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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烯丙孕素口服液在国外已被广泛用于母猪同期发情，给药期间可抑制母猪发情，停止给

药后重新释放天然激素，母猪会重返发情，以达到同步发情。 详细阐述了烯丙孕素口服液的作用机

制、药代动力学、临床应用、残留以及毒性，以期为其研究与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烯丙孕素口服液

在治疗性成熟母猪同期发情上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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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烯丙孕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口服型活性孕激 素，为三烯酸 Ｃ２１ 甾体类拟孕酮类药物，化学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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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α－丙烯基－１７－羟基雌甾－４，９，１１－三烯－３－酮。
烯丙孕素外观呈白色结晶性粉末，同所有的类固醇

类药物，烯丙孕素具有脂溶性，容易渗入靶细胞，然
后与特定的受体结合。 烯丙孕素最初由英特威公

司开发成口服液，可用于母猪，对每头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的剂量，通过洒在每日饲料中的方式给药，
连续给药 １８ ｄ，能够抑制母猪发情，以达到同期发

情。 随着规模经营的发展，养猪业逐渐趋向于集中

生产，猪场的规模较大且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这就要求对繁殖猪群实行整批管理，使整批母猪同

期发情排卵、同期配种、同期产仔，因此，发情控制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显得更为重要。 要使整批母猪

同期发情，仅采用诱导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

抑制发情措施，目的在于使处理的母猪明显地达到

同样的生理状态，当消除抑制发情影响时，母猪将

大体在同一时间内全部恢复发情［１－３］。 目前，我国

无合法的用于抑制母猪发情以达到同期发情的药

物，相比其他促进母猪同期发情的注射药物，烯丙

孕素口服液给药方便，对母猪刺激小。 国内目前少

有报道烯丙孕素口服液在母猪同期发情中的研究

内容，从烯丙孕素的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临床应

用、残留研究等方面对该药物进行描述，为后续该

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作用机制

烯丙孕素的作用机制同天然孕激素，具有拟孕

酮和抗促性腺激素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弱的雌激

素作用、促合成和雄性激素作用，但是，无肾上腺皮

质激素和抗炎作用。 烯丙孕素能够抑制动物正常

的性周期，主要通过降低血浆中内源性促性腺激素

促黄体素（ＬＨ）和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的浓度起作

用。 较低的促性腺激素水平能够诱导在治疗开始

时的大卵泡（＞５ ｍｍ）退化，阻止卵泡增大，使得卵

泡大小低于 ３ ｍｍ，因此，导致动物在使用烯丙孕素

治疗期间表现厌情以及不排卵。 一旦停止治疗，促
黄体素的浓度便会稳步正常的升高，允许卵泡生长

及成熟，动物便可达到同步发情［４－５］。
２　 药代动力学

英特威公司研究报道［６］，猪口服烯丙孕素后，

药物能够快速地被机体吸收，给药后 １～４ ｈ 达血浆

峰浓度。 随着治疗，循环的烯丙孕素浓度呈双相波

动下降。 肝脏是烯丙孕素的主要代谢器官。 烯丙

孕素的消除半衰期约为 １４ ｈ，主要通过胆汁以粪便

和尿液的形式排泄。 欧洲药品管理局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ＥＭＡ）报道［４］，母猪以推荐剂量

口服烯丙孕素口服液后，药物易被机体吸收，在 ３～
６ ｈ 后达到峰浓度。 在延长的治疗时间里，药物在

猪的血浆中出现累积现象。 烯丙孕素在猪血浆中

呈双相下降，消除半衰期约为 １０ ｄ。 同所有的类固

醇药物相同，烯丙孕素主要的代谢途径为氧化和结

合。 烯丙孕素在靶动物猪主要的消除途径为经过

胆汁以粪便的形式排泄，另有约 ２０％通过尿液排泄。
３　 临床应用

烯丙孕素口服液在临床上可用于抑制母猪发

情，以达到同期发情，便于规模化猪场管理，多个试

验证实烯丙孕素口服液对母猪同期发情效果显著，
同时可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增加产仔率，并且安

全性高，无副作用［７～８］。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等［８］ 研究了烯丙孕素对母猪同期发

情的作用。 试验选用 １６０ 头母猪进行了 ４ 个试验，
在发情初期或接近发情时（发情前 １ ｄ、发情当天、
发情后 １ ｄ 和发情后 ２ ｄ）或间情期（第 ３ 天到第 ２１
天）对试验母猪以 １５ ｍｇ ／ ｄ 的剂量连续 １４ ｄ 或 １８ ｄ
饲喂烯丙孕素。 结果显示，连续 １４ ｄ 或 １８ ｄ 给予

烯丙孕素后母猪的平均发情间隔无明显差异，分别

为 ５．４±０．１ ｄ 和 ５．３±０．１ ｄ，但是相比间情期，在发情

期或接近发情期给药母猪的平均发情间隔较长，分
别为 ５．２±０．１ｄ 和 ５．６±０．１ ｄ。 在任何一个阶段给予

烯丙孕素或治疗时间的长短均不影响产仔率，均大

于 ７３％。 在治疗后发情时进行人工授精，平均孕期

长度为 １１６．５ ｄ，总胎仔数为 １０．３ 头，活胎数量为

９．７头和死胎数量为 ０．６ 头。 研究得出结论，在母猪

的任一发情阶段使用烯丙孕素，连续 １４ ｄ 或 １８ ｄ
饲喂烯丙孕素均能使母猪达到同期发情，并且连续

１８ ｄ 给药能够更好地提高同期发情。
Ｖａｒｌｅｙ 等［９］选取 ６０ 头长白×大白母猪，研究了

烯丙孕素对母猪的同期发情作用。 试验将入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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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随机分到治疗组 Ａ（以 １６ ｍｇ ／ ｄ 的剂量饲喂烯丙

孕素，连续给药 １８ ｄ）、治疗组 Ｂ（以 ２０ ｍｇ ／ ｄ 的剂

量，连续 １８ ｄ 饲喂烯丙孕素）、治疗组 Ｃ（不给药对

照组）。 试验 Ａ 组和 Ｂ 组母猪在最后一次给药后，
每日用公猪试情 ２０ ｍｉｎ，试验 Ｃ 组的动物在分配完

后也使用同样的方式试情。 结果显示，试验 Ａ 组和

Ｂ 组动物从停止饲喂烯丙孕素到出现发情的时间

间隔分别为 ７．０５±０．４４、８．４±０．４９ ｄ，试验组 Ｃ 动物

检测到发情的时间间隔为 ２２．４±４．５ ｄ。 Ａ、Ｂ、Ｃ 组

平均每窝活仔数量分别为 ９．１±０．６２ 头、１１．２±０．７５
头和 ９．３±０．６５ 头。 研究表明，以 ２０ ｍｇ ／ ｄ 剂量，连
续 １８ ｄ 对母猪饲喂烯丙孕素是有效的抑制母猪发

情以达到同期发情和排卵的方法。

Ｋｒａｅｌｉｎｇ 等［１０］选用代表美国三个地理位置（乔
治亚州、伊利诺斯州和马里兰州）的母猪，研究口服

活性孕激素烯丙孕素对母猪同期发情的作用以及

临床使用剂量。 研究对至少有一个发情周期的母

猪以 ５ ｍｇ ／ ｄ、１０ ｍｇ ／ ｄ、２０ ｍｇ ／ ｄ 或 ４０ ｍｇ ／ ｄ 的剂量

在 １．８ ｋｇ 或 ２．３ ｋｇ 的日饲料中添加烯丙孕素。 试

验过程中每日用公猪检测试验母猪的发情情况，在
发情期结束后 ４～１０ ｄ 或在治疗结束后 １５～２４ ｄ 未

表现出发情的母猪进行剖腹手术检查卵巢情况。
烯丙孕素四个给药剂量组的发情反应、发情间隔、
囊肿百分数和排卵数结果见表 １。 结果显示，烯丙

孕素对达到母猪同期发情和排卵并且不诱导卵泡

和 ／或黄体囊肿的最有效剂量为 ２０ ｍｇ ／ ｄ 和 ４０ ｍｇ ／ ｄ。

表 １　 烯丙孕素四个给药剂量组的发情反应、发情间隔、囊肿百分数和排卵数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ｓｔｒ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ｒｕ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ｙ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给药组（ｍｇ ／ 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ｍｇ ／ ｋｇ）
发情反应 ／ ％

Ｅｓｔｒ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发情间隔 ／ ｄ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ｒｕｓ（ｄａｙ）
囊肿百分数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ｙｓｔｉｃ（％）
排卵数 ／ 个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ｎ）

５ ６７ ４．６±０．２ ５８ １３．４±１．３

１０ ８２ ４．３±０．２ ２２ １６．４±０．９

２０ １００ ５．６±０．２ ０ １５．０±０．８

４０ １００ ６．１±０．２ ０ １４．７±０．８

　 　 Ｋａｅｏｋｅｔ 等［１１］ 研究了联合使用烯丙孕素和绒

促性素对母猪同期发情以及卵泡发育、排卵时间和

繁殖性能的作用。 试验选用 ３０ 头杂交母猪，分为

Ａ、Ｂ、Ｃ 三个治疗组，Ａ 组（对照组）给予 ５ ｍＬ 生理

盐水，洒在每日的饲料中，连续给药 １８ ｄ。 Ｂ 组和 Ｃ

组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５ ｍＬ）给予（洒在每日的饲料

中）烯丙孕素，连续给药 １８ ｄ。 在停止使用孕激素

烯丙孕素后的第 ３ 天（７２ ｈ），Ｃ 组母猪给予绒促性

素（肌注 ５００ ＩＵ）。 研究通过腹部超声检测卵泡发

育和排卵时间，记录进一步的繁殖性能。 结果显

示，Ａ 组母猪在停止使用生理盐水后无母猪发情，Ｂ

组和 Ｃ 组母猪在停止使用孕激素烯丙孕素后的第

５．６±０．５ 天和 ６．５±０．６ 天分别有 ８ 头（总头数 １０ 头）

和 ４ 头（总头数 １０ 头）表现出发情，并且分别在发

情后的第 ２５．０±４．７ ｈ 和 ２５．０±５．０ ｈ 排卵。 Ｂ 组和 Ｃ

组母猪排卵期前的卵泡大小分别为 ８．０±２．０ ｍｍ 和

１１．０±３．０ ｍｍ。 相比 Ａ 组母猪，Ｂ 组母猪的胎儿存

在较大的趋势。 总之，单独使用孕激素烯丙孕素能

够使母猪达到同期发情，对卵泡发育、排卵时间和

繁殖性能无不良作用。

Ｄａｖｉｓ 等［１２］开展了两个试验来评价烯丙孕素

作为合成孕激素在控制母猪同期发情和排卵中的

作用。 结果显示，在最后一次饲喂烯丙孕素后 ２～ ７

ｄ ３８ 头母猪中有 ３３ 头有效地达到了同期发情。 母

猪的卵巢未出现异常，排卵率较高。

Ｒｅｄｍｅｒ 等［１３］研究了合成孕激素烯丙孕素对母

猪发情和排卵的有效剂量。 试验母猪随机分成对

照组和 ５ 个治疗组，各治疗组给药剂量分别为 １０、

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２０ ｍｇ ／ ｄ，对于每头母猪，将每日给

药剂量的药物拌料至 ０．４５ ｋｇ 日饲料中，连续给药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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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ｄ。 在发情后或在治疗后 １０ ｄ 对试验母猪剖腹

检查卵巢形态。 结果显示，所有母猪在治疗期间均

出现发情抑制的现象，停止给药后能够达到同期发

情。 ５０ 头治疗母猪中有 ４８ 头从停止使用烯丙孕素

到表现出发情的平均间隔为 ４．５ ｄ。 烯丙孕素治疗

组母猪的平均排卵率和对照组母猪相似，未发现因

治疗产生的不利作用。
Ｍａｒｔｉｎａｔ－Ｂｏｔｔｅ 等［１４］ 将选入试验的 ５２５ 头杂交

母猪随机分烯丙孕素治疗组（ｎ ＝ ２４４，在饲料中每

头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 剂量，连续 １８ ｄ 饲喂烯丙孕素）和
对照组（２８１ 头，不给药对照组）。 研究显示，烯丙

孕素治疗组中有 ９６％的母猪在停药后第 ４ ～ ７ 天之

间表现发情。 人工授精后，烯丙孕素治疗组母猪的

产仔率和每窝产仔数量分别为 ８８．４％和 ９．６ 头，对
照组母猪分别为 ８０．８％和 ９．１ 头。 研究表明，孕激

素烯丙孕素既能使母猪达到同期发情，又可提高产

仔率和每窝产仔数量。
杨光等［１５］研究了烯丙孕素口服液对后备母猪

同期发情的影响。 试验选用 １２０ 头后备母猪，分为

３ 组，每组 ４０ 头，后备母猪日龄≥２１０ ｄ。 第 １ 组在

定位栏饲养，第 ２ 组在大栏饲养，第 ３ 组日龄较第

１、２ 组大 ３０ ｄ 以上，也在定位栏饲养。 每头后备母

猪以 １５ ｍｇ ／ ｄ 的剂量饲喂烯丙孕素，连续饲喂

１４ ｄ。 研究结果显示，第 １、２、３ 组后备母猪的发情

率分别为 ６０．０％、９２．５％和 ７５．０％，烯丙孕素能够起

到抑制发情，达到同期发情的作用，发情高峰期在

停喂烯丙孕素后第 ７～９ 天。
方礼禄等［１６］研究烯丙孕素对乏情母猪同期发

情的影响，将 ６０ 头乏情母猪分为两组，每组 ３０ 头，
均在定位栏饲养。 第 １ 组为乏情后备母猪，日龄在

２１０～２７０ ｄ 范围内；第 ２ 组为超过一个发情期未发

情的经产母猪。 每头母猪以 １５ ｍｇ ／ ｄ 的剂量饲喂

烯丙孕素，连续饲喂 １４ ｄ。 结果显示，第 １ 组、第 ２
组母猪的发情率分别为 ５６．７％、８３．３％，发情高峰期

分别在停喂烯丙孕素后第 ６ ～ ８ 天、第 ５ ～ ７ 天。 结

果表明，烯丙孕素能够抑制母猪发情，达到同期

发情。
方礼禄等［１７］研究了烯丙孕素对初产母猪分娩

率、产仔数和仔猪初生重的影响。 试验选用已配种

的后备母猪 ８ 头作为对照组（母猪不饲喂烯丙孕

素），另选取已配种的后备母猪 １３ 头作为试验组

（饲喂烯丙孕素 １５ ｍｇ ／ ｄ ／头，连续饲喂 １４ ｄ）。 结

果表明，对照组和试验组母猪的分娩率分别为

８７．５％和 ７６．９２％，产仔数分别为 ７．８３ 头和 ９．２０ 头，
仔猪体重分别为 １．２０、１．０６ ｋｇ。 对照组母猪产仔数

和仔猪初生重与试验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 但对

照组母猪分娩率和仔猪初生重均高于试验组，而产

仔数低于试验组。 研究表明，烯丙孕素可提高母猪

的产仔数。
Ｓｏｅｄｅ 等［１８］在研究烯丙孕素治疗母猪同期发

情的作用中发现，烯丙孕素也能够提高母猪排卵

数。 试验选用 １５ 头杂交母猪，每头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
的剂量，连续 １８ ｄ 给予烯丙孕素口服液，给药母猪

于停止给药后 ５～７ ｄ 首次表现出发情。 另有 １５ 头

对照组母猪未给予药物，作为空白对照组。 在发情

周期的 １０～１２ ｄ，烯丙孕素治疗组母猪的平均卵泡

大小为 ２．５１±０．２０ ｍｍ，对照组为 ２．５８±０．１６ ｍｍ。 在

烯丙孕素治疗的最后一天（当黄体逐渐退去时），烯
丙孕素治疗组母猪的平均卵泡大小增长至 ３．０１±
０．３１ ｍｍ。 烯丙孕素治疗组和对照组母猪的排卵数

分别为 １６．６±１．７ 和 １５．１±１．５。 研究表明，使用烯丙

孕素治疗能够提高母猪的排卵数。
４　 残留研究

ＥＭＡ 报道［４］了母猪口服非放射性标记和放射

性标记烯丙孕素口服液的残留消除研究。 非放射

性研究中，对试验母猪以推荐剂量 （每头母猪

２０ ｍｇ ／ ｄ，连续给药 １８ ｄ）口服烯丙孕素口服液，在
停药后 ６ ｈ 和 ５、１０、１５、３０、６０、１７９ ｄ 屠宰试验母

猪。 结果显示，在肝脏中可检测到最高的药物总残

留水平（第 ６ 小时、第 ５ 天、第 １５ 天和第 ３０ 天及之

后的浓度分别为 ４７６、１０５、５４、＜３０ μｇ ／ ｋｇ），肾脏中

药物浓度较低（第 ６ 小时、第 ５ 天及第 １５ 天及之后

分别为 ２１０、２３、＜１５ μｇ ／ ｋｇ），肌肉和脂肪中所有时

间点总残留水平在 ２ μｇ ／ ｋｇ 或更低，给药后第 １５ 天

和 ３０ ｄ 后肝脏和肾脏样品中检测不到烯丙孕素。
放射性研究中，对试验母猪以推荐剂量（每头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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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 ２０ ｍｇ ／ ｄ，连续给药 １８ ｄ）口服烯丙孕素，在停

药后 ４．５ ｈ 和第 ７、１５ 天屠宰试验动物，检测母猪各

组织中的药物残留浓度。 研究显示，肝脏中药物总

残留水平最高（４．５ ｈ 浓度为 １４４４ μｇ ／ ｋｇ，第 ７ 天从

１２２ μｇ ／ ｋｇ 降至第 １５ 天时的 ６２ μｇ ／ ｋｇ），在肾脏中

分布较少（４．５ ｈ 为 ３７２ μｇ ／ ｋｇ，从第 ７ 天的 ７５ μｇ ／ ｋｇ
降至第 １５ 天的 １１．７ μｇ ／ ｋｇ），肌肉中的总残留水平

在第 ４．５ 小时为 ３０ μｇ ／ ｋｇ，从第 ７ 天的 ７．１ μｇ ／ ｋｇ
降至第 １５ 天的 ３．６ μｇ ／ ｋｇ，皮肤和脂肪中的总残留

水平在第 ４．５ 小时为 ９１ μｇ ／ ｋｇ，从第 ７ 天的 ３．６ μｇ ／ ｋｇ
降至第 １５ 天的 １．６ μｇ ／ ｋｇ。 研究使用质谱法测定

第 ４．５ 小时肝脏中的代谢物。 结果显示，极性代谢

物主要有谷胱甘肽和烯丙孕素葡萄糖苷酸共轭物、
烯丙孕素同分异构体和烯丙孕素羟基化物，非离子

相对极性代谢物有烯丙孕素、烯丙孕素同分异构体

和烯丙孕素羟基化形式。 在光的影响下，烯丙孕素

同分异构体和其共轭体可以由烯丙孕素及其共轭

体转变形成。
Ｒｏｕｉｌｌａｒｄ 等［１９］进行了猪给予烯丙孕素口服液

后的组织残留消除研究。 试验选用 ２２ 头体重在

１２０～ １５０ ｋｇ 范围内的性成熟母猪，每头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 的剂量将药物洒在饲料上口服给药，连续给

药 １８ ｄ。 试验母猪各组织中平均烯丙孕素残留物

概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试验母猪各组织中平均烯丙孕素残留物浓度

Ｔａｂ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ａｎ Ａｌｔｒｅｎｏｇ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Ｇｉｌｔｓ
停药日期 ／ ｄ

Ｄａｙ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ｄａｙ）
肌肉

Ｍｕｓｃｌｅ（ｎｇ ／ ｇ）
肝脏

Ｌｉｖｅｒ（ｎｇ ／ ｇ）
肾脏

Ｋｉｄｎｅｙ（ｎｇ ／ ｇ）
肾周围脂肪

Ｐｅｒｉｒｅｎａｌ Ｆａｔ（ｎｇ ／ ｇ）
背部皮肤和脂肪

Ｄｏｒｓａｌ 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Ｆａｔ（ｎｇ ／ ｇ）

１ ４．７０ ８５．３７ ９．１６ ５９．７１ ５５．２７

７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４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Ｈａｗｋｉｎｓ 等［１９］ 研究了重复口服 ３Ｈ－烯丙孕素

后猪组织中放射性活性的浓度。 试验选用 １２ 头体

重为 １７０ ｋｇ 的青年成年母猪，大白品种，将烯丙孕

素溶解为 ２０％的水溶液，单次给药剂量约 ２０ ｍｇ，通

过胃插管给药，连续给药 １８ ｄ。 研究中使用氚标记

烯丙孕素进行同位素标记。 研究中获得的烯丙孕

素在猪各组织中的平均总残留浓度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烯丙孕素在猪各组织中的平均总残留浓度

Ｔａｂ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组织 Ｔｉｓｓｕｅ 第 １５ 天
Ｄａｙ １５（ｎｇ ／ ｇ）

第 ３０ 天
Ｄａｙ ３０（ｎｇ ／ ｇ）

第 ６０ 天
Ｄａｙ ６０（ｎｇ ／ ｇ）

第 １７９ 天
Ｄａｙ １７９（ｎｇ ／ ｇ）

肝脏 Ｌｉｖｅｒ ６０．３ ２６．１ １５．６ １０．１

肾脏 Ｋｉｄｎｅｙ １５．７ ５．７ １．９ －∗

腿肌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５．２ １．８ － －

颈部肌肉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Ｍｕｓｃｌｅ ５．０ １．９ － －

肾脏脂肪 Ｒｅｎａｌ Ｆａｔ ２．７ １．４ － －

皮下脂肪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ｔ ２．５ １．４ － －

血浆 Ｐｌａｓｍａ ６．８ ２．２ － －

　 ∗低于定量限（肾脏、肝脏、肌肉和脂肪为 １．０ ｎｇ ／ ｇ；血浆为 ０．５ ｎｇ ／ ｇ）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ｎｇ ／ ｇ ｆｏｒ ｋｉｄｎｅｙ， ｌｉｖｅｒ，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ｆａｔ； ０．５ｎｇ ／ ｇ ｆ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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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 报道［４］，烯丙孕素总体的 ＡＤＩ 为 ０． ２
μｇ ／ ｋｇ ｂｗ，残留标示物为烯丙孕素原形，因在所有

采样时间点肾脏、肌肉和脂肪中的残留物较低，因
此没有必要建立肾脏、肌肉和脂肪组织的 ＭＲＬｓ。
为了进行残留监测，有必要至少建立肌肉和脂肪其

中一种组织的 ＭＲＬ，烯丙孕素是脂溶性化合物，并
且脂肪中的残留浓度比肌肉中的高，因此，相比肌

肉来讲，建立脂肪的 ＭＲＬ 更可行。 烯丙孕素在猪

和马各组织中的 ＭＲＬｓ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烯丙孕素在猪和马的靶组织中的 ＭＲＬｓ

Ｔａｂ 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ａｌｔｒｅｎｏｇｅｓｔ ｉ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ｄａ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药理活性物质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残留标示物
Ｍａｒｋｅｒ ｒｅｓｉｄｕｅ

靶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ＲＬｓ
ＭＲＬｓ

靶组织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其他关键情况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治疗学分类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烯丙孕素
Ａｌｔｒｅｎｏｇｅｓｔ

烯丙孕素
Ａｌｔｒｅｎｏｇｅｓｔ

猪
Ｐｏｒｃｉｎｅ

４ μｇ ／ ｋｇ 皮肤和脂肪
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ｆａｔ

２ μｇ ／ ｋｇ 肝脏
Ｌｉｖｅｒ

马
Ｅｑｕｉｄａｅ

４ μｇ ／ ｋｇ 脂肪
Ｆａｔ

４ μｇ ／ ｋｇ 肝脏
Ｌｉｖｅｒ

仅用于动物，参考 ９６ ／ ２２ ／
ＥＣ．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ｚｏ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９６ ／ ２２ ／ ＥＣ．

作用 于 生 殖 系 统 的
药物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英特威原研报道［６］，每头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 的剂

量口服烯丙孕素口服液（Ｒｅｇｕｍａｔｅ，４ ｍｇ ／ ｍＬ），连
续使用 １８ ｄ，休药期可定为 ９ ｄ。

ＦＤＡ 报 道 烯 丙 孕 素 未 观 察 到 作 用 剂 量

（ＮＯＥＬ） 为 ４ μｇ ／ ｋｇ ｂｗ ／ ｄ，每日摄入量 （ ＡＤＩ） 为

０．０４ μｇ ／ ｋｇ ／ ｄ，肝脏为靶组织，烯丙孕素原形为残留

标示物。 烯丙孕素原形在猪肝脏和肌肉中的耐受

性值分别为 ４ ｎｇ ／ ｇ 和 １ ｎｇ ／ ｇ。 每头母猪以１５ ｍｇ ／ ｄ
的剂量口服烯丙孕素口服液（ＭＡＴＲＩＸ，２．２ ｍｇ ／ ｍＬ），
连续使用 １４ ｄ，休药期可定为 ２１ ｄ ［１９］。
５　 毒性及副作用

烯丙孕素毒性较低，大鼠和小鼠腹腔注射给药

后的 ＬＤ５０分别为 １７６ ｍｇ ／ ｋｇ ｂｗ 和 ２３３ ｍｇ ／ ｋｇ ｂｗ，
烯丙孕素无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无免疫毒性

和神经毒性［２０］。
６　 展　 望

烯丙孕素口服液在国外已被广泛地用于抑制

母猪发情，以达到同期发情，便于后续的同步授精

等生产管理；烯丙孕素口服液可推迟母猪断奶后发

情，给母猪提供额外的时间恢复在泌乳期变差的身

体状态，提高母猪繁殖性能，建立批生产管理，并且

使母猪成批发情，便于管理；烯丙孕素还能增加仔

猪的出生体重、仔猪数量，减少木乃伊胎的产生，提
高母猪的分娩率，及防止母猪早产、断奶后背膘过

厚等。 目前，烯丙孕素口服液是国外唯一批准的通

过抑制母猪发情以达到同期发情的孕激素，我国尚

无合法的用于抑制母猪发情以达到同期发情的孕

激素，因此，国内亟待开发此类能够通过抑制母猪

发情以达到同期发情的口服孕激素。 烯丙孕素口

服液仅需以规定剂量洒在每头母猪的日饲料中即

可完成给药，对每头母猪以 ２０ ｍｇ ／ ｄ 的剂量，连续

使用 １８ ｄ，停药后母猪可在 ４ ～ ９ ｄ 内达到同期发

情，便于猪场批生产管理，节约相应的成本，提高经

济效益，并且相比注射药物，烯丙孕素口服液给药

方便，应激小，因此，烯丙孕素口服液在治疗性成熟

母猪同期发情上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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