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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 １２４ 团的畜牧业主要以发展养羊业为主，建成了以南非肉用美利奴

羊罗米尼·希尔斯肉用羊养殖为主的种羊场，采用农区半放牧半舍饲方式进行规模化饲养。 文章概

述了该团绵羊品种现状、种质资源的利用情况和采取的改良措施，即应用胚胎移植、发情调控技术实

行两年三胎，结合高效繁育配套技术，提高了品种繁育效率，加快了纯种繁育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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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绵羊业发展总趋势是从单一型的毛用或肉

用型生产向肉毛兼用的两元生产转变，由粗放的管

理模式向经济效益型模式发展［１］。 提高绵羊的繁育

率可大大提高养羊业的经济效益。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七师 １２４ 团 １９９８ 年引进了南非肉用美利奴羊，
２０ 多年来始终把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和规模化羊场的

品种改良速度作为提高养羊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

重要措施。 １９９８ 年建成了规模化养羊场，受自然环

境的影响变小；建立胚胎移植车间，有利于肉用品质

资源的利用和高效繁育配套技术的实施。
１９９８ 年引入肉毛兼用南非肉用美利奴羊罗米

尼·希尔斯胚胎后，兵团和种羊场共同组成胚胎移

植技术小组，把胚胎移植作为加快优质细毛羊发展

的重 要 技 术 措 施， 在 １２４ 团 养 羊 场 推 广 应 用。
２００２ 年１２４ 团种羊场被定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守仁

肉用美利奴羊选育基地，利用院士团队的技术优势，
加快了胚胎移植工作的深入开展。

罗米尼·希尔斯肉用美利奴羊以其优良的肉品

质引起了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的重视，２００２ 年出售

３５ 只种公羊，平均销售价格 １. ３ 万元 ／只，最高价格

２. ５ 万元 ／只。 ２００３ 年销售种公羊 ３９ 只。 ２００４ 年销

售种公羊 ４３ 只。 ２００５ 年 ３—５ 月销售种羊 ７６ 只，三
代级进杂交种公羊 ２６０ 只，销往全疆及吉林省等地。
经了解种羊售后，引进后对当地肉羊改良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得到当地畜牧专业人员的高度评价。
每年可向社会提供纯种公羊 ７０ 余只，三代杂交公羊

１ ５００ 只以上。
文章通过不同繁殖技术的对比，讨论胚胎移植

技术与两年三胎繁殖技术对绵羊群体的影响，对于

羊场持续开展肉羊的杂交改良具有一定的意义。

１　 胚胎移植技术

胚胎移植技术是加快纯种繁育的重要措施［２］，
１９９９—２０２２ 年该技术在 ２４ 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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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主要试剂

卵泡素（ＦＳＨ，规格为 １ ０００ 单位），购自宁波第

二激素厂；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ＰＭＳＧ，规格为１ ０００
单位），购自宁波市三生药业有限公司。
１. ２　 试验动物及分组

试验羊选择 １２４ 团种羊场符合品种标准、具有

较高生产性能和遗传育种价值的罗米尼·希尔斯细

毛羊纯种母羊 ９０ 只。 母羊均为产后第一胎，体格健

壮，无遗传性疾病及传染病。 供体母羊在采卵前适

量运动和给予品质好的饲草料，并补充维生素和矿

物质，合理饲养，精心管理，使其采卵前保持良好的

体况，配种前达到中等以上体膘。
１. ３　 母羊的超数排卵

超排方案见表 １。

表 １　 超排方案

Ｔａｂ． １　 Ｏｖｅｒ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方案 方法

Ⅰ 间隔 １２ ｈ，分 ４ 次，注射总剂量 ２００ ＩＵ ＦＳＨ，最后一次注射 ＦＳＨ 时同时肌内注射 ３３０ ＩＵ ＰＭＳＧ

Ⅱ 间隔 １２ ｈ，分 ６ 次，注射总剂量 １８０ ＩＵ ＦＳＨ ， 第一次注射 ＦＳＨ 时同时肌内注射 ３３０ ＩＵ ＰＭＳＧ

　 　 超数排卵及冲胚顺序如下：
１）在自然发情和诱导发情的情期第 １２ ～ １３ ｄ 进

行超数排卵。
２）对母羊进行试情、配种。
３）配种后 ６６ ～ ７２ ｈ 进行手术冲卵，从输卵管回

收胚胎。
４）按胚胎移植技术要求进行胚胎鉴定分级、捡

胚并进行胚胎移植。
１. ４　 手术冲卵技术步骤

１）手术冲卵前母羊空腹 ２４ ｈ，限制饮水。
２）将母羊侧卧或仰卧保定，肌肉注射静松灵

０. ０３ ～ 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手术部位在乳房前端 ２ ｃｍ 处腹

中线的两侧均可。
３）手术部位剃毛，剃毛范围约 ２０ ｃｍ × ２０ ｃｍ。

用肥皂水清洗手术部位，用手术刀剃尽毛茬，再用清

水洗净。
４）用 ０. １％新洁尔灭清洗手术部位，再用 ２％ ～

４％碘酊棉球对手术部位由里向外消毒、晾干，最后

用 ７５％乙醇棉球脱碘、晾干。
５）避开血管，用手术刀将手术部纵切 ６ ～ ８ ｃｍ

长的刀口，将皮下结缔组织分离，暴露肌膜。 用手术

刀将肌膜轻轻切开，暴露肌层，再用刀柄将肌肉和肌

膜钝形切开。
６）在骨盆腔、膀胱周围触摸子宫角，并将子宫角

引出切口外，记录卵巢黄体和卵泡数。
７）输卵管冲胚。 在超数排卵母羊发情后 ６６ ～

７２ ｈ从输卵管采集 ２ ～ ８ 个细胞进行鲜胚胎移植［３］。
用 ６ ～ ８＃针头从子宫输卵管结合部位的子宫端导入

输卵管峡部，将喇叭口导卵管插入 ３ ～ ４ ｃｍ，导卵管

远端插入 Φ１２０ ｍｍ 表面皿中；助手事先用 １０ ｍＬ 注

射器抽取 ５ ～ ８ ｍＬ 冲卵液，与头皮针连接，把冲卵液

缓缓推入，胚胎即通过母羊输卵管回收到表面皿中。
另一侧输卵管操作同上。

８）母羊冲胚完毕，采用三层缝合法，即腹膜肌肉

连续缝合、皮肤结节缝合，针脚距 １ ｃｍ，在肌肉与皮

肤之间涂抹适量的兽用青霉素 － 链霉素粉剂，以防

创口感染。 手术后母羊观察 ２４ ｈ。
１. ５　 胚胎分级

将盛有冲卵液的 １２０ ｍｍ 直径表面皿放在体式

显微镜下进行胚胎检查，不可遗漏［４］。
１. ６　 输卵管输胚优势

１）与子宫角输胚相比，减少了输胚、冲胚技术费

用（不必使用内窥镜、冲胚制剂）。
２）输卵管输胚操作方法简便，手术程序简单易

学，易推广。
３）输卵管输胚成功率高。
４）采用输卵管输胚方式，不论供体、受体母羊均

可以连续利用。 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发现输

卵管粘连现象。
５）采用输卵管输胚方式不论供体、受体母羊，手术

后间隔两个发情期均可以配种，不影响当年配种产羔。
１. ７　 效　 果

经过 ２０ 年的实践，在 ２０２２ 年受体母羊的受孕率

为 ６５. ５％ 。 集约化羊场现有大小羊只 ４ ８００ 余只，产
羔高峰可达 ８ ５００ 余只。 共可改良 １８ 万只。 已获得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　 两年三胎繁殖技术

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非繁殖季节埋植孕酮阴道释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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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５ － ６］，利用发情调控技术实行母羊两年三胎。
２. １　 主要试剂

孕激素阴道栓（ＣＩＤＲ），宁波第二激素厂产品；
ＰＭＳＧ（规格 １ ０００ 单位），购自宁波三生医药工业

公司。
２. ２　 哺乳母羊的选择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挑选中上等膘情哺乳母羊 ９０ 只，
于 ３ 月 ５ 日母羊哺乳 １ 个半月后对羔羊实行强制

断奶。
２. ３　 埋植 ＣＩＤＲ 装置

将断奶后的母羊同时埋植 ＣＩＤＲ 装置。 埋植第

１４ 天下午撤栓，同时肌注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ＰＭＳＧ），成年母羊 ４００ ～ ５００ ＩＵ，当年母羊 ３００ ～
３３０ ＩＵ。

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１）３ 月 １２ 日 ９０ 只母羊均埋植 ＣＩＤＲ 装置。
２）３ 月 ２６ 日撤栓，同时肌注 ＰＭＳＧ。

２. ４　 种公羊的处理

种公羊提前 １０ ｄ 连续采精，去除陈精。 每天运

动时间不少于 ８ ｈ，同时加强公羊的营养。
２. ５　 发情检查

母羊撤栓后 ２４ ｈ 开始用公羊试情，接受试情公

羊爬跨即为发情。 挑出发情母羊进行人工授精。
２. ６　 精液处理

采精后，先在显微镜下检查精液活力，精液与稀

释液的稀释比例宜为 １∶ ３ ～ １∶ ４。
２. ７　 人工授精

观察到母羊发情后，对发情母羊于当日 ２０：００、
次日 ０８： ００、 ２０： ００ 各输精一次， 每次人工输精

０. ２ ｍＬ ／只。 人工授精 ２ 个情期，每个情期每只发情母

羊各输精 ３ 次。 第 ２ 个情期操作步骤同第一个情期。
２. ８　 结果与分析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４ 月 ２９ 日试情配种结果，
母羊共发情配种 ８８ 只。 哺乳母羊 ９０ 只中第一情

期第一阶段发情 ７６ 只，占总数的 ８４. ４％ ；第一情期

第二阶段发情 １２ 只，占总数的 １３. ３％ 。 发情情况

见表 ２、表 ３。

表 ２　 母羊第一情期第一阶段发情羊数

Ｔａｂ． ２　 Ｅｓｔｒ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ｗ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ｒ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只　

时间
０３ － ２７ ０３ － ２８ ０３ － ２９ ０３ － ３０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０３ － ３１—
０４ － ０９

合计

羊数 ８ ５ ２０ １０ ２４ ６ ２ １ ０ ７６

表 ３　 母羊第一情期第二阶段发情羊数

Ｔａｂ． ３　 Ｅｓｔｒ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ｗ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ｒ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只　

时间
０４ － １０ ０４ － １１ ０４ － １２ ０４ － １３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０４ － １４—
０４ － ２９

合计

羊数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２ ０ ０ １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二情期发情调控措施与 ３ 月份

相同。 哺乳母羊 ９０ 只，１１ 月 ２７ 日—１２ 月 １５ 日母羊

发情 ４０ 只，占总数的 ４４. ４％ 。 见表 ４。
经过两年三胎试验，９０ 只母羊在第一情期第一

阶段产羔 ９９ 只，第二阶段产羔 ５０ 只，第二情期产羔

３１ 只。 处理后未发情的母羊在第 ２ 年繁殖季节发情

配种产下羔羊 ４８ 只，９０ 只母羊两年三胎累计产羔

２２８ 只，繁育率为 ２５３. ３％ 。

表 ４　 母羊第二情期发情羊数
Ｔａｂ． ４　 Ｅｓｔｒ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ｗ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ｓｔｒ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只　

时间
１１ － ２７ １１ － ２８ １１ － ２９ １１ － ３０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１１ － ３１—
１２ － １５

合计

羊数 ４ ５ ５ ６ ６ ６ ４ １ ３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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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　 结

近 ２０ 年来，１２４ 团技术人员在新疆农垦科学院

和石河子大学的专家指导下，进行了肉用绵羊种质

资源利用和高效繁育技术研究尝试。 通过胚胎移植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了纯种繁育的速度，最大限

度提高了肉用绵羊种质资源的利用率［７］；通过两年

三胎和绵羊早期配种产羔的研究，充分应用高效的

繁育配套技术，加快了该团种羊场品种改良的速度，
转变了传统的单一的毛用或肉用型生产为肉毛兼用

型并重的两元化生产。 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高
效繁育配套技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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