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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去势格丁根小公猪 下丘脑 和 ∂ 部位注射大豆黄酮 Λ 头 Λ 注射后血浆 浓

度变化呈上升趋势 在 部位 注射后 ∗ 有 例 水平较注射前升高 例 变化不明显 ° [

注射 后与注射前比较无明显变化 在 ∂ 部位 注射后 例 升高 例变化不明显 ∀对照组除 例

外 其他在处理前后 水平的变化不明显 ∀结果说明 大豆黄酮可在下丘脑水平上增加去势公猪 的分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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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雌激素对动物生殖内分泌的影响已有许多

观察试验 ∀利用不同剂量的香豆雌酚处理去卵巢大

鼠 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 诱导的 分泌

动力模型≈ ∀长期采食植物雌激素的绵羊 分

泌特征改变 表现为与雌激素处理相类似的效

应≈ ∀用大豆黄酮处理去卵巢猪 导致其血浆

浓度下降 ∀体外条件下 大豆黄酮也可以影响猪垂

体前叶组织的 释放特征≈ ∀本试验通过在脑

组织内注射大豆黄酮 以便了解大豆黄酮对高级神

经中枢影响的直接证据 进一步探讨大豆黄酮的作

用机理 ∀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及脑内导管埋植手术

用 ∗ 月龄 !体重 ∗ 德国格丁根小公

猪 头 人工控制光照 ∗ 和室温 ∗

ε 自由采食 分栏饲养 ∀在试验栏饲养 周后

施行睾丸阉割术 去势 周后安装颈静脉血管导管

导管安装 周后施行脑内导管埋植手术 埋植方法

按 ∞ 法进行≈ ∀导管在脑顶骨联合十字线

的相对位置为 十字线纵向向前 十字线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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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 导管插入深度为 ∗ ∀脑内

导管插入后 用医用牙科凝胶固定 ∀

1 2  脑内注射

待脑内埋植手术部位愈合后 手术后第 周 施

行脑内注射 ∀注射时将动物随机分成 组 头作

注射试验 头作注射对照 ∀ 所有动物注射前以

间隔 通过血管导管采血 以作空白对照 ∀

然后试验组每侧注射 Λ 大豆黄酮溶液 两侧共

Λ Λ 对照组注入相同体积不含大豆黄酮

的助溶剂 乙二醇 生理盐水溶液 ∀注射后以相同时

间间隔采样 ∀相隔 时间 交叉重复试验 次 ∀

试验完全结束时 通过脑内导管每侧注入 Λ
台盼蓝 × ∏ 溶液 ∀宰杀猪并取出脑组织

于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经脑组织冷冻切片 根

据着色点的位置 对照格丁根猪脑组织图谱 确定脑

内注射部位 ∀结果表明 头猪脑内注射部位在下

丘脑基质部 另 头脑内注射部位在丘脑腹

侧正中核 ∂ 见图 ∀

1 3  含量分析

按放免双抗法测定≈ 猪 标准品和第一抗

体由比利时 ≤ 2 ∏ 公司生产 第二抗体

由德国动物科学与动物行为研究所 ƒ 提供 ∀测

定的批内变异系数为 批间变异系数为

∀

1 4  统计分析

以注射处理前后各 所采集样本 统计分析

平均数 ? ≥⁄ 及差异的显著性 统计程序为 ≥ ∏2

2 2 ∏ 2 ∂ ≥

≥ ∀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组注射大豆黄酮后 水平呈上升趋势

例注入部位为 的动物 处理后 ∗ 血浆

水平较注射前上升 ° 和 °

例变化不明显 注射 后各例 水平与注射前

比较无显著差异 注射部位为 ∂ 的 例中 例处

理后 水平上升 例变化不明显 ∀对照组注射

前后 水平除 例外 其他无明显变化 表 ∀大

豆黄酮脑内注射后 血清 分泌峰和频率的变化

注射在 部位 处理后 分泌峰幅显著增高

的有 例 其中有 例分泌峰值增高超过基础值的

∗ 倍 但 峰频无明显改变 注射在 ∂ 部位

处理后有 例 分泌峰峰幅比基础水平增高

倍以上 例峰幅增高 倍左右 其他未出现峰幅

网格代表注入部位在下丘脑基底部 部位 ° °

° ° ) 脑纵向切面 豆状核 杏仁核 视神经束

尾状核 海马腹侧核 丘脑腹侧正中核 第三脑室

∏

° ° ° ° 2 ∏ 2

∏ ∏ ∏ ∏ ∏ ∏ ∏2

∏ √ ∏ ∏ √

√

图 1  导管脑内埋植部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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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处理前后 峰频也未发生改变 ∀图 和图

为大豆黄酮处理后 分泌的典型变化曲线 ∀

3  讨论与结论

动物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分泌受到相互制约

调节 ∀下丘脑是 的重要分泌部位 体内条件

下 性腺激素可与下丘脑受体结合 通过改变

释放特征而影响垂体 分泌≈ ∗ ∀大豆黄酮是具

有多种生物活性的物质 具有雌激素或抗雌激素活

性 ∀作者的研究证实 体内状态下 大豆黄酮也可改

变猪下丘脑 的分泌 并调节垂体 受体

水平≈ ∀本试验表明 在阉割雄性公猪下丘脑部位

无论是在 部位或 ∂ 部位 注射大豆黄酮

后 血浆 水平趋于上升 进一步说明大豆黄酮可

以通过下丘脑途径影响猪的促性腺激素分泌 这为

大豆黄酮通过高级神经中枢调节动物生殖内分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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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豆黄酮脑内注射阉割公猪血浆 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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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 ≥⁄ 变化趋势  ≤

上升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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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 ? ? 3 ? ? ?

∞¬ ? ? ? ? ? ? 3 ?

? ? ? ? ? ? 3 ?

? ? ? ? ? ? ?

? ? ? ? ? 3 ? 3 ?

? ? ? ? 3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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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于注射前 或 分泌水平 ° [ 低于注射前 或 分泌水平 ° [
3 √ ∏ ° [ √ ° [

图 2  大豆黄酮微量注射猪 部位对血浆 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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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豆黄酮微量注射猪 ∂ 部位对血浆 水平的影响

ƒ  ∞ 2 2 ∂ √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卷



能提供了直接的试验证据 ∀

体内外试验表明 动物对植物雌激素的反应存

在性别差异 ∀用大豆黄酮静脉内一次注射去卵巢

猪 可降低猪血浆 水平 长期用大豆黄酮埋植同

样性别的猪 可加强雌二醇诱导的对 分泌的负

反馈抑制 推测大豆黄酮对母猪垂体 分泌的影

响受到下丘脑释放激素的调节≈ ∀体外条件下 大

豆黄酮和雌二醇均表现为对小母猪垂体体外 释

放的抑制作用 而对小公猪垂体体外 释放无明

显抑制≈ 在 诱导下可不同程度地加强垂体

释放 说明大豆黄酮对雌 !雄动物下丘脑和垂体

具有不同的生理影响 与雌激素在不同性别的反应

相类似≈ ∀大豆黄酮在下丘脑水平上诱导垂体

分泌峰幅的增高 进一步证明了大豆黄酮对公猪垂

体体内外 分泌功能具有增强作用 ∀

本试验大豆黄酮作用的途径与性激素相似 说

明大豆黄酮的受体可能就是雌激素受体 但仍没有

和 ∂ 部位大豆黄酮或雌激素受体分布的直

接资料 ∀另外 动物对大豆黄酮具有剂量依赖性反

应≈ ∀本试验因条件所限 只进行了一个剂量的处

理 其他剂量范围的大豆黄酮对下丘脑的直接影响

效应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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