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起繁殖障碍的原因

 雄性动物繁殖障碍

 雌性动物繁殖障碍

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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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障碍 (breeding difficulty,BD)又称

不育 (infertility)或不孕 (barrenness),

是指雌性或雄性动物暂时性或永久性不能繁

殖。

雌性动物的繁殖障碍习惯上称不孕症。

  (国外不孕的牛约占淘汰牛的40%-50% ,美

国因治疗奶牛不孕年经济损失达2.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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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奶牛为例，理论上育龄母牛应是一年繁殖

一胎。据此推算，凡达到始配年龄的母牛或

产后牛经过60d以上仍不发情，或虽然发情

但经过三个情期配种仍不受孕，均可视为不

孕。

一般而言，对雄性动物，达到配种年龄不能

正常交配，或者精液品质不良，不能使母畜

受孕，均可认为是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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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如果母牛产后超过80d而未孕，除

医疗费用外，未孕期每多1d至少损失0.003

头犊牛和3kg奶。种公畜不育有可能造成大

批母畜不育，损失更大。

繁殖障碍严重地降低畜群的繁殖力，从而影

响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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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繁殖障碍的原因

1.先天性因素  

病因：主要与父、母的遗传缺陷或近亲交配有关，

或者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受有毒物质、辐射等

有害理化因子的影响，引起染色体异常。

结果：永久性不育。    

v雄性隐睾、睾丸发育不全、阴茎畸形等。

v雌性卵巢发育不良、雌雄间性、子宫或阴道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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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孪生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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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天性因素
2.1 营养因素  

营养水平过低，性成熟延迟或性欲减退。如精

液性状不良，精囊腺分泌机能减弱，精液中果

糖和柠檬酸含量减少，引起生精机能下降。

营养水平过高，动物过胖，性欲减退。高蛋白

质日粮导致血尿素过高，对配子产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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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品质不良，日粮中缺乏蛋白质、矿物质、

维生素等都可能造成繁殖障碍（Zn VE)。

热量摄取不足可造成幼龄动物的生殖器官发

育不全和初情期延迟;对已性成熟的动物可

造成不发情、发情周期不规则、排卵率降低、

受胎率降低、乳腺发育延迟、胚胎死亡和初

生动物死亡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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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因素

u 对于种畜，除需要合适的营养以外，还需进行

良好的管理。

u 当动物饲养在寒冷、潮湿、光线不足、通风不

良、高温舍厩内或无适当的运动时，可使动物

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下，抵抗力下降，使生殖系

统机能发生改变，造成生殖机能异常。

u 此外，不合理的利用，如过度挤乳或哺乳期过

长等都可降低繁殖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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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龄因素

老龄公畜：出现睾丸变性、性欲减退、脊椎和

四肢疾病，以致交配困难。睾丸变性引起性欲

减退、精液量和精子减少、精子活力差。

老龄母畜：发情异常、发情不明显、排卵迟缓、

屡配不孕、奶牛发生难产、胎衣不下和子宫疾

病等发病率增高。

10



2.4 环境因素

气候、光照和温度

v持续高温会引起公牛睾丸局部的循环机

能发生变化，引起供氧不足，正常精子

减少，畸形精子增加或精子活力下降，

严重时甚至没有精子。

v高温对胚胎发育亦产生显著影响，母牛

受胎率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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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疾病因素

生殖器官疾病，如配种、接生、手术助

产时消毒不严，产后护理不当，流产、

难产、胎衣不下以及子宫脱出等引起的

子宫、阴道感染或卵巢、输卵管疾病，

以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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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繁殖技术性因素

公畜:

不适宜的假阴道、采精方法、场地等引

起公牛不良反应;

过度的连续采精、强迫射精等，引起性

欲减退和精液品质不良并缩短公牛的使

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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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畜:

未注意到发情造成漏配;

或发情鉴定技术不良，配种不适时;

人工授精时精液处理不当使精子受到损害;

或输精操作不当，都可发生暂时性的繁殖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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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免疫性因素

雄性的生殖器官，如睾丸、精囊和前列

腺等以及精子、精液和生殖道分泌物等

均具有抗原性。

在一定条件下，机体可对这些抗原产生

免疫反应，如抗精子抗体(antisperm 

antibody，A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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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性动物本身，因其具有血-睾屏障的免疫

隔离作用以及精浆中存在免疫抑制活性物质等

防止发生抗精子免疫反应的机制，正常情况下，

机体并不对精子产生免疫应答反应。

若血-睾屏障遭到破坏，如输精管结扎、睾丸

组织活检、生殖道感染、睾丸或输精管的黏膜

上皮损伤等，精子抗原便可激活生殖道的淋巴

细胞和巨噬细胞，引起抗精子免疫反应，导致

免疫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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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雄性动物繁殖障碍

u完全不育，即雄性动物达到配种年龄后

缺乏性交能力、无精或精液品质不良，

精子不能使卵子受精；

u生育力低下 (subfertility)，即由于各

种疾病或缺陷引起雄性动物生育力低于

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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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方法

临床检查

v询问病史、检查记录

v检查体况

v生殖器官检查

v观察交配情况

u实验室检查

v 精液品质检查

v 内分泌功能测定

v 包皮内容物检查

v 睾丸活组织检查

v 染色体检查

        由于生殖系统机能损伤和外生殖器损伤所

引起的生精障碍、不能交配或不能正常射精等在临
床上比较容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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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雄性繁殖障碍

遗传性繁殖疾病

v隐睾

v睾丸发育不全

免疫性繁殖障碍

性功能障碍

v性欲缺乏（阳痿）

v交配困难

v精液品质不良

u生殖器官疾病

v 睾丸炎

v 睾丸变性

v 附睾炎

v 外生殖道炎症

  阴囊炎、阴囊积水、前列腺

炎、精囊腺炎、尿道球腺炎、
包皮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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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欲缺乏

表现：对母畜无兴趣，性冷淡

v原发性：睾丸发育不良或下丘脑、垂体功能不全

v继发性：营养、疾病、管理不善引起

预防与治疗

v加强饲养管理、营养适中

v调教正确、善待公畜、合适的采精频率

v发情母畜反复诱引(听、接触或调换母畜)

v注射雄激素(乙酸睾酮、丙酸睾酮或甲基睾酮)

20



2.睾丸炎

病因： 损伤和感染引起。如布氏杆菌病、沙门

氏菌病、放线菌病等。

症状：睾丸肿大、触诊睾丸有痛感，拒绝爬跨，

严重时发热，表现全身症状。

治疗

v早期冷敷、后期温敷

v严重时全身抗生素治疗

v慢性睾丸炎可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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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ydim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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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睾丸变性

睾丸生精上皮和其他睾丸实质组织出现不同程

度变性、萎缩而使精液品质下降。

病因:外伤、炎症、昆虫叮咬、农药刺激、高温；

长期营养不良、中毒、辐射损伤、饲喂富含雌

激素的牧草以及自身免疫。

诊断：睾丸活组织检查、精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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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

隐睾

睾丸发育不良

阴囊疝

尿道裂口

短阴茎

阴茎系带过短

雄性假两性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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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子异常

精子形态异常、少精、无精或死精等。

病因：

v先天性因素

v后天性因素 

诊断：精液品质检查、与配母畜不孕

治疗：

v遗传性的直接淘汰

v生殖器官损伤、炎症对症治疗

v加强营养

v激素治疗(睾酮类似物、促性腺激素) 25



三、母畜繁殖障碍

  (一)检查方法 

  1.临床检查

  （1）发病情况和病史调查  主要了解病畜的

数量、畜群结构、病畜年龄、饲养管理情况、

既往繁殖史和病史，以及种公畜情况、精液来

源和配种技术等。据此调查，可以初步了解致

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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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检查

外部检查:观察病畜的个体发育、营养状况，特别

是外生殖器官的发育及阴道分泌物有无异常等。

阴道检查:视诊和触诊。用拇指和食指张开阴门即

可观察前庭，但视诊阴道及子宫颈腔部，则必须

利用开腔器。

直肠检查: 触诊子宫的形态结构、体积、质地、

收缩反应，以及卵巢的大小、形态结构、卵泡或

黄体的发育情况和输卵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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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检查

  （1）牛子宫内膜炎快速诊断法  

方法：取分泌物，加水4-5ml，混合煮沸1min。

结果：微白色、保持一定的形状     妊娠

　      清洁、透明同质的液体     发情

　      混浊，呈白色，凝絮     子宫积脓

  （2）测定生殖激素

 RIA或EIA法定孕酮水平，可以诊断安静发情、卵

巢静止、卵巢囊肿和持久黄体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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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母畜繁殖障碍

先天性：幼稚病；两性畸形；异性孪生母犊不育

症；生殖道畸形。不能作种用，淘汰或肉用。

后天性：

v营养性繁殖障碍

v环境性繁殖障碍

v技术性繁殖障碍

v管理性繁殖障碍

v卵巢机能性繁殖障碍

v生殖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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