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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周龄、性别对 ＳＪ５⁃ＳＰＦ 鸡主要脏器系数、
肠道长度和体尺的影响

赵丽丽１，韩凌霞２，于海波２，刘志涛１，李淑兰１∗

（１．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５； ２．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周龄 ＳＪ５⁃ＳＰＦ 鸡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变化趋势及性别差异，为实验动物性别

选择提供实验数据。 方法　 选用 ４ 周、２０ 周、２５ 周和 ４０ 周 ＳＪ５⁃ＳＰＦ 鸡，分别测定体重、１５ 个主要脏器重量、５ 个主

要肠道长度和 ６ 个主要体尺，计算脏器系数，并对各周龄雌、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体重、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进行比

较。 结果　 体重在不同周龄雌雄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１），所测得的脏器系数各周龄雌、雄之间均存在不

同程度差异；在肠道长度中，空回肠和直肠在以上四个周龄中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其余肠道长度在部分周龄

雌、雄之间有明显差异。 在所测定的体尺中，体长、胫长、骨盆宽、胸深和胸宽雌、雄之间在上述四个周龄中有 ２ 个

或 ３ 个周龄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周龄和性别对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都有影响。
【关键词】 　 脏器系数；肠道长度；体尺；ＳＪ５⁃ＳＰＦ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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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等指标不仅是实验

动物使用和饲养的依据，也是动物生命科学研究中

的重要基础数据［１］。 近年来，测定实验动物的脏器

系数的报道有很多，如杨斐［２］、华晓萍［３］、田永

路［１］、王尧［４］等对鼠不同生长阶段的脏器系数的研

究报道。
关于雌、雄动物体尺数据的比较研究，仅见于

某种动物某一周龄或者日龄的研究报道，如 ７０ 日龄

的太湖鹅［５］、１３ 周的黑羽番鸭［６］和 ３００ 日龄的溧阳

鸡［７］，有关消化道长度的研究多见于环境条件变化

对它的影响，如季节变化或者饥饿［８ － ９］。 而对于隔

离环境百级净化条件下饲养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不同周龄

的体重及主要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的研究未

见报道。 本实验拟以 ＳＪ５⁃ＳＰＦ 鸡为研究对象，测定

不同周龄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主要脏器系数、肠道长度

和体尺正常值，为禽类养殖及国家级禽类数据库的

补充提供重要参考数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实验所需要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提

供［ＳＣＸＫ （黑） ２０１７ － ００５］。 饲养环境为隔离环

境，净化级别为百级净化，环境为全人工控制，温度

为 ２０℃ ～２５℃，湿度为 ４０％～６０％ ，产蛋期光照时间

每天为 １６ ｈ，非产蛋期光照时间每天为 ８ ｈ ［ＳＹＸＫ
（黑） ２０１７ － ００９］。 分别取 ＳＪ５⁃ＳＰＦ 鸡 ４ 周、２０ 周、
２５ 周和 ４０ 周雌、雄各 ２０ 只。
１ 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氨基甲酸乙酯 （上海山浦化工有限公司）；
ＪＡ５００３Ｎ 电子天平（上海电子天平仪器设备厂）。
１ ３　 实验方法

用 ＪＡ５００３Ｎ 电子天平进行测定，测定前ＳＪ５⁃ＳＰＦ
鸡禁食禁水 １２ ｈ，称重后，用 ２５％ 氨基甲酸乙酯麻

醉（１ ｇ ／ ｋｇ），先测量体长等体尺长度，然后取心、肝、
肾等脏器称重并计算脏器系数，最后测量十二指肠

等肠道长度，具体实验方法同于萍［１０］。 实验过程中

按实验动物使用的 ３Ｒ 原则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不同周

龄组间采用多重比较分析，同周龄雌雄组间采用独

立 ｔ 检验，各组测定值以平均数 ±标准差（ ｘ ± ｓ ）表
示，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 １　 脏器系数

对以上四组不同周龄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体重和脏器

系数测得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同一数据同一性别组间相比，除脾

系数和心脏系数外，４ 周龄与其他周龄之间差异有

显著性；同一周龄雌、雄间，体重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１），所测得脏器系数雌雄间均存在不同程度

差异。
２ ２　 肠道长度

对以上四组不同周龄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肠道长度

测得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同一数据同一性别组间相比，只有

４ 周龄与其他周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同一周龄雌、
雄间，空回肠和直肠差异无显著性，十二指肠只在 ４
周龄有明显差异，左盲肠只在 ４０ 周龄有明显差异，
右盲肠在 ２５ 周龄和 ４０ 周龄有明显差异。
２ ３　 体尺

对以上四组不同周龄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体尺测得

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同一数据同一性别组间相比，也

只有 ４ 周龄与其他周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同一

周龄同一数据雌、雄间相比，体长除 ２５ 周龄外，其
他周龄雌、雄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胫长和龙骨长

除 ４ 周龄外其他周龄雌、雄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

（Ｐ ＜ ０ ０１），胸深和胸宽在 ２０ 周龄和 ４０ 周龄差

异有显著性，骨盆宽只在 ４０ 周龄差异有显著

性（Ｐ ＜ ０ ０１）。

８６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表 １　 ４ 周龄、２０ 周龄、２５ 周龄和 ４０ 周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体重、脏器系数测定结果（ ｘ ± ｓ， ｎ ＝ ２０）
Ｔａｂ． １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Ｊ５⁃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ａｔ ４， ２０， ２５ ａｎｄ ４０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ａｇｅ

测定项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性别
Ｓｅｘ

４ 周龄
４⁃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０ 周龄
２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５ 周龄
２５⁃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４０ 周龄
４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体重（ｇ） ♀ ２０９ １５００ ±１８．２７６５Ｃ １２１４ ７５００ ±１１４．３８６２Ｂ １５３７ ７０００ ±１３４．４８９７Ａ １５１７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６９６４Ａ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２２６ ６０００ ±２０．６０２５Ｃ△△ １６６６ ５０００ ±１０８．２０８１Ｂ△△ １９２５ ２０００ ±９５．５６４０Ａ△△ １８５２ ７５００ ±２００．７６８０Ａ△△

脑系数（％） ♀ ０ ８３９５ ±０．０６８６Ａ ０ ２０３７ ±０．０４３９Ｂ ０ １５７９ ±０．０２３４Ｃ ０ １９３７ ±０．０２８２Ｂ

Ｂｒａｉ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８１２１ ±０．０７８２Ａ ０ １６９０ ±０．０２８７Ｂ△△ ０ １３９７ ±０．０１０５Ｃ△ ０ １５６４ ±０．０２０６ＢＣ△△

心脏系数（％） ♀ ０ ７６９１ ±０．１１２５Ａ ０ ５７３２ ±０．１２６６ＢＣ ０ ５５１５ ±０．０７３８Ｃ ０ ６２８４ ±０．０７８７Ｂ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７２８８ ±０．０９４１Ｂ ０ ６９５９ ±０．１０４１Ｂ△△ ０ ７５７６ ±０．０７４０ＡＢ△△ ０ ８０７５ ±０．１５４６Ａ△△

肝脏系数（％） ♀ ２ ４２７６ ±０．１４６９Ａ １ ７３１４ ±０．２０２６Ｃ １ ６３６６ ±０．１２７９Ｃ １ ８８８１ ±０．２０３７Ｂ

Ｌｉｖ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２ ３４７２ ±０．１１１５Ａ １ ５８３７ ±０．２４５９Ｂ△ １ ３６２７ ±０．１５９８Ｃ△ １ ６０８４ ±０．２１６７Ｂ△△

脾脏系数（％） ♀ ０ １０３１ ±０．０１４３Ａ ０ １０９３ ±０．０２１５Ａ ０ ０８７３ ±０．０１５８Ｂ ０ ０７３５ ±０．０１１２Ｃ

Ｓｐｌｅｅ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１０１７ ±０．０１２３Ａ ０ ０９６９ ±０．０１４２Ａ△ ０ ０８４７ ±０．０１１７Ｂ ０ １０２０ ±０．０１０３Ａ△△

胸腺系数（％） ♀ ０ ６１２２ ±０．１４５３Ａ ０ １９４５ ±０．０４８６Ｂ ０ ０３７７ ±０．０１０２Ｃ ０ ０５２５ ±０．０１１３Ｃ

Ｔｈｙｍｕ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６４８９ ±０．０８９６Ａ ０ １１４５ ±０．０３０８Ｂ△△ ０ ０４６９ ±０．００９１Ｃ△△ 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０８３Ｃ△△

法氏囊系数（％） ♀ ０ １３５６ ±０．０４５３Ａ ０ ０７６７ ±０．０１６１Ｂ ０ ０７２７ ±０．０１９２Ｂ ０ ０８４３ ±０．０１７３Ｂ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 ０ １２３２ ±０．０１８８Ａ ０ ０７１８ ±０．０２６６ＢＣ ０ ０６０４ ±０．０１５０Ｃ△ ０ ０７５２ ±０．０１８０Ｂ

左肺系数（％） ♀ ０ ３７６２ ±０．０６１１Ａ ０ ２９５５ ±０．０５７０Ｂ ０ ３１０６ ±０．０６１６Ｂ ０ ２９４７ ±０．０６０２Ｂ

Ｌｅｆｔ ｌｕ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４３７７ ±０．０４７２Ａ△△ ０ ３６４９ ±０．０６７２Ｂ△△ ０ ３５４６ ±０．０６８０Ｂ△ ０ ３０２４ ±０．０３４４Ｃ

右肺系数（％） ♀ ０ ３９５８ ±０．０６５３Ａ ０ ３１２８ ±０．０５５８Ｂ ０ ２９９４ ±０．０５４５Ｂ ０ ２８５２ ±０．０５５１Ｂ

Ｒｉｇｈｔ ｌｕ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４３３４ ±０．０４４１Ａ△ ０ ３２２１ ±０．０４１５Ｃ ０ ３８８８ ±０．０４７５Ｂ△△ ０ ３２９１ ±０．０４２６Ｃ△△

左肾系数（％） ♀ ０ ４３９５ ±０．０３９３Ａ ０ ２３７０ ±０．０３７３Ｃ ０ ２４４８ ±０．０３００Ｃ ０ ３５７５ ±０．０６２８Ｂ

Ｌｅｆｔ ｋｉｄｎｅ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４２６５ ±０．０３５６Ａ ０ ２２０２ ±０．０２８８Ｃ ０ ２０４５ ±０．０３３３Ｃ△△ ０ ２８６７ ±０．０６６３Ｂ△△

右肾系数（％） ♀ ０ ３９９６ ±０．０５６７Ａ ０ ２３５２ ±０．０４２３Ｃ ０ ２４９２ ±０．０３５５Ｃ ０ ３５０２ ±０．０６６６Ｂ

Ｒｉｇｈｔ ｋｉｄｎｅ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４３５３ ±０．０４３２Ａ△ ０ ２２７７ ±０．０３４７Ｃ ０ ２１２９ ±０．０２６３Ｃ△△ ０ ２８１９ ±０．０６３１Ｂ△△

左肾上腺系数（％） ♀ 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６ＡＢ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３Ｂ 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９Ｂ 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３０Ａ

Ｌｅｆｔ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２ＡＢ 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２Ｂ 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１６Ａ△△ 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０Ｂ△

右肾上腺系数（％） ♀ 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３Ａ 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２Ｂ 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１Ｂ 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０Ｃ

Ｒｉｇｈｔ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２４Ａ△△ 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８Ｃ 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５Ｂ△△ 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５ＢＣ△△

卵巢系数（％）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６５Ｃ ０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７１Ｃ ０ ２２８６ ±０．０４２４Ｂ ０ ４３３４ ±０．０９４１Ａ

左睾丸系数（％）
Ｌｅｆｔ ｔｅｓｔｉ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２１Ｄ ０ ２３７１ ±０．０５１３Ｃ ０ ７６７３ ±０．１１８５Ａ ０ ５７９４ ±０．０７２６Ｂ

右睾丸系数（％）
Ｒ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ｉ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２０Ｄ ０ ２３３１ ±０．０５００Ｃ ０ ７１２１ ±０．１２９５Ａ ０ ５８２７ ±０．０７７６Ｂ

注：Ａ ～ Ｄ 表示均值由大到小，相同性别的不同周龄之间进行比较，字母相同表示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字母不相同表示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与雌性同周龄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下同。
Ｎｏｔｅ． Ａ －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ｎ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ａｇｅ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ａｇｅ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ｇｅ，△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４ 周龄、２０ 周龄、２５ 周龄和 ４０ 周龄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肠道长度测定结果（ ｘ ± ｓ， ｎ ＝ ２０，ｃｍ）
Ｔａｂ． ２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Ｊ５⁃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ａｔ ４， ２０， ２５ ａｎｄ ４０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ａｇｅ

项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性别
Ｓｅｘ

４ 周龄
４⁃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０ 周龄
２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５ 周龄
２５⁃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４０ 周龄
４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十二指肠 ♀ １３ ６１５０ ± ０ ８１３２Ｂ ２３ ８６００ ± ２． ３６８１Ａ ２５ １３００ ± １ ５６６８Ａ ２４ ３０００ ± ３ ２８０２Ａ

Ｄｕｏｄｅｎｕｍ ♂ １４ ３６５０ ± ０ ９６２１Ｃ△ ２３ ４４５０ ± ２． ４２８２Ｂ ２５ ３９００ ± ２ ６２９２Ａ ２４ ７９００ ± ２ ２３１３ＡＢ

空回肠 ♀ ４８ ９２００ ± ４ ３２３６Ｂ ９０ ２８００ ± １０． ６０１８Ａ ９３ ６０５０ ± ７ ９６３１Ａ ８５ ９２００ ± ８ ２７８７Ａ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ａｎｄ ｉｌｅｕｍ ♂ ５０ １２００ ± ４ ７７８９Ｃ ８９ ５８００ ± １２． ７９７２Ａ ９２ ７９５０ ± ８ ３９７５ＡＢ ８９ ９１００ ± ７ ９１５７Ｂ

直肠 ♀ ３ ３９００ ± ０ ８７２３Ｄ ５ ５６５０ ± １． ２０１４Ｃ ７ ９９００ ± １ ４９９４Ａ ６ ６５５０ ± １ ０１６４Ｂ

Ｒｅｃｔｕｍ ♂ ３ ４２５０ ± ０ ５９９１Ｃ ５ ８６００ ± ０． ７８１０Ｂ ７ ４７５０ ± ０ ９６８４Ａ ６ １１００ ± ０ ９４４７Ｂ

左盲肠 ♀ ５ ９５００ ± ０ ６８４０Ｃ １１ ７７００ ± １． ２８６０Ｂ １２ ８８５０ ± １ ７８３０Ａ １１ ６９５０ ± １ ２６１４Ｂ

Ｌｅｆｔ ｃｅｃｕｍ ♂ ６ ３９５０ ± ０ ７８１０Ｃ １２ １３５０ ± １． ３７５８Ｂ １３ ８９５０ ± １ ７７５１Ａ １３ ９６００ ± ２ ２７８４Ａ△△

右盲肠 ♀ ６ ４８００ ± ０ ６９９３Ｂ １２ ４４５０ ± １． ４８７７Ａ １３ １５５０ ± ２ ００２８Ａ １２ ４７５０ ± １ ４１６０Ａ

Ｒｉｇｈｔ ｃｅｃｕｍ ♂ ６ ６０００ ± ０ ７８０７Ｃ １３ １８５５ ± １． ３１５６Ｂ １４ ４９００ ± １ ５００５Ａ△ １４ ５５５０ ± ２ ２９７７Ａ△△

９６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表 ３　 ４ 周龄、２０ 周龄、２５ 周龄和 ４０ 周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体尺测定结果（ ｘ ± ｓ， ｎ ＝ ２０，ｃｍ）
Ｔａｂ． ３　 Ｂｏｄｙ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Ｊ５⁃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ａｔ ４， ２０， ２５ ａｎｄ ４０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ａｇｅ

测定项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性别
Ｓｅｘ

４ 周龄
４⁃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０ 周龄
２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２５ 周龄
２５⁃ｗｅｅｋ ｏｌｄ

４０ 周龄
４０⁃ｗｅｅｋ ｏｌｄ

体长 ♀ ７ ４０００ ± ０ ５７５８Ｃ １９ ４３００ ± ２ ７１３２Ｂ ２２ ８３５０ ± １ ９６４８Ａ １８ ２０００ ± １ ４４５５Ｂ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 ８ ３０００ ± １ ６０１０Ｃ△ ２１ ９０００ ± ２ ４８９９Ｂ△△ ２４ ０６５０ ± ２ ３７０９Ａ ２１ ７０５０ ± １ ４９７９Ｂ△△

胫长 ♀ ４ ９８７５ ± ０ ５４２４Ｂ ９ ２５００ ± ０ ７３４５Ａ ９ ４２５０ ± １ ０４１７Ａ ９ ４０５０ ± ０ ７６３３Ａ

Ｓｈａｎｋ ｌｅｎｇｔｈ ♂ ５ ３０００ ± ０ ６７６７Ｃ １０ ５７００ ± ０ ９９３２Ｂ△△ １０ ８５５０ ± １ ２３１４Ｂ△△ １１ ５４００ ± ０ ６６９９Ａ△△

骨盆宽 ♀ ３ ９５００ ± ０ ４５６０Ｃ ８ １１００ ± １ ３０７８Ｂ ８ ９５５０ ± １ ０３６９Ａ ８ ２０００ ± ０ ９７０１Ｂ

Ｐｅｌｖｉｃ ｗｉｄｔｈ ♂ ４ １１００ ± ０ ４１６６Ｃ ８ ３５００ ± １ ０５３６Ｂ ８ ４１００ ± １ ０５７８Ｂ ９ ２７５０ ± ０ ７０４０Ａ△△

胸深 ♀ ６ ０２５０ ± ０ ６５８５Ｃ １０ ９０５０ ± ０ ８６０５Ｂ １２ ０１５０ ± ０ ８８２７Ａ １１ ３６５０ ± １ ３３０３Ｂ

Ｃｈｅｓｔ ｄｅｐｔｈ ♂ ６ ０１００ ± ０ ４９４１Ｃ １２ ３５００ ± １ ６４０８Ｂ△△ １１ ８１００ ± １ ２３９２Ｂ １３ １８５０ ± １ １４４９ Ａ△△

胸宽 ♀ ２ ６１５０ ± ０ ２８３４Ｄ ５ ７２００ ± １ ２３７４Ｂ ７ ５１００ ± ０ ８８０７Ａ ４ ７２５０ ± ０ ９１６４Ｃ

Ｃｈ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 ♂ ２ ６２００ ± ０ ４５７２Ｄ ６ ７０００ ± １ ４３６４Ｂ△ ７ ４８５０ ± １ １５２７Ａ ５ ７３００ ± ０ ８０４０ Ｃ△△

龙骨长 ♀ ５ ２２５０ ± ０ ５４９５Ｃ １０ ９１５０ ± ０ ６８９９Ｂ １２ ２２５０ ± ０ ７５３２Ａ １１ ０７００ ± １ ０４２３Ｂ

Ｋｅｅｌ ｌｅｎｇｔｈ ♂ ５ ５５００ ± ０ ５８２６Ｃ １２ ３９５０ ± １ ０７９２Ｂ△△ １３ ２９５０ ± １ ２６７６Ａ△△ １２ ６１５０ ± ０ ７６１１ Ｂ△△

３　 讨论

３ １　 脏器系数

生理生化指标以及脏器系数可反映动物的功

能状态，脏器系数作为一种常用的生理指标被用在

毒理试验中，因为动物染毒后，受损脏器重量会发

生变化，故会导致其脏器系数随之改变。 所以对实

验动物脏器系数正常值的测定意义重大。 同一脏

器系数在不同动物雌、雄之间亦不同。 如 ＳＰＦ 级 ＳＤ
大鼠 １ ～ ５ 月龄脏器系数性别研究中，肝脏系数性别

差异最小，而脑及肾上腺系数性别差异较大［３］，本
文测得 ＳＪ５⁃ＳＰＦ 鸡各脏器系数中，脾和法氏囊系数

雌、雄之间差异最小，肝脏、心脏和胸腺系数雌、雄
之间差异较大，这与 ＳＰＦ 级 ＳＤ 大鼠的研究结果不

同。 同一脏器系数在不同动物雌、雄之间也可能没

有明显差异。 如本文测得 ４ 周龄数据发现心脏系

数、肝系数和脾系数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这与

２０ 日龄不同性别 ＦＭＭＵ 白化豚鼠心脏系数、肝系数

和脾系数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的结果一致［１１］；
文中 ＳＪ５⁃ＳＰＦ 鸡四个周龄中的肝脏系数雌性均大于

雄性，这与 ＴＷ 小鼠肝脏系数雌性大于雄性的研究

结果一致［１２］。 有研究报道动物脏器重量随着动物

的生长而增加，但这种增长远远比不上其体重增长

速度，因此脏器系数均逐渐降低，本文就 ＳＪ５⁃ＳＰＦ 鸡

不同周龄各脏器系数的研究发现和上述结果不完

全一致［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物种有关。
３ ２　 肠道长度

消化道长度可作为衡量动物食性的标准，草食

性动物不仅大肠甚至消化道总长度都比杂食性动

物长［１３］。 十二指肠、空回肠、直肠和盲肠是消化道

重要组成部分，动物消化道的长度和重量不仅与食

性、食物质量及能量需求密切相关，而且消化道消

化、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是影响其能量收支的重要

因素［１４］。 根据王学静［１５］ 的报道，笼养太行鸡的十

二指肠雌、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空肠、回肠、盲肠

和直肠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本文对四个不同

周龄的 ＳＪ５⁃ＳＰＦ 鸡肠道长度研究发现，空回肠和直

肠在四个周龄中雌、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十二

指肠只在 ４ 周龄雌、雄之间有明显差异，左盲肠和右

盲肠均在 ４０ 周龄雌、雄之间有明显差异。
３ ３　 体尺长度

体尺是动物选育中的重要表型性状，是基因型

与环境效应的共同结果，并与重要的经济性状密切

相关［１６］。 体尺数据能够显示动物生长发育状况及

各部位之间相对发育关系，是衡量动物生长发育的

主要指标［１７］，并且家禽的生产性能也会受到其体尺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此对于动物的使用及生产，
体尺数据的测量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参考指标。
该数据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性别、品种和生长环

境等。 在不同周龄 ＳＪ５⁃ＳＰＦ 鸡体尺研究中发现，体
长、胫长、龙骨长在所研究的四个周龄中雄性数据

均大于雌性，而骨盆宽、胸深和胸宽只在 ２５ 周龄时

雌性数据大于雄性，这与 ３００ 日龄溧阳鸡［７］和 １３ 周

龄黑羽番鸭［６］ 的雄性体尺性状均显著大于雌性的

研究结果不同。 由沈曼曼［１６］对不同周龄 Ｆ２ 代母鸡

的研究发现，１３ 周龄至 ４０ 周龄体尺性状均表现增

长趋势，而本文测量 ＳＪ５⁃ＳＰＦ 母鸡体尺发现，４ 周龄

至 ４０ 周龄并非都是增长趋势，这与沈曼曼研究结果

不同。
脏器系数、肠道长度和体尺是动物实验中常用

的重要基础数据。 本研究可为采用 ＳＪ５⁃ＳＰＦ 鸡从事

生物医药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基础对照参考值，同

０７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时亦为 ＳＪ５⁃ＳＰＦ 鸡的标准化鉴定和质量控制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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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表明，本课题研发的高分子亲和吸附

材料能高效地清除血液中内毒素及内毒素作用机体

产生的炎症因子，可以及时降低内毒素对机体的

危害。

参考文献：

［ １ ］　 蒋庆军． 内毒素检测在内毒素血症治疗中的应用 ［ Ｊ］ ． 现代

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０８， １７（３３）： ５２２９ － ５２３２．

［ ２ ］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Ｔ， Ｏｂａｔａ Ｔ， Ｓｏｎｏｄａ Ｈ，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ｓｅｐ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 Ｊ］ ．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３， ４０（６）： ５０４ － ５１１．

［ ３ ］ 　 严静． 成人严重感染与感染性休克血流动力学监测与支持指

南（２００６） ［Ｊ］ ．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２００７， ２７（１）： ７ － １３．

［ ４ ］ 　 Ｓｈｏｊｉ 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ｐｓｉｓ：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 Ｔｏｒａｙｍｙｘｉｎ） ［ Ｊ］ ． Ｔｈｅｒ

Ａｐｈｅｒ Ｄｉａｌ， ２００３， ７（１）： １０８ － １１４．

［ ５ ］ 　 Ａｎｉｓｉｍｏｖａ ＮＹ， Ｇｒｏｍｏｖａ ＥＧ，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ａ ＬＳ，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ｓｉｓ ｉｎ ｈｅｍ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ｓ ［Ｊ］ ． Ｂｕｌｌ Ｅｘｐ Ｂｉ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１， １５１（５）： ６２２ － ６２４．

［ ６ ］ 　 向勇平， 崔辉， 刘丹， 等． 亲和吸附材料特异性清除肠源性内

毒素有效性和安全性探讨 ［ Ｊ］ ．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２０１８，

２６（１）： ５２ － ５６．

［ ７ ］ 　 Ｃｈｅｎ Ｊ， Ｚｈｕ ＲＬ，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Ｍ，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Ｂａｘ， ｉ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Ｊ ］ ．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１９９６， ６７（１）： ６４ － ７１．

［ ８ ］ 　 Ｏｈａｓｈｉ Ｈ，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Ｎ， Ｋｏｍａｔｓｕ Ｈ，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ｓ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ｅｐ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Ｊ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１， ４７（１）： ３７ － ４６．

［ ９ ］ 　 任珊， 赵鹤龄． 拯救脓毒症运动： ２０１２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

性休克管理指南要点 ［ Ｊ］ ． 河北医药， ２０１３， ３５ （８）： １２３３
－ １２３６．

［１０］ 　 Ｖａｎ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 Ｔ， Ｄｅｍｏｎ Ｄ， Ｂｏｇａｅｒｔ Ｐ，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Ｌ⁃１ ａｎｄ ＩＬ⁃１８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Ｊ］ ．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１４， １８９（３）： ２８２ － ２９１．

［１１］ 　 Ｍｏｄｅｌｌ ＪＨ， Ｇ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Ｎ， Ｍｏｒｅｙ ＴＥ． Ｂｏｄ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 Ｊ］ ． Ａｎｅｓｔｈ Ａｎａｌｇ， ２００８，
１０７（５）： １６１８ － １６２０．

［１２］ 　 Ｊａｎｅｌｉｄｚｅ Ｓ， Ｈｕ ＢＲ， Ｓｉｅｓｊö Ｐ， 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ｋｔ１
（ＰＫＢα） ａｎｄ ｐ７０Ｓ６Ｋ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ｆｏｃ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Ｊ］ ．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Ｄｉｓ， ２００１， ８（１）： １４７ － １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２

１７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