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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移植对雄性受体鼠精子及生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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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 1 日龄小鼠卵巢移植入成年受体雄鼠肾囊下，分别于移植后 21 d(A 组)和 28 d(B 组)，回收卵巢移植
体和卵母细胞，采集附睾尾精子，并对睾丸及精子进行形态学检测，计算畸形精子数．移植受体雄鼠的繁殖能力
将依据与雌鼠合笼交配后的窝产活仔记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卵巢移植体生长并有卵泡发育，A、B 组回收卵
母细胞数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移植组不同时期卵巢移植体对雄鼠睾丸及精子形态无明显影响，其畸形率与
对照组(正常雄鼠)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移植受体雄鼠与母鼠配种的窝产活仔数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0.05)．初步证实在卵巢异性移植构建雌、雄性腺同体的生理环境中，卵巢移植体对受体雄鼠精子及生殖能力
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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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s of ovarian transplantation on sperms and reproductive ability of male recipient mice were investigated 

by designing group A, B for ovarian transplantation and group contorl. 1-day-old mouse ovarie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kidney capsule of adult male mice and collected to observe their status of development,recovere oocytes were recovered 

from ovarian groofts on day 21 and 28 after the transplantation in groups A and B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estes and sperms from epididymies of male recipients were observed morphologically and the number of abnormal 

sperms were counted. The litter size for the female mice mated with male recipients was recorded for evaluation of 

reproductive ability of recipients. The retrieved grafts developed with many antral follicle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ollected oocytes between group A and B(P>0.05). The notabl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ecipient testes were not found and the rate of abnormal sperms in grafted groups did not differ from control 

group(P>0.05). The litter size for the female mice mated with male recipients was also comparabale to male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It could be demonstrated basically that heterosexual ovarian transplant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perms and reproductive ability of male recipient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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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移植技术与动物辅助生殖技术相结合，已
在动物繁殖和扩大濒危动物种群方面显示了特殊
的应用价值，被认为是延续和保存雌性生殖能力的

一种有效方法[1-3]．伴随着卵巢同体、异体和异种移
植 ， 卵 巢 异 性 移 植 也 获 得 新 的 突 破 ． 2004 年
Waterhouse 等[4]从移植到雄性受体小鼠的卵巢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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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采集卵母细胞，经体外受精获得小鼠后代．已有
研究[3-4]证实，移植卵巢在雄性动物受体中具有与雌
性受体相似的卵泡发育能力，且可以由出生时的幼
稚型卵巢完成生长发育过程[5]，并对外源促性腺激
素刺激卵泡发育作用产生相应反应[6]．2006 年 Yang 

等[7]通过体外培养试验证明，雄性激素可以刺激牛
卵巢组织的初级卵泡发育成次级卵泡．然而，在睾
丸、卵巢并存的卵巢异性移植受体中，精子的发生
及成熟是否受移植卵巢的影响仍有待确认．为此，
笔者对卵巢移植雄性受体精子质量及生殖能力进
行了观测，探讨卵巢移植体对受体精子发育及生殖
能力的影响，旨在为发展初生期卵巢异性异位移植
技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试验动物 

昆明小鼠购自中南大学实验动物学部．自繁 1

日龄雌鼠作为卵巢供体，10~12 周龄雄鼠作为卵巢
移植受体．供试小鼠在自然光照、22～25 ℃下饲
养，自由饮水、采食． 

1.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Leibovitz 15(L15)(Invitrogen 公司)；新生牛血清
(NBS)(北京鼎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L15*(L15＋
10% NBS＋100 IU/mL 青霉素＋100 IU/mL 链霉素)． 

体视显微镜(Motic，SMZ-168)；显微照相系统
(Motic，Moticam 350)；洁净工作台(净集团安泰公
司，VS-1300L-U)；倒置显微镜(Leica，DMIL)；生
物显微镜(Motic，BA200)；石蜡切片机(SAKURA，
SRM 200 CW)． 

1.2 方  法 

1.2.1 供体卵巢采集 

参照袁安文等[8]的方法，将 1 日龄供体雌鼠断
颈处死，体表用 75%酒精消毒，用眼科镊撕开腹腔，
在体视显微镜下摘取卵巢部分，放入 L15*液中，去
掉卵巢周围的包膜，放入 L15*液中备用，在 0.5 h

内移植到受体鼠． 

1.2.2 肾囊下卵巢移植  

肾囊下卵巢移植参照袁安文等[8]的方法，对受

体雄鼠称重，用 1%戊巴比妥钠按 10 g 体重 0.1 mL

进行全身麻醉，背部剪毛，用 75%酒精消毒；沿背
中线剪开皮肤，在腹壁剪 1 小口，暴露左肾脏，用
一锐利镊在肾囊上撕开 1 个小口，用自制玻璃吸管
吸住卵巢送入肾囊下，移植卵巢 2～3 枚，还纳肾
脏，缝合切口． 

1.2.3 卵巢移植体回收及卵母细胞的采集 

卵巢移植分为 A、B 两组，以移植当天记为 0

天，分别于移植后第 21 天(A 组)、第 28 天(B 组)

断颈处死受体小鼠，取出卵巢移植肾，分离卵巢移
植体，放入 L15*液中，在体视显微镜下用 4 号针头
刺破有腔卵泡，释放出卵母细胞，记录每个受体回
收卵母细胞数，在倒置显微镜下进行形态学观察与
照相． 

1.2.4 受体精子的采集与精子畸形率的测定 

A、B 两组受体小鼠在回收卵巢移植体后取其
睾丸、附睾，在体视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并照相．取
一侧附睾尾放入 L15*液中，轻轻挤压, 释放精子，
用 100 倍倒置显微镜观察精子活动情况，取扩散后
的精液涂片．将一侧睾丸、附睾放入 10%中性福尔
马林液中固定．以同龄的正常雄鼠为对照组(C 组)，
操作同上． 

精子畸形率的测定方法：精液涂片干燥后，用
95%的乙醇固定3 min，龙胆紫染液染色5 min，用
蒸馏水洗净，干燥后每只鼠随机镜检不同视野的精
子300～500个，计数畸形精子，计算畸形精子的百
分率．畸形精子的计数参照文献[9]的标准进行，包
括精子的头部畸形、颈部畸形、尾部中段畸形、尾
部主段畸形以及未成熟精子． 

1.2.5  睾丸组织学检查 

睾丸、附睾组织经 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
石蜡包埋后切片，切片厚度为 5 μm，HE 染色，对
切片进行观察与显微照相． 

1.2.6 雄鼠受体配种试验 

将卵巢移植后 21～35 d 的雄性受体与成年雌
鼠合笼，常规饲养，记录雌鼠窝产活仔数，以评价
其繁殖能力，以同龄的正常雄鼠与成年雌鼠合笼组
作为对照．于移植后第 35 天断颈处死受体小鼠，
观察卵巢移植体生长发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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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分析 

采用 SAS.V9.0 统计软件 One-way ANOVA 进
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卵巢移植体和卵母细胞的观察与回收结果 

A、B 两组移植体均生长、增大，呈圆形或肾
形凸起，表面可见有网状血管分布(封二图 1-A)．从
肾囊下剥离出来的移植体在体视显微镜下可见有
半透明泡状结构(封二图 1-B)，此为有腔卵泡．用针
刺破有腔卵泡可获得卵母细胞(封二图 1-C)，其形态
正常，生发泡明显．回收卵母细胞数见表 1．经 t

检验，A、B 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 

表 1  回收卵母细胞数与精子畸形率 

Table 1  Number of recovered oocytes and rates of abnormal sperms 

组别 样本数/只 回收卵母细胞数/个 精子畸形率/%

A 12 55.9±51.7 7.3±4.2 

B 12 38.1±24.9 7.9±2.7 

CK 12  5.9±3.4 
 

2.2  睾丸、附睾组织形态观察与精子畸形率测定 

卵巢移植受体睾丸、附睾形态正常(封二图
1-D)，与对照雄鼠相比无可见异常．镜下可见附睾
尾管腔内充满精子，分离精子大多数呈前进运动，
绝大多数精子形态正常(封二图 1-E)，精子畸形率见
表 1．经 F 检验，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卵
巢移植组精子畸形率有增高的趋势．组织学检查发
现，卵巢移植受体睾丸曲精小管形态正常，管腔内
有精子(封二图 1-F)，附睾头(封二图 1-G)、附睾尾(封
二图 1-H)管腔内充满精子，形态学上与对照雄鼠的
睾丸(封二图 1-I)、附睾头(封二图 1-J)和附睾尾(封
二图 1-K)没有明显的不同． 

2.3 卵巢移植对受体繁殖力的影响 

移植 35 d 后，受体肾囊下有卵巢移植体(封二
图 1-L)．卵巢移植受体、正常对照雄鼠与雌鼠合笼
产仔情况见表 2．受体配种的雌鼠平均窝产活仔数
比对照雄鼠的低，经 t 检验，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P>0.05)，说明卵巢移植受体有正常的繁殖能力．所
产仔鼠外观形态正常，无畸形． 

表 2  卵巢移植对受体繁殖力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ovarian transplantation on reproduction of the

 recipients  

组别 样本数/只 产仔窝数/窝 平均窝产活仔数/只

移植组 5 19 8.3±1.9 

对照组 6 25 9.8±2.1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显示，在雌、雄性腺同体的卵巢异
性移植受体中，新生鼠卵巢移植体的生长及卵泡发
育未对雄性受体的精子发生与成熟产生明显影
响．雄性受体的精子畸形率、睾丸形态、附睾管组
织结构以及与雌鼠配种的窝产活仔数均与对照组
无显著性差异(P>0.05)．尽管目前尚未见到与此相
关的研究报道，但本试验结果可以初步证实卵巢异
性移植不会明显地影响雄性受体自身的生殖机能． 

精子的生成和成熟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受内分
泌相关激素调节[10]．有研究表明，大剂量的雌激素
可引起成年动物睾丸发生异常和生精障碍，而体外
条件下小剂量的雌激素又能诱导精子发生和成熟，
减少细胞凋亡[11]．然而，本试验中卵巢移植体的生
长及卵泡发育未对雄性移植受体精子的生成及成
熟产生明显影响，雄性受体精子的形态、精子畸形
率及配种的产仔率均保持在与对照组相近水平，无
显著差异．内源性雌激素对精子成熟和睾丸功能的
影响取决于组织局部的雌激素水平[12]，芳香化酶抑
制剂或抗雌激素抗体的处理可以减少精子生成的
数量和影响精子的成熟[13]．由此笔者推论，在通过
卵巢异性移植构建的雌、雄性腺同体的雄性受体
中，卵巢移植体并未对调节精子生成及成熟的下丘
脑─垂体─睾丸系统产生明显干扰作用，也说明卵巢
移植体产生的生理剂量雌激素对雄性受体的生殖
机能无显著不利影响． 

此外，本试验中卵巢移植体的生长及卵泡发
育与前期的研究报道[5]相一致，也进一步证实雄性
受体可以为满足新生鼠幼稚型卵巢的生长、卵母
细胞及有腔卵泡的生长发育提供基本的生理环境
保障．在这种卵巢异性移植构建的雌、雄性腺同
体个体中，两性的生殖细胞卵子和精子均可得到
良好发育的有趣现象，说明生殖细胞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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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两性生殖模式动物中没有严格的性别生理
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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