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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色光对产蛋鸡血清中 LH 和 FSH 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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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单色光对外周血 LH 和 FSH 含量的影响，为阐明单色光对蛋鸡产蛋性能的作用机理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采用红、绿、蓝三种发光二级管和白炽灯，对蛋鸡进行光照，试验期 19～53 周龄，光强度 15 lx,

光照时间 16h。【结果】25～34 周龄段，蓝光组血清 LH 和 FSH 值上升维持时间最长，峰值出现最晚。37～49 周龄

段，白光组 LH 值一直高于其它组，而 40～49 周龄，红光组 LH 和 FSH 值持续上升。在 24h 昼夜 LH 和 FSH 分泌的

变化中，白、蓝和红光组 LH 和 FSH 值只有一个峰值， LH 峰值分别出现在 10、07 和 10h,而 FSH 峰值出现在 13、

07 和 10h。绿光组 LH 和 FSH 有 3 个峰值，均出现在 07、16 和 01h。【结论】19～36 周龄，蓝光促进 LH 和 FSH 的

分泌， 37～53 周龄，白光和红光促进 LH 和 FSH 的分泌，24h 昼夜间各光组 LH 和 FSH 峰值（除白光组 FSH 外）均

出现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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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e objective was to study the alterations of LH and FSH concentra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by 
monochromatic light and, provide scientific data about the mechanism action of monochromatic light on productive performance in 
hens. 【Method】Hens 19 to 53 weeks old were exposed to red (R), green (G) and blue (B) light from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lamps and incandescent light in this study. All light sources were equalized under 15 lx light intensity for 16 h daily. 【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rising length of LH and FSH in blue light was the longest and their peak value appeared at the last time from 
25 to 34 week. The concentration of LH in white light wa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light groups from 37 to 49 week,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LH and FSH in red light increased steadily from 40 to 49 week. 2) Within 24h, there was only one peak of 
LH and FSH concentration in W, B and R light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The LH’s peak value was reached in W, B and R light 
treatments at 10h, 07h and 10h, respectively. But the FSH’s peak value was reached at 13h, 07h and 10h, respectively. 3) There were 
three peak values of LH and FSH concentration in G light treatment and both were simultaneously reached at 07h, 16h, and 01h, 
respectively. 【Conclusion】The secretion of LH and FSH were enhanced by blue light from 19 to 36 week, and by white and red 
lights from 37 to 53 week. The peak value of LH and FSH in all lights was appeared at morning within 24h (except FSH in whit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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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光是影响鸡生产力表现的主要因素

之一。光信息可通过眼睛或颅骨影响脑内光受体，进

而刺激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GnRH）的释放，后者经门脉循环调节垂体

内排卵素（luteinising hormone，LH）和促卵泡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的释放，影响性

腺发育和排卵[1]。禽类能够区分不同的颜色[2]，而且禽

类脑内光受体对不同波长的光刺激反应存在差异，影

响 LH、FSH 的分泌[3,4]。本试验通过检测在单色光饲

养条件下，蛋鸡血清 LH 和 FSH 含量的变化，揭示光

信息与生殖激素释放调节的相互关系，对养禽业合理

利用单色光提高生产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前

人研究进展】前人对产蛋鸡生产性能及 LH 和 FSH 含

量变化的研究集中在光周期方面[5～11]，虽有单色光对

禽类产蛋性能的研究[12～17]，但单色光对蛋鸡外周血中

LH 和 FSH 含量的影响报道少见[4]。【本研究切入点】

因此，本试验以光受体对不同波长光的敏感性不同为

切入点，研究单色光对蛋鸡血清中 LH 和 FSH 的影

响，以期解释单色光对产蛋性能的作用机理。【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采用发光二极管对产蛋鸡进行人工照

射，从而获得了特定波长的光源；采用放射免疫法测

定血清中 LH 和 FSH 的含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处理 
180 羽 18 周龄的海兰褐蛋鸡（Hy-Line Brown），

随机分 4 组：蓝光、绿光、红光和白光组（每组平均

45 羽）。试验前适应一周，光源为 15w 白炽灯，光照

强度 15lx，照明时间 13h（5～18h）。在开产前一周

（第 19 周龄）转为单色光（红，660 nm；绿，560 nm；

蓝光，480 nm）照明，光照强度均为 15 lx。第 19 周

的照明时间为 13 h，随后每周递增 0.5h， 直至光照时

间达到 16 h（L﹕D=16 h﹕8 h）。试验期为 19 到 53
周龄（试验地点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饲养时间为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4 月）。饲养管理按《海兰褐

蛋鸡饲养管理手册》进行，自由采食与饮水。饲料

为 324BR 蛋种鸡产蛋期配合饲料（北京正大饲料

有限公司）。 
1.2  光源的选择 

以红、绿、蓝 3 种发光二级管（LED）灯作为试

验组，以白炽灯作为对照组。用 ST-85 型自动量程照

度计（北京师范大学光电仪器厂制造）测定鸡头水平

面上光照强度为 15 lx。   
1.3  血样的采集测定 

分别在第 25、27、29、31、34、37、40、43 、
49 和 53 周龄对各组蛋鸡进行翅静脉采血，每组 9 羽，

分离血清，置于-20℃冰箱内保存待测；在第 23 周龄

昼夜，每间隔 3 h 采血 1 次（共 9 次，每次每组 5 羽）。

用放免法测定 LH 和 FSH 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色光对蛋鸡血清中LH和FSH昼夜节律的影响 
见图 1，在 23 周龄 24 h 昼夜内，白、蓝和红光组

LH 和 FSH 峰值只有一个，其中 LH 峰值分别出现在

10、07 和 10 h；而 FSH 峰值分别出现在 13、07 和 10 
h。在绿光组，LH 和 FSH 均出现 3 个峰值，二者同时

出现在 07、16 和 01 h，其大小顺序为 07 h＞16 h＞01 
h。根据此结果，采血都在上午进行。 

 

 
 

W：对照组白光；B：蓝光组；R：红光组；G：绿光组 
W: Incandescent light; B: Blue; R: Red; G: Green 

 

图 1  不同光照组蛋鸡血清中 LH 和 FSH 含量在 24h 昼夜内的变化 

Fig. 1  Changes of LH and FSH concentration in serum within 24h in laying hen reared under different light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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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在 24 h 昼夜间，不同光组 LH 和 FSH
峰值出现的时间点不同。对于 LH 峰值，蓝光和绿

光组（第一个峰值）均出现在 07 h，而白光和红光

组均出现在 10 h，蓝光和绿光组 LH 峰值均比白光和

红光组提前出现；对于 FSH 峰值，除白光组出现在

13h 以外，其它光组均与其 LH 峰值点相对应。另外，

在不同光组中，LH 和 FSH 峰值出现的次数不一。对

于白、蓝和红光组，其 LH 和 FSH 峰值只有一个，而

对于绿光组，其 LH 和 FSH 峰值均有 3 个，并同时出

现。 
2.2  单色光对产蛋鸡血清中LH的影响 

从图 2-A 可知，各组 LH 含量随产蛋周龄出现上

升（首次）、下降（首次）和再上升（第二次）再下

降（第二次）等 4 个阶段。对照组即白光组 LH 值从

25 周开始上升，持续 6 周，峰值出现在第 31 周龄，

首次下降段在 31～37 周龄。其二次上升和下降段分别

在 37～49 和 49～53 周龄。蓝光组 LH 值从 25 周龄开

始上升，持续 9 周，峰值出现在第 34 周龄，首次下降

段在 34～43 周龄，二次上升和下降段分别在 43～49
和 49～53 周龄；红光组 LH 值从 25 周龄开始上升，

持续上升 4 周，峰值出现在第 29 周龄，首次下降段在

29～40周龄，二次上升和下降段分别在40～49和49～
53 周龄。绿光组从 25 周开始上升，持续 6 周，峰值

出现在第 31 周龄，首次下降段在 31～40 周龄，二次

上升和下降段分别在 40～43 和 43～53 周龄。结果表

明，25～34 周龄段，蓝光组 LH 上升的维持时间最长

（25～34 周龄），峰值出现的最晚（34 周龄），而在

37～53 周龄段，白光组 LH 值显著高于其它组（37～
49 周龄），而红光组 LH 值上升的趋势最快（40～49
周龄）。 

 

 
 
箭头表示各光组 LH 和 FSH 的峰值，不同的线条代表不同的光处理组，B＝蓝光组；R＝红光组；G＝绿光组和 W＝对照组白光 
Arrows indicate the peak valves of LH, FSH in W, B, R and G light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Different lines represent a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 In this figures: 
B = blue, G = green, R = red and W = incandescent light  
 

图 2  不同光照组鸡血清中 LH 和 FSH 含量随产蛋周龄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LH and FSH concentration in serum with weeks of age in laying period reared under different light spectra 

 

2.3  单色光对产蛋鸡血清中FSH的影响 
从图 2-B 可知，除蓝光组外，其它各组 FSH 值随

产蛋周龄的变化也出现 4 个阶段，类似于 LH 值。白

光组 FSH 值从 25 周龄开始上升，持续 4 周，峰值出

现在第 29 周龄，首次下降段在 29～37 周龄，二次上

升和下降段在 37～49 和 49～53 周龄。蓝光组从 25
周龄开始上升，持续 9 周，峰值出现在第 34 周龄，从

34 周龄开始逐渐下降至 53 周龄。红光组 25 周开始上

升，持续 4 周，峰值出现在 29 周龄，首次下降段在

29～40 周龄，二次上升和二次下降段分别在 40～49
和 49～53 周龄。绿光组从 25 周开始上升，持续 6 周，

峰值出现在第 31 周龄，首次下降段在 31～40 周龄，

二次上升和下降段分别在 40～49 和 49～53 周龄。结

果表明，25～34 周龄段，蓝光组 FSH 上升的维持时

间最长，峰值出现的最晚； 37～53 周龄段，白光组

FSH 上升维持的时间最长（37～49 周龄），而红光组

FSH 上升的趋势最快（40～49 周龄）。 

3  讨论  

3.1  单色光对产蛋鸡血清中LH和FSH含量的影响 
脑内光受体对绿光和蓝光的敏感性强于红光，使

蓝、绿光组外周血中 LH 和 FSH 的含量高于红、白光

组[4]。因此，在试验前期（19～36 周龄），蓝光组 LH
和 FSH 上升的持续时间最长（25～34 周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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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时间最晚（34 周龄）；在 29～34 周龄，蓝光

LH 和 FSH 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图 2-A）。随产

蛋周龄的增加，脑组织对光的穿透阻力逐渐加大，而

红光对脑组织的穿透力大于绿和蓝光[3]，因此，随产

蛋周龄的增加，红光对脑内光受体的作用比蓝光和绿

光逐渐占优势。另外白光波长成份中有 70.5%为红光[3]，

因此，在试验后期（37～53 周龄），白光组 LH 值（37～
49 周龄）显著高于其它组，其 FSH 值从 37 周龄一直

上升至 49 周龄，维持的时间最长，而红光组 LH 和

FSH 值的上升速度高于其它组（40～49 周龄）（见图

2B）。 
3.2  24 h昼夜内单色光对产蛋鸡血清中LH和FSH含量

的影响 
Nelson 等[18]用卵巢抗坏血酸耗减法（OAAD）研

究蛋鸡 24 h 昼夜内 LH 在外周血中的变化，结果表明：

在排卵周期中 LH 峰值有 3 个，分别出现在排卵后的

6、12 和 18 h。Furr 等[19]用放射免疫测定法研究蛋鸡

24h 昼夜内 LH 在外周血中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排

卵周期中只有一个峰值，出现在排卵前 4～7 h。本试

验结果表明（图 1-A）：白、蓝和红光组 LH 峰值只

出现一个，这与 Furr 等[19]的研究结果相似。在不同光

组，其峰值出现的时间点不同。白光和红光组 LH 峰

值均出现在 10 h，而蓝光和绿光组（第一个）峰值均

出现在 07 h。这种结果可能与波长有关，红光属于长

波长的光，而白炽灯所发出光的 70.5%成分为红光[3]，

蓝光和绿光属于短波长的光，而且短波长光的 LH 峰

值比长波长的早出现 3 h。绿光组 LH 峰值出现 3 个，

这与 Nelson 等[18]结果相似，峰值大小顺序为 07 h＞16 
h＞01 h。 

除绿光组外，白、红、蓝光组 FSH 峰值只出现一

个，与 Krishnan 等[20]的报道一致。白光组 FSH 的峰

值比其 LH 峰值晚出现 3 h，而蓝光、红光组 FSH 峰

值与其 LH 峰值同时出现。绿光组 FSH 3 个峰值与其

对应的 LH 峰值均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绿光组 3 个

峰值的大小依次为 07 h＞01 h＞16 h。 

4  结论 

以上试验结果证实，在试验前期（19～36 周龄），

蓝光对 LH 和 FSH 含量的影响显著，使其上升时间最

长（25～34 周龄），峰值出现的时间最晚（34 周龄）。

在试验后期（37～53 周龄），白光和红光对 LH 和 FSH
值的影响显著，在 37～49 周龄，白光组 LH 值显著高

于其它组，其 FSH 值从 37 周龄一直上升至 49 周龄，

维持的时间最长。在 40～49 周龄，红光组 LH 和 FSH
值的上升速度高于其它组。在 23 周龄 24 h 昼夜内，

各光组 LH 和 FSH 值峰值（白光组 FSH 例外）均在

上午出现。与白光和红光相比，蓝光和绿光使 LH 和

FSH 的峰值提前出现，而且绿光组 LH 和 FSH 值出现

3 个峰值，分别在 07、16 和 0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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