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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兔超数排卵的初步试验

石德顺 米

(广 西 农学院牙交医 系 )

摘 要

本研究对家免超 排各种 处理方法 的超排效果进行 了比较
,

并对处理过程 中外周

血 装 P 及 17 日
一

E
:

的 变化 情况进行 了放射 免疫测 定
。

当 F S H 用于 兔的超排 时
,
持 续

处理三 天对于 保证 F S H 的超排效果是必需的
。

F S H的超 排 效 果 显 著 优于 P M S G

( P < o
。

0 5 ) , 但在注射 P M S G的同时注射 1 0一 1 2单位 F S H 则可使 P M S G 的超排 效

果 有所
一

提高
。

受试 兔重 复处理后 ,
排卵数 降低不 明显 ( P > 。

.

0 5 )
,

仅胚胎 收集 数

明显 下降 ( P < 0
.

05 )
,

这 说 明 重 复 处 理 对 受 试 兔 的超 排 反 应 的影响不 明

显 , 胚胎 收集数下 降可 能是 由于 手术后 的 粘连所致
。

胚胎收集数 与处理 瞬前及输精

瞬前的 P浓度成 负相 关 (r 二 一 0
.

3 51 6 , 一 O
。

4 3 3 4 ,

P < 0
.

0 5 )
, 与17 日一 E

Z

浓度成正

相 关 (
r = 0

.

5 0 3 6
, 0

.

5 0 5 5
,

P < 0
.

0 1 ) , 且 受试 兔经 P M S G 处理后 的 P升高幅度远较

F S H 处理 后 为 大 ( P < 0
.

01 )
。

由此说明 : P M S G超排效果较差的原因可能是其 L H

的 活性较 高
,

引起卵泡的黄体 化 及带血卵泡的形成所致
。

前 言

超数排卵 ( 以下 简称超排 ) 是胚胎移植技术 中重要的一环
。

通过超排
,

结合胚胎移植
,

就可使优 良母畜繁殖更多的后代
, 以加速品种改良

。

近年来
,
我区毛兔业发展很快

, 西德长

毛兔种供不应求
,

为 缓和这一局面
,

利用胚脸移植加速西德长毛兔的繁殖
,

先进行家兔超排

的研究很有必要
。

目前
,
兔的超排主要采用多次注射促卵泡素 ( F S H ) 或一次注射孕 马血清促性 腺 激 素

( P M S G ) 两种方法
,

在输精前再结合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H C G )或促黄体素 ( L H )
。

据以往的许多研究
, 虽然 F S H的超排效果较好

,
但不经济

,

且须多 次 注 射
, 比 较 麻 烦 ,

PM S G虽经济
,

处理方法也简单
,

但超排效果则较差 ( 工 )
。

因此
,
如何提高 P M S G的超排效

果
,

找出一 种既经济简单又有效的超排方法是当前推广应用家兔胚胎移植技术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
。

本研究将根据 P M S G与 F S H的作用特点
,
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
同时结合测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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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外周血浆孕 酮 ( P ) 及 1 7日雌二醇 ( 1 7日
,

E
Z

) 的 变化情 况
, 以便找出一 种既 简 单经

济而又有效的家兔超排方法
,

以洪推广应用
。

试验材料与方法

一
、

试验动物

超排所用的动 物为 5月怜以上的 寿窦兰及西 德杂 种长毛兔
。

采精用的公兔为西德 长毛兔

所有动勿饲养在广西农学院牧场
, 日喂混合料及青料 各两次

,
自由饮水

。

棍 合 料 的 配 方

为 : 麦扶约 %
,

玉米粉 2 。%
,

花生饼 10 %
,

米糖 2 0%
,

淡鱼粉 5 %
,

矿 物质 5%
,

另加 1%的食

盆
,

日喂量 1 00 ~ 1 5 。
_

克
。

试验兔在处理 而单笼词养 20 天
。

二
、

超排处理方法

因试验 目的而异
,

(一 ) F S H待续处理时间 比较试验
,

每次以 0] 一 论 单 位 F S H ( 宁 波

微素制品厂生声 ) 作皮下 庄射 , (二 )超排方法比较试验
, F S H组为连续皮下 注 射三 天 六

次 , 琢次 C一 12单位
,

P M S G组为一次静脉注射 50 一 60 I U P M S G ( 卫生部 长春生 物 剑 品 研

究所生 六 ) , P M S G 十 F S H组为在朴泳注射 P M S G的同时
,
皮下 注射 F S H 功一 ; 2

一

单位
。

各

组均在开始处理后的 第三或第四天上午九时
,

静脉注 射H C G ( 上 海生 物 化 学 制 药 厂 生

产 )
,

并按照王王建等 ( 1 9 8 2 ) ( 2) 介绍的方法进行人工 仪精
,

输 入新鲜精液 0
.

6一
耀 Z ( 含

活动精子数
.

4一 2
.

` 、 s0 个 )
。

三
、

胚胎收集

受试兔在 愉精后 48 一 5 。小时 , 凌每公斤沐重以拍一 50 m g的 刊量
,

静 脉注射异戊巴 比妥

铂作全身麻醉
。

然后于腹中线作 3一 s o m的切口 ,

拉出生殖道
,

记录卵巢上面的排 卵点
。

再

将一条乳胶管插苏输卵管的伞部
,
并导致表皿中

,
并用注射器从宫管过接部注 入含功%犊牛

血清的改良 D lu b e c c o 氏磷酸盐缓冲液 5毫升 ( 以下简称 P B I ) ( 5 ) 冲洗输卵管
。

冲 洗 完 毕

后 , 立即缝合切 口
,

并注射 2 0万单位青霉素以防止感染
。

四
、

脉胎检查

将表皿内的胚胎置显微锐下镜检 ( 6 4 x 了 )
,

分别记录正常胚胎数 ( 卵裂球完 整 界限清

楚 )
,
异常胚胎数 ( 发育延迟

,

卵裂球界限不清及形状不规则 ) 及未受精卵数
。

将形态正常

的胚胎用于冷冻保存试验
。

五
、

血样采集

受试兔在开始处理瞬前及输精瞬前分别从
,

耳中动脉采血2一 3 ,。 l
。

采集的血样 收 集 在 含

60 单位肝素的离心管内
,
离心 ( 3 5 0。转 / 分

, 1。分 钟 ) 分离血浆
,

并加 万分之 五的叠氮钠防

腐
,
置 4℃冰箱保存至测定

。

六
、

孕酮及1 7日一雌口瓦的放射免疫测定

P及 1 7日
一

E
:

的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
。

H的计数仪为 K B I之上5一 C
、

S
、

C
、

( w a l l a e
产 )

,

标准 抗原及抗体均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M K a m o n p at
a

an 教授所赠
,
标记抗原系上海原子能

研究所生产
。

标准曲线的工作范国为 5一 5 00 p g ,

经 直 线化后的相关系数为 0
.

99 以上
,

灵敏

度
:

P为 。
。
飞Z 1 8 n g / 用 l

, 1 7日
一

E
:

为 x o
.

3 5 p g / , n l
。
一7日

一

E :
的坑体稀释度为 1 : 7 0 0 0 0 ,

最 大

结合率为 59
.

1%
,

薄卜特异性结合率为 1
.

2%
,

i!U提率为 9 3
.

7%
。

P的 坑体稀释度为 1 : 1 0 0 0 ,

最大结合率为 4 4
.

9 1%
,

非待异性结合率为 1
。

1 % 夕 抽提率为 100 %
,

组 内变异系数为 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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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变异系数为 1 3
.

6%
。

七
、

数据处理 与统计分析

放射免疫测定的标准 曲线按照公式 1
。 B

B
。 一 百

一 A +
lD

“
盯直线化

,

并代入测定的计数算出

结果
。

超排所得的计数数据采用方差分析
, 百分数采用 t检验进行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检 验

。

试 验 结 果

本研究开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
,
结束于一九八七年五月

,
结果分述如下

。

一
、

F S H持续处理时间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受试兔为五月龄以上健康的青紫兰处女兔
。

试验分为三组
,
第一组连续注射三天六次

,

第二组两天半五次
,
第三组两天 四次

。

处理方法见前
,

结果见表 I
。

I组的排卵数及胚胎收集

均高于后两组
,

由于试验头数少
, 差异不显著 , ( P> 0

.

0 5)
。

从胚胎收集率来看
, I组高于

五组和 l 组
,

其差异分别为极显著 ( P < 0
.

01 ) 和显苦 ( P < 0
.

0 5 )
。
工组的胚胎正常率 也 高

于 11 组和 l 组
,

且差异显著 ( P < 0
.

0 5 )
。

二
、

超排方法的 比较试 验

试验分为 F S H
、

PM S G及 P M S G + F S H等三组
,
处理方法见前

。

为探讨母兔重复 处 理

的可行性
,
各组在第一次处理 1

.

5个月 后
,

再按照同样方法重复处理一次
。

结果见表二
。

第

一 , 二次处理的排卵数及胚胎收集数均以 F S H组最高
,

P M S G组最低
,

经方差分析
,

差异显

著 ( P < 0
.

0 5 )
,

但经 多重 比较 ( S法 )
,

F S H组与 P M S G + F S H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 ,

仅与 P M S G 组差异显著 ( P < 0
.

05 )
。

第一次处理各组间的胚胎收集率及胚胎正常率差异 均

不显著 ( P> 0
.

0 5 ) ;第二次处理则 差异显著 ( P < 。
.

0 5 )
。

第一次处理的排卵数及胚胎收集数均较第二次处理为高
,

但排卵数相差不 明显 ( P> 0
.

05 )
,

仅胚胎收集数差异显著 ( P < 。
.

0 5 )
,

同时第一次处理的胚胎收集率及正常率均高于第二次
,

且差异极显著 ( P < 0
.

00 1 )
。

三
、

母兔超排处理瞬前 及输精瞬前的 P及 1 7日
一
E

:

浓度

如表三所示
:

开始处理 瞬前各组的 P及 1 7日
一

E
Z

浓度均无显著差异 ( P> 0
.

05 )
。

输 精 瞬

前 P的浓度
, PM S G 十 F S H组及 P M S G组明显增加

, 且极显著高于两个 F S H组 ( P < 0
.

01 ) ,

而两个 F S H组略有升高
,
但不显著 ( P > 0

.

0 5 ) , 、 7日
一

E
:

的浓度以 P M S G 十 F S H 组最 高
,

F S H x 2 x Z组最低 , 差异不显著 ( P> 0
.

0 5 )
,

各组的 17’ p
一

E
Z

也都有不同程度 的 升 高
,
均

裹一 F S H 持续处理时间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IIIII

皿皿皿

排 卵 数 胚胎收集数 胚胎收集率% 胚胎正常率%验数
物

试动

3 2
.

6 6士 1 2
.

2 7

( 17一 54 )

2 1
.

8土 1 1
.

53

( 6一 44 )
6 4

.

9 ( 2 3 3 / 3 59 ) 9 0
.

1 ( 2 10 / 2 3 3 )

替
.

0士 5
.

呼一 _
{

“

{
` 18一 3 2 ’

1 1
.

8 3士 5
.

21

( 7一 2 2 )
4 7

.

3 3 ( 7 1 / 150 ) 8 3
.

1 ( 59 / 7 1 )

2 1
.

6士 6
.

56

( 14一 3 3 )

1 1
.

6 士 2
.

1 5

( 9一 1 5 )
弓3

.

7 ( 5 8 / 1 08 ) 7 7
.

8 ( 4 5 / 53 )



9吕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 5 卷

一
娜退譬宕欲十咪觉拱毅权蜘板侧京暄片

日琪



第 1期

表三

石 德顺 家兔超数排卵的初步试验

母兔处理前后的P 及 17日一 E
:

浓度变化

测测定定 排卵数数 胚 胎胎 处 理 瞬 前前

头头数数数 收 集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PPPPPPPPP ( n g / m l ))) 17 B 一 E ::: P ( n g / m l ))) 1 7 B 一 E :::

111111111
.

06 9士 0
.

36 777 ( p g /
, n l ))))) ( p g / m l )))

FFF S H 又 2 只 222 777 11
.

3士 5
.

777 20
.

8弓士 5
.

4 11111 30
.

3士 9
.

888 1
.

44 0士 0
.

3 7 000 3 2
.

0士 24
.

333

FFF SH 丫 2 丫 333 888 24
.

3士 11
.

555 38
.

0士 1 2
.

777 0
.

76 0士 0
.

3 6444 59
.

9士 9 6
.

555 1 , 只 1 + n
_

5 8 333 只q 7 + 1 , l qqq

PPPM S G +++ 1333 1弓
.

2士 9
.

9 111 2 5
.

5士 9
.

555 0
.

7亏7士 0
.

3 5 CCC 30
.

1士 29
.

666 3
.

29 0士 1
.

24 000 104
.

8土 2 77
.

写写

FFF S HHHHHHHHHHHHHHHHH

PPP M S GGG 777 I C
.

4士 1 0
.

111 19
.

9土 8
.

5999 1
.

2 50士 0
.

99 000 4 2
.

5士 26
.

666 2
.

9 8 1士 1
.

2 5888 57
.

3 7士 1 6
.

666

与与排卵数的相关系数数 一 0
.

26 8333 0
.

24 7 888 一 0
.

27 4 666 0
.

33 5222

一一 0
.

36 16 ... 0
.

5 03 6* *** 一 0
.

4 33 4二二

相关显著 ( P < 0
.

0 5 )

相关极显著 ( P < 0
.

01 )

不明显 ( P> 0
.

0 5 )
。

两 次侧定的 P及 1 7日
一

马分别与排卵数及胚胎收集数成负 相 关 和 正 相

关
, 不 过与排卵数的相关程度均不 显著 ( P > 0

.

05 )
。

讨 论

本研究对 F S H 注射持 续时沉的比 较试验表明
:

连续注射三天的超排效 果要优 于 注射两

天及两天 半
,

这可能是由于 F S H的作用时间过短
,

能发育成熟的卵泡数量有限及输卵 管 的

伞部 尚未作好接纳卵子的准备所致
。

卵泡的发育与成熟需要一个过程
,

外源促性 腺激素作用

的时间过短
,

不足以使一定数量的卵礼发育成熟及伞部发生排卵 前的相应变化
。

由 于 F S H

在循环 血液中的半衰期很短
,
仅 l lc 分钟⑨ , 故需多次注射寸能维持一定的 水平

。

本 研究表

明: F S H连续处理三天是必需的
。

F S H及 P M S G是目前用于家兔超排
,
促进 卵泡发育的主要促性腺激素

。

由于 其 特 性 不

同
,

处理效果也不同
。

本研究表明
:

P M S G的超排效果明显低 于 F S H ,
与范必勤书③的 试验结

果一致
。 、

这可能是由于 P M S G会引 起卵礼的黄体化及带 血 卵 抱 的形成所致⑥
。

P M S G含有

F S H与 C H双重活性⑨ , 而 C H 活性会 使卵巢上面的成熟卵沱排如并黄体化
,

分泌 较 多 的 孕

酮
,

影响其他卵池的发 育
,
从而影响超排效果

。

据激素测定的结果
,
输精瞬前 P M S G组 的 P

急剧升高
,

且与超排效果成极显著的负相关 (
r 二 一 。

.

4 3 3 4 )
,

便 证实了这一点
。

当在注射 P M SG 的同时
,

注射一 次 F S H
,

可使超排效果有所提高
,

并与 F S H 组接 近
。

PM S G在血液循环中的衰变分为两个时相
,

开始下降较快
,

半衰胡仅 3 c小时
,

而后则 变化缓

慢
,

半衰期为 37 0小时① ,

因而 , PM S G经一次往射后
,

使可 维 持 较 为 恒 定 的 水 平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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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 P M S G与 F SH 的共同作用下
, 可刺激较多的卵泡发育

,

而后在 P M S G的单独 作 用 下
,

加上 已发育卵饱产生的雌激素的自身加强作用
,

这些发育的卵泡就可成熟排卵
。

从激素测定

的情况来看
, P M S G + F S H组输精瞬前的 1 7 8 一 E

Z

增加 幅度远较 P M S G 组 为 大
,
亦 说 明

P M S G + F S H组发育的卵泡数较多
。

在牛羊中 已经证实
,

高浓度的 F S H 仅在开始发动 卵 泡

生 长时必需
,
而后则可维持较低水平⑤ ,

持续高水平的 F S H反而刺激雌 激 素的过多分泌
,

而影响卵子的排放与运行 ( 4 )
。

在牛羊的超排实践中
,

F S H逐次降低剂量 注射 法 的 超排效

果显著优于固定剂量注射法④L
。

这些都说明 P M S G结合 F S H处理是可行的
。

不 过从输精瞬

前激素测定的情况来看
: P的浓度 增加幅度很大

, 说明 P M S G的用量还太大
,

有必要对 PM S G

及 F S H的用量作进一步试验
, 以进一步提高其效果

。

本研究两次处理间的排卵数无显著差异
,

仅胚胎收集数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卵巢反应并

无明显差异
夕
胚胎收集数降低可能是由于输卵管及伞部的粘连所致

。

对于重复超 排处理的效

果报导不一
, A d a m s

及角田幸生的试验结果都表明
:

重复超排处理会显著影响卵巢 反 应
,

但范必勤的试验则表明
:
第一次与第二次超排处理 的胚胎收集数 无 显 著 差 异 ( 工 )

。

H a n
等

( 12 )对新西兰白兔间限 17 或 30 天用 P M S G连续处理三次的试验表明
:

尽管第二
、

三次处理的

排 卵数明显下降
,
但试验兔均有超排反应

,

也不象 A d a m : 试验的那样% % 的 试验兔无明显

反应
。

采用非手术法收集胚胎的牛超排试验表 明
:

重复处理 4一 7次都对超排反应无明显影响

( ” ) ( 14 )
。

由此看来
:

重复超排处理是可行的
,

只要提高手术技能
,

减少粘连 ,
是有可能提

高重复超排处理效果的
。

不过合理的间隔时间一定要控制好
,

作者发现
:

如间隔时间在 30 天

内
, 则受试兔的卵巢上面布满 白体

,

排卵数很少
。

因此
,

两次处理的间隔时间应该控制在 40

天 以上
。

本研究表明
:
排卵数及胚胎收集数与处理瞬前及输精瞬前的 P成负相 关

,

与 1 7 p
一

E
:

成

正相关
, 且胚胎收集数与之的相关程度要大于排卵数

。

这说明受试兔的 P 及 1 7日
,

E
Z

的 变 化

水平不仅可以反映出超排反应的好坏
,

而且还通过影响伞部对卵子接纳及卵子的运输而影响

胚 胎的收集
。

致 谢

本研究是在王王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 并得到黄风玲
,

将如明
,

谭世俭
,

韦英明及陆增康等

老师的协助和指导 ; 蒙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M
·

K a m o n p at
a 二 a 教授赠 送 R I A 的 标 准 抗 原 及 抗

体
,

特此一并致谢
。

参 考 文 献

( 1 ) 范 必勤
,

熊慧卿 ( 1 98 7 )
:

家兔超数排卵
。

中国养兔杂志
,

19 8 7
,

N 0 1 : 17一 1 9
。

( 2 ) 王 王建等 ( 1 98 2 )
:
兔的人工授精总结

。

广西农学院学报
,

19 5 2
,

N o Z : 1 4一 2 0
。

( 3 ) 范必勤等 ( 1 9 86 )
:
家兔超数排卵的研究

。

中国养兔杂志
, ,

N ol
:

25 一 30

( 4 ) C o g n i e ,
Y

.

( 1 9 5 6 )两种 F S H 超排母羊的方法
。

畜牧学文 摘
: 遗传繁 育

, 1 9 5 6

N o l : 6 8 ( 4 1 4 )
。



第 1 期 石德顺 家兔超数排卵的初步试验

⑤

⑥

⑦

⑧

⑨

L

L

L

L

W h i t t i n g h a m
,

D
。

G
.

( 一9 7 4 ) E m b r y o s b a n k s i n t h e f u t住 r e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e n e t i e s .

G e n e t i e s , 7 8 , 3 9 5 一 4 0 2
。

A d a m s ,

C
。

E
。

( 1 9 8 2 ) E g g t r a n s f e r i n t h e r a b b i t s
。

I n : M a m m a l i a n
E g g T r a n s -

f e r .

C R C P n e , 1 9 8 2 , 3 1
。

Y a d a v ,

M
.

C
。
; e t a l ( 1 95 6 ) P l

a s m a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o f l u t e i n i z i n g h o r m o n e

a n d p r o g e s t e r o n e d u r i n g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o n o f d
a i r y e o w s u s i n g f o l l i e l

e

s t i m u l a t i n g
。

T h e r i o g e m o l o g y
, 2 6 ( 4 )

, 5 2 3一 5 4 0
。

B i n d o n ,

B
。

M
。

; e t a l ( 1 9 5 6 ) G
e n e t i e a n d h o r m o n e f a e t o r s a f f e c t i n g s u p e r o -

v u l a t i o n 。

T h e r i o g e n o l o g y
, 2 5 ( 1 )

, 5 3
一

7 0
。

M o o r ,

R
。

M
。 ; e t a l ( 1 9 5 4 ) I n t r a o v a r i a n e o n t r o l o f f o l l i e u l o g e n e s i s : L i m i

-

t s t o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o n ? T h e r i o g e n o l o g y
, 2一( z )

, 2 0 3一 2 0 6
.

W
a r i e l d

,

S
.

J
. ; e t a l ( 2 9 8 6 ) A e o m p a r i s o n o f t w o F S H r e g i m e n t f o r s u -

p e r o v u a l t i o n e o w s a n d h e i f e r s 。

T h e r i o g e n o l o g y
,
2 5 ( x )

, 2 1 3
.

H
a n ,

K
.

Y
。
; e t a l (大9 5 5 ) S t u d i e s o n t h e o , u

l a t i o
n r e s p o n s e s o f r a b b i t s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o n r e P e a t e d l y
,
A B A

, 5 3 ( 1 0 )
, 6 6 1 2

。

S e r g e e v ,
N

`

I
。
; e t a l ( 1 9 5 6 ) T h e t e e h n o l o g y o f e m b r y o s t r a n s f e r i n e a -

t t l e
。

A B A 安5 4 ( 5 )
, 2 8 7 3

。

S e
h i l l i

n g ,

E
.

( 2 9 5 5 ) R e p e a t e d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o n i n e a t t l e : y i e l d o f o v a a n d

f e r t i l i t y
。

A B A
,

5 4 ( 6 )
, 3 7 3 3

。



10 2广
` _

叮 湃 学 院 学 报 第 5卷

A I R E L PM IA NS Y T RUY T D O NH E

S U E PR OV
一

U LA T I OR O N FAS T B B I

S h i De 一 sh u n

( De P: a zme: 二

f l: maS le c ne e a ndV e
j

e ”: ; , 梦,

G “ ; 。 g厂 : A g r c ,` l t u ; a l C o l l e g e ,

N
a n n 九 g )

A B S T R A C T

T h e e f f i e i e n e y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t r e a t m e n t a l m e t h o d s f o r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o n

o f : a b b i t s w a s e o m p a r e d a n d t h e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s o f P a n d 1 7日
一

E
: i n p e r i p h e r a l

p l a s m a d u r i n g t r e a t m e n t w e r e m e a s u r e d b y R IA i n p r e s e n t s t u d y
.

W h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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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t t h e e
r f i

e i e n e y o f P M S G e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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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j e e t i o n o f 10
一

12 u n i t F S H a t t h e t i m e P M S G w a s a d m i n s t e r e d
.

A f t e r t h e

r a b b i t s w e r e r e p e a t e d l y t r e a t e d
,

t h e a v e r a g e n u m b e r o f e m b r y o s r e e o v e r e d

p e r d a n o r d e e r e a s e d s i g n i f i e a
五t ly ( P < 0

.

0 5 ) b u t t h e a v e r a g e o v u l a t i o n r a t e

d id n o t d e e r e a s e d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 P > 0
.

0万)
.

I t i n d i e a t s t h a t r e p e a t e d t r e a t m e n t

d o e s n o t a f f e : t t h e r e s p o n , e ; o f r a b b i t s t o s u P e r o v u l a t i n g
, t h e d e e r e a s e o f

t h e n u m b e r o f e m b r y o s r e e o v e r e d m a y b e d u e t o t h e a d h e s i o n a f t e r s u r g i e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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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l e v e l s o f P ( r = 一 0
.

3 6 : c , 一 。
.

续3 34
,

P < 0
.

0 5 ) a n d p o s i t i v e l y e o r r e l a t e d

w i t h t h e l e v e l s o f 1 7 一 E ( r 二 0
.

万0 3 6 ,

0
。

5 0 5 5 ,

P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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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m a g n i t t u d e i n e r e a s e d o f P w a s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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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e a t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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