犵）狋狉犲犪狋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狅狀狋犺犲犻狀犱犲狓狅犳狅狉犵犪狀狊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Ｅ０ Ｅ７ Ｅ１４ 平均 犘值

心脏指数／％

Ｈｅａｒｔ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０．７０±０．０４８ ０．７０±０．０４８ａ ０．７０±０．０４８ ０．７０２ａ 处理：０．００４９

ＰＣ ０．６７±０．０２７ｘ ０．５８±０．０２６ｂ
，ｙ ０．７０±０．０２６ｘ ０．６５２ａｂ 时间：０．００１１

ＣＯＲＴ ０．５８±０．０４３ ０．５７±０．０２１ｂ ０．６５±０．０２７ ０．６０３ｂ 交互：ＮＳ

平均 ０．６４ｙ ０．５８ｙ ０．６７ｘ

肝脏指数／％

Ｌｉｖｅｒ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１．９３±０．０４１ａｂ １．９３±０．０４１ａ １．９３±０．０４１ １．９３ａ 处理：０．００８４

ＰＣ ２．００±０．０４１ａ
，ｘ １．８４±０．０９ａｂ

，ｙ １．９２±０．０３４ｘｙ １．９２ａ 时间：０．０４９０

ＣＯＲＴ １．８４±０．０７７ｂ １．７９±０．０４９ｂ １．８５±０．０５３ １．８１ｂ 交互：ＮＳ

平均 １．９５ｘ １．８０ｙ １．８９ｘｙ

卵黄囊指数／％

Ｙｏｌｋｓａｃ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０．１５１±０．００４９ｂ ０．１５１±０．００４９ｂ ０．１５１±０．００４９ ０．１５１ｂ 处理：０．０００９

ＰＣ ０．１５８±０．００６２ｂ
，ｙ ０．１８５±０．００７３ａ

，ｘ ０．１５６±０．００８８ｙ ０．１６６ａ 时间：０．００２５

ＣＯＲＴ ０．１８１±０．００９２ａ
，ｘ ０．１７６±０．００４６ａ

，ｘ ０．１５５±０．００６５ｙ ０．１６８ａ 交互：ＮＳ

平均 ０．１６６ｘｙ ０．１８０ｘ ０．１５６ｙ

小肠指数／％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１．７４±０．１０ １．７４±０．１０ １．７４±０．１０ｂ １．７５ 处理：ＮＳ

ＰＣ ２．０４±０．１１ｘ １．７４±０．０７５ｙ １．８６±０．０７４ａｂ
，ｘｙ １．８７ 时间：０．０６４４

ＣＯＲＴ １．７０±０．１０ｙ １．７７±０．０５６ｙ ２．０１±０．０７９ａ
，ｘ １．８７ 交互：０．０２６５

平均 １．９３ａ １．７５ｂ １．９４ａ

大肠指数／％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０．６７±０．０３１ｂ ０．６７±０．０３１ａｂ ０．６７±０．０３１ｂ ０．６６７ｂ 处理：０．００８０

ＰＣ ０．８６±０．０８４ａｂ ０．７３±０．０３６ａ ０．７０±０．０３９ｂ ０．７５８ａｂ 时间：０．０２７４

ＣＯＲＴ ０．９２±０．１６ａ
，ｘｙ ０．６２±０．０１９ｂ

，ｙ １．０１±０．１３ａ
，ｘ ０．８４５ａ 交互：０．０２２２

平均 ０．８８１ｘ ０．６７８ｙ ０．８５５ｘ

胸肌指数／％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１．３０±０．０６５ １．３０±０．０６５ １．３０±０．０６５ １．２９ 处理：ＮＳ

ＰＣ ２．０１±０．６８ １．４６±０．０７ １．４２±０．０６３ １．６１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１．４０±０．０６０ １．３８±０．０５５ １．３９±０．０５９ １．３９ 交互：ＮＳ

平均 １．８１ １．４２ １．４１

腿肌指数

Ｔｈｉｇｈ

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ｄｅｘ

ＮＣ ０．０９３±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３±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３±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２９ａ 处理：０．０８４７

ＰＣ ０．０９１±０．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０７ａｂ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０．０８７±０．０２３ ０．０８９±０．００２４ ０．０８８±０．００１７ ０．０８８０ｂ 交互：ＮＳ

平均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８９２

６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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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显著（犘＞０．０５），时间和处理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犘＞０．０５）。

２３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对雏鸡血浆指标的影

响

　　注射效应本身使血浆尿酸 ＵＡ含量极显著升

高（犘＜０．０１）（表３）；１４胚龄皮质酮处理组相对于

正对照组尿酸含量有升高的趋势（犘＝０．０５７９），处

理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犘＞０．０５）。注射效应

本身使雏鸡血浆血糖 ＧＬＵ 含量极显著升高（犘＜

０．０１）；皮质酮处理对雏鸡血浆血糖含量影响不显著

（犘＞０．０５），处理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犘＞

０．０５）。鸡胚皮质酮处理对甘油三酯ＴＧ含量影响

不显著（犘＞０．０５），时间效应不显著（犘＞０．０５），处

理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犘＞０．０５）。

表３　不同时间点皮质酮处理（２００狀犵）对雏鸡犝犃、犌犔犝、犜犌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狅狉狋犻犮狅狊狋犲狉狅狀犲（２００狀犵）狋狉犲犪狋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狅狀犝犃，犌犔犝，犜犌狅犳犫犾狅狅犱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Ｅ０ Ｅ７ Ｅ１４ 平均 犘值

尿酸

ＵＡ／（μｍｏｌ／Ｌ）

ＮＣ ９９．２９±９．０５ ９９．２９±９．０５ｂ ９９．２９±９．０５ｂ ９９．２９ｂ 处理：０．００４１

ＰＣ １２０．８０±１８．３４ １３９．５４±２０．８３ａ １２３．６±１７．１１ａｂ １２８．３２ａ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９６．２９±１８．７３ １２２．８７±１４．７３ａｂ １５８．８８±２１．４ａ １３３．１３ａ 交互：０．０７８３

平均 １１０．７１ １３０．６１ １４１．８１

血糖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ＮＣ ８．６５±０．５２ ８．６５±０．５２ ８．６５±０．５２ ８．６５ｂ 处理：０．００１７

ＰＣ １０．１０±０．３５ ９．８４±０．４７ １０．０３±０．３４ ９．９６ａ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１０．１２±０．４９ ９．３４±０．３９ ９．４４±０．３９ ９．５２ａ 交互：ＮＳ

平均 １０．１１０ ９．５８３ ９．７１８

甘油三酯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ＮＣ １．１２±０．１３ １．１２±０．１３ １．１２±０．１３ １．１１５ 处理：ＮＳ

ＰＣ １．１５±０．１２ ０．９７±０．１０ １．０７±０．１０ １．０５５ 时间：ＮＳ

ＣＯＲＴ １．３３±０．１９ １．３７±０．２５ １．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３ 交互：ＮＳ

平均 １．２１２ １．１７３ １．０４５

３　讨　论

３１　皮质酮处理对出雏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７胚龄皮质酮处理显著缩短了

孵化时间，同时有降低孵化率的趋势。Ｆｉｒｓｔ指出，

某些哺乳动物分娩的信息通路是由胎儿的大脑发出

的，紧接着导致ＡＣＴＨ的释放，促使肾上腺分泌大

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鸡胚皮质酮处理，大量的肾上

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会诱导啄壳［１０］。本研究发现鸡

胚外源皮质酮导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孵化时

间，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７］，但是皮质

酮的这一效应似乎与其注射时间有关：在鸡胚胎发

育初期（０胚龄）和后期（１４胚龄）注射对出雏时间无

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也提示皮质酮对孵化时间的影

响并非仅限于促进鸡胚的啄壳。０胚龄皮质酮处理

对孵化时间没有影响，其原因在于孵化率的极显著

降低，这一结果表明０胚龄皮质酮处理对鸡胚的发

育构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皮质酮对鸡胚胎孵化率的影响还有不同的报

道。皮质酮进入卵黄囊后，与卵黄中的蛋白相结合，

延缓蛋白向鸡胚的扩散，并且随着孵化的进行，１０～

１２胚龄时皮质酮的作用效果会突然加强，鸡胚死亡

率增加，孵化率降低，皮质酮毒性的加强归因于其转

录活性的提高［９］。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等研究发现，鸡胚外

源皮质酮处理可显著提高孵化效率，存在使孵化时

间缩短的趋势［７］。但Ｂｒｏｏｋｓ等、Ｗｉｓｈａｒｔ等研究表

明：孵化期间高剂量的皮质酮处理降低了孵化

率［１１１２］。本研究表明０胚龄皮质酮处理极显著降低

孵化率；且随注射时间的推后，孵化率逐渐升高，提

示皮质酮对孵化率的效应亦与其处理时间有关。

Ｓｉｅｇｅｌ和Ｇｏｕｌｄ研究表明，孵化４胚龄鸡胚血浆中

已经可以检测到皮质酮［１３］；但参与应激反应的下丘

脑肾上腺垂体轴（ＨＰＡ轴）的建立发生在１４～１６

胚龄期间［２３］。

３２　皮质酮处理对鸡胚生长发育的影响

　　鸡胚的生长从重量上看呈指数式生长，在孵化

的前９ｄ生长缓慢，自９日龄后生长非常迅速，几乎

呈直线型生长［１４］。随着孵化时间的推移，胚胎的水

分含量逐渐减少，在鸡胚孵化早期，胚体含水量为

９５％左右，随着胚胎的发育和成熟，胚体内水分的百

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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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量下降，胚体中的含水量从第６天的９３．４５％

减少到出壳时的７３．５８％。随着胚龄的增加，鸡胚

的含水量几乎呈直线下降［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７

胚龄皮质酮处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雏重（％蛋

重），这与皮质酮处理显著缩短孵化时间的结果相一

致，孵化时间缩短，水份蒸发量减少可能是出雏重提

高的原因。前人研究表明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不但

可以使胚胎致死还可以减轻体重，每只鸡胚１２μｇ

或更高剂量的皮质酮可以使体重显著降低［９］，本试

验结果提示皮质酮处理对出雏重的影响与其处理剂

量有关。此外，本试验中未观察到皮质酮处理时间

对出雏重的影响，这一结果是否是由于皮质酮处理

剂量较小的缘故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本试验结果表明，０和７胚龄外源皮质酮处理

在没有引起初生肉仔鸡体重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显著

降低了心脏和肝脏指数，提示鸡胚发育过程中心脏

与肝脏的发育受到抑制。上述效应在１４胚龄处理

组未观察到，表明皮质酮对心脏和肝脏发育的影响

主要是在胚胎发育的早期。

　　卵黄囊是鸡胚早期形成的胚膜，于孵化的第２

天开始形成，以后逐渐向卵黄表面扩展，第４天包围

卵黄的１／３，第６天包围１／２，随胚体的增长及卵黄

的消耗而逐渐萎缩，最终被吸收到体内，融合成小肠

的一部分。卵黄囊有储存、分解、吸收和输送营养物

质的功能，卵黄不仅是胚胎发育的重要能量来源，也

是脂溶性维生素和抗体由种鸡传递给鸡胚的桥梁，

对胚胎的健康发育和初生雏的抗病能力也具有重要

影响［１６］。鸡胚卵黄囊注射导致卵黄囊指数增大，而

初生肉仔鸡体重没有显著变化，这一结果表明鸡胚

卵黄吸收不良。由于这一现象在皮质酮处理组和正

对照组（玉米油注射组）均存在，该结果提示这一效

应是注射本身所造成的，与皮质酮处理无关。本研

究结果还表明１４胚龄皮质酮注射处理对卵黄囊指

数无任何影响，进一步说明皮质酮本身对卵黄囊的

吸收无显著影响。皮质酮处理对肠道发育的影响无

一致的结果，１４胚龄皮质酮处理有提高肠道比重的

趋势，其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Ｌｉｎ等报道肉鸡在快速生长期（２１～４２日龄）胸

肌对皮质酮较腿肌更加敏感，其生长发育更易于受

到影响［１７］，而在本试验中鸡胚皮质酮处理组腿肌重

（％体重）有降低的趋势（犘＜０．１），而胸肌比重没有

显著变化，表明在孵化阶段腿肌的生长发育更易受

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３３　皮质酮处理对肉鸡物质代谢的影响

　　本实验室的前期研究表明皮质酮处理导致肉鸡

蛋白质分解代谢加强，促进糖异生作用，提高血液中

血糖与尿酸水平［１８］。在本研究中，皮质酮处理组和

正对照组血浆血糖和尿酸含量显著升高，表明这是

由注射本身所造成的，启示皮质酮效应有可能被注

射效应所掩盖。

　　从卵黄到卵黄囊的脂类转运，主要发生在孵化

的第１３～１７天，且卵黄的甘油三酯大部分是被卵黄

囊膜完整地吸收的［１９］。卵黄中脂类的８０％是在孵

化的最后７ｄ被消耗的
［２０］，而孵化期间未被利用的

脂肪则在出壳后５ｄ内被吸收利用。本试验中血浆

甘油三酯含量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表明０、７、１４胚

龄鸡胚皮质酮２００ｎｇ处理并没有影响到脂肪的代

谢。

４　小　结

　　鸡胚发育过程的不同时期，皮质酮的作用效果

不同；７胚龄卵黄囊２００ｎｇ皮质酮处理，显著影响

了鸡胚胎的正常发育。在研究皮质酮对鸡胚胎发育

的影响时应考虑注射本身造成的影响，鸡胚皮质酮

处理引发的代谢程序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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