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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开发出一种对ＣＯＣｓ损伤小且采集效率和卵母细胞成熟率高的卵母细胞采集方法。从屠宰场

采集来的卵巢运回实验室后随机分为３组，分别用抽吸法、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３种方法采集ＣＯＣｓ，然后进行体

外成熟培养，通过对ＣＯＣｓ采集效率、ＣＯＣｓ完整性及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率的比较，研究解剖法、刀切过滤法和抽吸

法３种采集方法对猪卵母细胞的采集效率和成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个数，刀切过滤法显著

高于解剖法和抽吸法（犘＜０．０５），而解剖法仅为１．５５个，显著低于抽吸法（犘＜０．０５）；采集效率抽吸法最佳，采集和

挑选单个ＣＯＣｓ的时间显著低于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犘＜０．０５），刀切过滤法次之，但显著低于解剖法（犘＜０．０５）；

Ａ、Ｂ级ＣＯＣｓ比例，解剖法高达９９．２３％，显著高于其他２种方法（犘＜０．０５），刀切过滤法与抽吸法差异不显著（犘

＞０．０５）；卵母细胞的成熟率，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都达到８０％，二者间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但显著高于抽吸法

（犘＜０．０５）；１００个成熟卵母细胞所需的卵巢数量，刀切过滤法最少，仅为１７．４个，而解剖法和抽吸法分别高达８０．６

和９０．３个；需要的总采集时间（采集和挑选的时间），刀切过滤法最低，仅为１２６．６ｍｉｎ，而解剖法最高，为７５８．９

ｍｉｎ。综上所述，与抽吸法和解剖法相比，刀切过滤法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卵母细胞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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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母细胞在开展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等的

研究和应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自 Ｍａｔｔｉｏｌｏ

等［１］用体外成熟的卵母细胞获得试管猪以来，卵母

细胞的体外成熟培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２］。卵

母细胞的体外成熟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采集方

法是影响因素之一［３］，可以直接影响到卵母细胞的

采集数量、采集效率和卵丘细胞的完整程度。能获

得较多的卵母细胞数是研究者所期望的，但同时还

要考虑到卵母细胞采集的效率和卵丘细胞的完整

性，这是因为前者决定着卵母细胞在体外滞留时间

的长短，而后者在成熟培养中决定着对卵细胞所需

营养的输送，并标志着卵母细胞自身的生长发育阶

段［４］。目前采用的卵母细胞采集方法有抽吸法、解

剖法和机械破碎法等。抽吸法虽然操作简便，容易

掌握，采集效率较高，但是采集不完全，对卵丘卵母

细胞复合体（Ｃｕｍｕｌｕｓｏｏｃｙ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Ｃｓ）的损

伤大，需要大量猪的卵巢；解剖法对卵丘细胞破坏

少，获得 Ａ级ＣＯＣｓ多，但是技术要求高，难掌握，

操作费时；机械破碎法获得的卵母细胞多，但是获得

卵母细胞大小差异大，对ＣＯＣｓ的损伤很大，适宜于

体外培养的细胞比例不高［４５］。ＣＯＣｓ的采集效率

不仅与从卵巢采集出来的时间有关，还与从卵泡液

中挑选出来的时间长短有关。因此，如何缩短从卵

泡液中挑选出ＣＯＣｓ的时间也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通过对ＣＯＣｓ采集效率、ＣＯＣｓ完整性

及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率的比较，研究了解剖法、刀切

过滤法和抽吸法３种采集方法对猪卵母细胞的采集

效率和成熟率的影响，以期找出一种对ＣＯＣｓ损伤

小，采集效率和卵母细胞成熟率高的卵母细胞采集

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用的猪卵巢采自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

龙寺屠宰场。卵巢收集后用保温瓶２ｈ内运回实验

室，然后用３７．５℃０．８５％的生理盐水清洗３遍，放

入３７．５℃０．８５％的生理盐水的塑料瓶（放入３７．５

℃的水浴锅）中备用。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ＣＯＣｓ的采集　　将清洗好的卵巢随机分

为３组，分别用抽吸法、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３种方

法采集ＣＯＣｓ。

抽吸法：用１８号针头的２０ｍＬ注射器抽吸卵

巢上３～８ｍｍ的卵泡，在体视显微镜下，用自制玻

璃吸管挑选出ＣＯＣｓ，记录ＣＯＣｓ个数、抽吸的采集

和挑选的时间，采集时间是指把ＣＯＣｓ从卵巢取出

所需要的时间，挑选时间是指将ＣＯＣｓ从卵泡液及

其杂质中挑选出来并直至放入成熟培养液中所需要

的时间，最后按以下算式计算出采集效率。

采集效率（ｍｉｎ·个１）＝（采集ｎ个卵巢中的

ＣＯＣｓ所需要的采集时间＋挑选时间）／ｎ（ｎ为卵巢

个数）。

解剖法：室内温度控制在２５～２７℃之间。在实

验台上，将单个卵巢置于直径为９０ｍｍ 的玻璃皿

中。用手术刀及眼科镊子将卵巢上直径约６ｍｍ的

卵泡逐个切出，尽量去除卵巢的结缔组织。在体视

显微镜下用前端有极细弯钩的眼科镊子慢慢剥离包

在卵泡表面的结缔组织，把卵泡放于ＴＡＬＰ液中清

洗２次。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卵泡，选择透明的卵

泡，确认卵母细胞所在位置，然后把这个部位放在底

部，用２把尖端极细的眼科镊子撕破卵泡，对准卵泡

内的卵母细胞调好焦距，确认卵母细胞的好坏。自

动从卵泡内浮游出的ＣＯＣｓ为不好的ＣＯＣｓ，不做

使用。没有自动浮游出来的ＣＯＣｓ，用１把镊子夹

住它底部的卵泡内膜，另１把镊子夹住卵泡使之倒

翻过来，ＣＯＣｓ掉入ＴＡＬＰ液，最后用自制的玻璃微

吸管挑选出ＣＯＣｓ，记录ＣＯＣｓ个数、解剖的采集和

挑选的时间，并按抽吸法计算出采集效率。

刀切过滤法：为了缩短从卵泡液中挑选出

ＣＯＣｓ的时间，我们自行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卵母细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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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采集方法———刀切过滤法，即把卵泡的刀切和

ＣＯＣｓ的过滤２种方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具体方

法是：将卵巢浸在盛有ＴＡＬＰ液的培养皿中，左手

拿镊子夹住卵巢，右手拿手术刀随机划破２～６ｍｍ

的卵泡，轻轻地来回摆动卵巢，使卵泡内ＣＯＣｓ流

出。将自制的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和１２０目的卵母细胞

分离筛（直径为３０ｍｍ，高为１０ｍｍ）从上到下依次

重叠，用三脚架固定后放入１００ｍＬ的烧杯，向４０

目的卵母细胞分离筛中轻轻倒入含卵泡液的ＴＡＬＰ

混合液，然后再用ＴＡＬＰ液清洗培养皿２次，清洗

液倒入卵母细胞分离筛。不断摇摆三脚架使卵母细

胞分离筛上的ＣＯＣｓ能充分滤过筛网，使ＣＯＣｓ根

据直径大小留在不同的卵母细胞分离筛上。将含有

ＣＯＣｓ的卵母细胞分离筛放入盛有 ＴＡＬＰ液的３５

ｍｍ培养皿，ＴＡＬＰ液的量以卵母细胞分离筛的筛

网刚好浸入 ＴＡＬＰ液中为宜。用自制的玻璃微吸

管挑选出ＣＯＣｓ，记录ＣＯＣｓ个数、刀切和过滤以及

挑选的时间，并按抽吸法计算出采集效率。

１．２．２　卵母细胞的分级，培养及成熟确定　　一般

根据卵母细胞外围卵丘细胞的多少及胞质明暗将

ＣＯＣｓ分为３个等级：含有５层以上的卵丘细胞，胞

质均匀较暗的ＣＯＣｓ为 Ａ级；含有３～５层的卵丘

细胞为Ｂ级；含有少许卵丘细胞或胞质不均匀的畸

形卵、裸卵和半裸卵为Ｃ级。将挑选出的 Ａ、Ｂ级

ＣＯＣｓ移入提前做好且已平衡２ｈ的成熟培养液

（ＴＣＭ１９９ＰＶＡ＋ＥＧＦ，使用时添加０．１ｍｇ·ｍＬ
１

ＰｙｒｕｖｉｃＡｃｉｄ、０．１ｍｇ·ｍＬ
１Ｌ半胱氨酸盐酸、１０％

（犞／犞）猪卵泡液（ＰＦＦ）、１０ｎｇ·ｍＬ
１ＥＧＦ）滴中，移

入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培养３８～４２ｈ后，用含有

０．１％的透明质酸酶消化，在体视显微镜下挑选出成

熟的卵母细胞。成熟的卵母细胞的依据为第一极体

排出的细胞质均匀、透明带与胞质间隙明显的卵母

细胞。计算出各种方法中的卵母细胞成熟率。

１．２．３　采集效率的计算及其数据分析　　试验数

据用ＳＡＳ统计软件的Ｄｕｎｃａｎ’ｓ检验方法进行差异

显著性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采集效率的影响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采集效率的影响见表

１。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所需时间，解剖法最多，显

著高于刀切过滤法和抽取法（犘＜０．０５），而刀切过

滤法和抽吸法间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每挑选１

个ＣＯＣｓ所花的时间，解剖法最多，其次是刀切过滤

法，最后是抽吸法，三者差异显著（犘＜０．０５）；而每

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数，刀切过滤法最高达１２．３１个，

显著高于解剖法和抽吸法（犘＜０．０５），解剖法仅为

１．５５个，显著低于其他２种方法（犘＜０．０５）；采集效

率抽吸法最佳，显著低于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

（犘＜０．０５），刀切过滤法次之，但显著低于解剖法

（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采集效率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狀狋犺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采集方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卵巢数

（重复次数）

Ｎｏ．ｏｆｏｖａｒｉｅｓ

（ｒｅｐｅａｔ）

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

所需时间／ｍｉｎ

Ｔｉｍｅｆｏｒｅａｃｈ

ｏｖａｒｙ

挑选一个ＣＯＣｓ

的时间／ｍｉｎ

Ｔｉｍｅｆｏｒ

ｅａｃｈＣＯＣｓ

每个卵巢采

集ＣＯＣｓ数

Ｎｏ．ｏｆＣＯＣｓ

ｉｎｅａｃｈｏｖａｒｙ

采集效率／

（ｍｉｎ·个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解剖法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５（５） ５．９３±０．６３ａ ２．５８±０．９３ａ １．５５±０．７７ａ ９．４２±１．０１ａ

刀切过滤法

Ｋｎｉｆ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１（５） １．５７±０．２３ｂ ０．５３±０．２２ｂ １２．３１±４．９６ｂ ７．２７±０．７７ｂ

抽吸法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３９２（５） １．５８±０．２７ｂ ０．１６±０．０６ｃ ６．２９±１．６５ｃ ２．６０±０．６６ｃ

同一列中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表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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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采集方法对犆犗犆狊完整性的影响

不同采集方法对ＣＯＣｓ完整性的影响见表２。

Ａ级比例，三者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其中解剖法

最高，达８７．７４％，抽取法最低，仅为１５．９５％；Ｂ级

比例，刀切过滤法和抽吸法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

但显著高于解剖法（犘＜０．０５）；Ａ、Ｂ级比例，解剖法

高达９９．２３％，显著高于其他２种方法（犘＜０．０５），

刀切过滤法虽然可以达到５８．５４％，但与抽吸法差

异不显著（犘＞０．０５）；Ｃ级比例，解剖法仅为０．４％，

但抽取法高达５８．６４％，三者间差异显著（犘＜

０．０５）。

表２　不同采集方法对犆犗犆狊完整性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狀狋犺犲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狅犳犆犗犆狊

采集方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Ｃｓ数

（重复次数）

Ｎｏ．ｏｆＣＯＣｓ

（ｒｅｐｅａｔ）

ＣＯＣｓ分级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Ｃｓｇｒａｄｅ

Ａ级

Ａｇｒａｄｅ

Ｂ级

Ｂｇｒａｄｅ

Ａ、Ｂ级比例

Ａ／Ｂ

Ｃ级

Ｃｇｒａｄｅ

解剖法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３３（５） ８７．７４±７．６７ａ １１．４９±５．９９ａ ９９．２３±１．７２ａ ０．４０±０．８９ａ

刀切过滤法

Ｋｎｉｆ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６１２（５） ３２．２４±５．２２ｂ ２６．３１±４．９６ｂ ５８．５４±８．９４ｂ ４１．４５±６．０６ｂ

抽吸法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６３（５） １５．９５±６．０３ｃ ２５．４１±７．３３ｂ ４１．３６±１５．４３ｂ ５８．６４±５．５２ｃ

２．３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成熟率的影响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成熟率的影响见表

３。卵母细胞的成熟率，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都达到

８０％，二者间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但显著高于抽

吸法的４２．５５％（犘＜０．０５）。

表３　不同采集方法对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率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狀狅狅犮狔狋犲犿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采集方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Ａ、Ｂ级ＣＯＣｓ数

Ｎｏ．ｏｆＡａｎｄＢｇｒａｄｅＣＯＣｓ

成熟卵母细胞数

Ｎｏ．ｏｆｏｏｃｙｔｅｓ

成熟率／％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解剖法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３３ ２７０ ８０．７０±４．８５ａ

刀切过滤法

Ｋｎｉｆ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９４４ ７５２ ７９．６７±１．５８ａ

抽吸法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１９ ４３４ ４２．５５±１０．１４ｂ

２．４　１００个成熟卵母细胞所需的卵巢数量及采集

时间

　　１００个成熟卵母细胞所需的卵巢数量及采集时

间见表４。为了更好的比较３种方法的采集效果，

我们假设用每个方法体外培养１００个成熟的卵母细

胞，通过卵母细胞成熟率、Ａ、Ｂ级比例、每个卵巢采

集ＣＯＣｓ个数，换算出３种方法需要的卵巢数量和

总的时间。结果表明，刀切过滤法需要的卵巢数量

最少，仅为１７．４个，而解剖法和抽吸法分别高达

８０．６和９０．３个；总共需要的时间（采集和挑选的时

间）刀切过滤法最低，仅为１２６．６ｍｉｎ，而解剖法最

高，为７５８．９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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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００个成熟卵母细胞需要的卵巢数量及采集时间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狅狏犪狉犻犲狊狀狌犿犫犲狉犪狀犱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狋狅狅犫狋犪犻狀１００狅狅犮狔狋犲狊

采集方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成熟卵母

细胞数量

Ｎｏ．ｏｆ

ｏｏｃｙｔｅｓ

成熟率／％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Ｂ级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Ａａｎｄ

Ｂｇｒａｄｅ

ｏｏｃｙｔｅｓ

每个卵巢采

集ＣＯＣｓ数

Ｎｏ．ｏｆｏｏｃｙｔｅｓ

ｐｅｒｏｖａｒｙ

需要的卵

巢数量

Ｎｏ．ｏｆ

ｏｖａｒｉｅｓ

每个卵巢

花费时间

／ｍｉｎ

Ｔｉｍｅｐｅｒ

ｏｖａｒｙ

总时间／ｍｉｎ

Ｔｏｔａｌｔｉｍｅ

解剖法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０．８０７０ ０．９９２３ １．５５ ８０．６ ９．４２ ７５８．９

刀切过滤法

Ｋｎｉｆ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０．７９６７ ０．５８５４ １２．３１ １７．４ ７．２７ １２６．６

抽吸法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０．４２５５ ０．４１３６ ６．２９ ９０．３ ２．６ ２３４．９

３　讨　论

为了减少发情对育肥速度、饲料利用效率的影

响，提高肉质的适口性，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习惯

将公、母仔猪劁后育肥［６］。在我国传统上习惯在断

奶前对小母猪和小公猪进行去势，使得从屠宰场可

以采集卵巢的母猪比例仅为２５％左右，即使１个每

天屠宰量高达３００头的屠宰场，全部的卵巢也仅为

１５０个左右，如果扣除当中如卵巢囊肿、卵巢萎缩等

不能使用的卵巢，则获得的卵巢数量会更少。另外，

我国与国外不同，很多地方都是凌晨０２：００点左右

开始屠宰，０７：００点左右结束，卵巢被运回实验室一

般都在０８：００点以后，加上采集、挑选卵泡需要的时

间，从获得卵巢到卵母细胞被放入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

养所需时间最长可达８ｈ以上。卵巢离体时间越

短，体外受精后卵裂率越高，而离体时间越长，体外

受精效果越差，卵裂率越低［７］。王峰等［８］研究发现，

卵巢的保存时间不得超过６ｈ，否则卵裂率和６～８

细胞发育率显著下降。因此，如何快速、高效采集卵

母细胞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卵母细胞的采集方法对获得卵母细胞的数量和

采集的时间影响很大［９］。目前国内外对猪、牛和羊

卵巢ＣＯＣｓ的采集主要用抽吸法，关于用不同采集

方法从卵巢获取ＣＯＣｓ数量及其卵丘细胞完整程度

和体外成熟率的比较研究很多［１０１３］。目前只有南木

甲等［１４］和Ｄａｓ等
［１５］在绵羊和水牛上做过不同采集

方法采集效率（ｍｉｎ·个－１）的比较研究，对猪的研

究少之又少。本研究结果表明，用抽吸法每个卵巢

获得的ＣＯＣｓ数量为６．２９个，显著低于刀切过滤法

的１２．３１个（犘＜０．０５），这与陈晓宇等
［５］的报道相

似，而用解剖法从每个卵巢上获得的ＣＯＣｓ数量仅

为１．５５个，这是因为在采集时仅挑选直径约６ｍｍ

的卵泡，剥离包在卵泡表面的结缔组织难度较大，稍

不注意就会弄破卵泡而被迫扔弃，加上最后还要去

除自动从卵泡内浮游出来的ＣＯＣｓ，因此导致每个

卵巢获得的ＣＯＣｓ数量较少。本研究把ＣＯＣｓ的采

集时间分为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所需时间和每挑选

１个ＣＯＣｓ所需时间两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抽吸

法的采集效率为２．６０ｍｉｎ·个－１，显著高于刀切过

滤法的７．２７ｍｉｎ·个－１（犘＜０．０５）。陈晓宇等
［５］虽

然对不采集方法采集ＣＯＣｓ的时间进行了比较，但

是没有详细说明采集时间是专指从卵巢采集出

ＣＯＣｓ的时间，还是指从卵巢采集出ＣＯＣｓ的时间

加上从卵泡液中挑选出ＣＯＣｓ的时间，本研究的采

集时间抽吸法为１．５８ｍｉｎ·个－１卵巢，解剖法为

５．９３ｍｉｎ·个－１，两个研究间的差异可能与采集时

间的计算办法和每个卵巢采集的ＣＯＣｓ数量不同有

关。

卵母细胞的采集方法还影响到卵丘细胞的完整

程度和成熟率［１６］。本研究中，解剖法获得的 Ａ级

ＣＯＣｓ的比例最高，达到８７．７４％，Ｂ级１１．４９％，Ｃ

级仅占０．４０％，这可能与卵泡直径和卵泡内ＣＯＣｓ

能否自动浮游出来的严格挑选分不开。刀切过滤法

得到的Ａ、Ｂ级的ＣＯＣｓ比例高于抽吸法，但差异不

显著（犘＞０．０５），这是因为抽吸法容易伤及卵母细

胞外的卵丘细胞，出现不完整的ＣＯＣｓ
［１０］。卵丘细

胞的存在和扩散对卵母细胞的成熟及其以后的发育

是必须的，它可为卵母细胞的成熟提供必需的营养

物质［１７］。本研究中，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的卵母细

胞成熟率高达８０％，显著高于抽吸法（犘＜０．０５），这

可能是因为解剖法和刀切过滤法获得 Ａ级ＣＯＣｓ

比例远远高于Ｂ级比例，相反，抽吸法获得的 Ａ级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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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ｓ比例却低于Ｂ级比例，最终导致解剖法和刀

切过滤法的卵母细胞成熟率高于抽吸法。

如果在３种方法中把ＣＯＣｓ采集效率、ＣＯＣｓ

完整性及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率进行单独比较，我们

无法得出哪一种方法较为理想的结论。因此，我们

得假设用每个方法体外培养１００个成熟的卵母细

胞，通过卵母细胞成熟率、Ａ、Ｂ级比例、每个卵巢采

集ＣＯＣｓ个数，换算出３种方法需要的卵巢数量和

总的时间。本研究中，解剖法虽然获得Ａ、Ｂ级的比

例和ＣＯＣｓ成熟率最高，但因方法难以掌握，并且只

从卵巢中挑选直径约６ｍｍ的卵泡等，导致需要大

量的 卵 巢 （８０．６ 个 ）数 量 和 最 长 的 时 间

（７５８．９ｍｉｎ），解剖法虽获得 Ａ、Ｂ级ＣＯＣｓ比例高

达９９．２３％，卵母细胞的成熟率高达８０％，但不仅每

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个数最低，仅为１．５５个，而且采

集效率也显著低于刀切过滤法和抽吸法（犘＜

０．０５），方法难以掌握；抽吸法虽然单个卵巢的采集

效率最高，但因Ａ、Ｂ比例和成熟率较低，导致所需

卵巢的数量最多，采集和挑选需要的总时间也远远

高于解剖法。刀切过滤法是通过刀片划破卵泡而使

ＣＯＣｓ自然流出，然后通过卵母细胞分离筛将杂质

层层过滤使得杂质量不断减少，最后使ＣＯＣｓ仅仅

过滤到最底部的两个卵母细胞分离筛上的一种特殊

方法，它对卵丘细胞的损伤要比抽吸法小得多，有近

８０％的卵母细胞成熟率，而且单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

数量最高，使得其所需的卵巢数量最少，仅为１７．４

个，是抽吸法和解剖法的１／５，总共需要的采集时间

也就最低，仅为１２６．６ｍｉｎ。

４　结　论

抽吸法虽采集效率最佳，但卵母细胞的成熟率

低，解剖法虽获得Ａ、Ｂ级ＣＯＣｓ比例、卵母细胞的

成熟率高，但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个数、采集效率最

低；刀切过滤法每个卵巢采集ＣＯＣｓ个数高于解剖

法和抽吸法，而且１００个成熟卵母细胞所需的卵巢

数量最少，总采集时间最低。因此，与抽吸法和解剖

法相比，本试验中开发出的刀切过滤法是一种高效、

快速的卵母细胞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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