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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测定分析

袁　 进，吴清洪，徐名衬，邱添武，刘　 闻，陈傍柱，田雨光，张嘉宁，顾为望

（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要】 　 目的　 测定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特性，并进行分析。 方法　 采集广州地区藏鸡的血

液样品，应用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和血液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其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 结果 　 （１） ＲＢＣ、ＰＬＴ、
ＰＤＷ、ＲＤＷ⁃ＳＤ 和 Ｐ⁃ＬＣＲ 的测定值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２）ＨＣＴ（Ｐ ＜ ０ ０５）、ＭＣＨＣ（Ｐ ＜ ０ ０５）、
ＭＰＶ（Ｐ ＜ ０ ０５）、ＨＧＢ（Ｐ ＜ ０ ０１）、ＭＣＶ（Ｐ ＜ ０ ０１）、ＭＣＨ（Ｐ ＜ ０ ０１）的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性；（３）ＲＤＷ⁃ＣＶ 的

测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Ｐ ＜ ０ ０１）；（４）ＡＳＴ、ＴＲＩＧ、ＡＬＫＰ、ＡＬＴ、Ｃａ、ＣＨＯＬ、ＣＲＥＡ、ＧＬＵ、ＰＨＯＳ 和 ＴＢＩＬ 的测定值

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５）ＡＭＹＬ（Ｐ ＜ ０ ０５）、ＴＰ（Ｐ ＜ ０ ０１）的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性；（６）ＡＬＢ（Ｐ
＜ ０ ０１）、ＵＲＥＡ（Ｐ ＜ ０ ０５）、ＧＬＯＢ（Ｐ ＜ ０ ０１）的测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 结论　 获得了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

理和生化指标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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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ｍａｌｅｓ ｔｈ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Ｐ ＞ ０ ０５）． （５）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ＡＭＹＬ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ＴＰ （Ｐ ＜ ０ ０１） ｗ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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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鸡是长期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人
工选择较低的高原鸡种，２０００ 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

畜禽保护品种之一［１］。 ２０１５ 年南方医科大学实验

动物中心从西藏林芝地区引进一批藏鸡到广州地

区进行异地保种和生产繁殖。 为了解藏鸡在广州

亚热带地区人工饲养条件下其血液学指标的变化

情况，本实验测定了藏鸡的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
并进行分析，以期获得广州亚热带地区人工饲养的

藏鸡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基础数据，为相关的应用

研究提供数据参考，同时也了解藏鸡对广州亚热带

地区的环境适应能力。

１　 材料及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普通级成年藏鸡（２０１５ 年从西藏林芝地区引进

至广州地区）１２ 只，雌雄各半，体重 １ ５ ～ １ ８ ｋｇ，２２
周龄，由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ＳＣＸＫ
（粤）２０１６ － ００４１］，在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普通级动物实验设施中进行 ［ ＳＹＸＫ（粤） ２０１６ －
０１６７］，伦理审查号 Ｌ２０１７１６８。
１ 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

Ｃｅｌｌｐａｃｋ、 Ｓｔｒｏｍａｔｏｌｙｓｅｒ⁃ＦＢ， Ｓｔｒｏｍａｔｏｌｙｓｅｒ⁃４ＤＬ、
Ｓｔｒｏｍａｔｏｌｙｓｅｒ⁃４ＤＳ、Ｓｕｌｆｏｌｙｓｅｒ （ Ｓｙｓｍｅｘ 公司）； ＩＤＥＸＸ
ＶｅｔＴｅｓｔ  检测试剂盒 （批号： ４０３７， 美国 ＩＤＥＸＸ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公司）；爱德仕血液生化分析仪（ＶｅｔＴｅｓｔ
８００８，美国 ＩＤＥＸＸ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公司）；全自动五分类

血球仪（东亚 ＸＴ⁃２０００ｉ，美国 ＩＤＥＸＸ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公

司）。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血液样本

从鸡翅静脉采集广州地区藏鸡全血 （抗凝）
２ ｍＬ用于血液学指标的检测，采集全血（不抗凝）
２ ｍＬ用于血液生化指标的检测。
１ ３ ２　 血液生理指标的测定

按照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操作规程和检测试

剂盒的使用说明，对广州地区藏鸡 １２ 项血液生理指

标进行测定。
红细胞总数（ＲＢＣ， × １０１２ ／ Ｌ）、血红蛋白（ＨＧＢ，

ｇ ／ Ｌ）、红细胞比积 （ ＨＣＴ，％ ）、 平均红细胞体积

（ＭＣＶ，ｆ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ＭＣＨ，ｐｇ）、平均

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ｇ ／ Ｌ）、血小板总数

（ＰＬＴ， × １０９ ／ Ｌ）、平均血小板体积（ＭＰＶ，ｆＬ）、血小

板分布宽度（ＰＤＷ，ｆＬ）、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

（ＲＤＷ⁃ＣＶ，％ ）、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ＲＤＷ⁃ＳＤ，
ｆＬ）、血小板大细胞比率（Ｐ⁃ＬＣＲ，％ ）共 １２ 项。
１ ３ ３　 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

按照爱德仕血液生化分析仪操作 规 程 和

ＩＤＥＸＸ ＶｅｔＴｅｓｔ 检测试剂盒的使用说明，对广州地

区藏鸡 １５ 项血液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谷草转氨酶（ＡＳＴ，μ ／ Ｌ）、甘油三酯（ＴＧ，ｍｍｏｌ ／

Ｌ）、白蛋白（ＡＬＢ，ｇ ／ Ｌ）、碱性磷酸酶（ＡＬＰ，μ ／ Ｌ）、丙
氨酸转氨酶（ＡＬＴ，μ ／ Ｌ）、淀粉酶（ＡＭＹＬ，μ ／ Ｌ）、钙
（Ｃａ，ｍｍｏｌ ／ Ｌ）、总胆固醇 （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 ／ Ｌ）、肌酐

（ＣＲＥＡ，μｍｏｌ ／ Ｌ）、血糖（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磷（ＰＨＯＳ，
ｍｍｏｌ ／ Ｌ）、总胆红素（ＴＢＩＬ，μｍｏｌ ／ Ｌ）、总蛋白（ＴＰ，ｇ ／
Ｌ）、尿素（ＵＲＥＡ，ｍｍｏｌ ／ Ｌ）、球蛋白（ＧＬＯＢ，ｇ ／ Ｌ）共

１５ 项。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原始数据用 ＳＳＰＳ １１ ０ 软件对各项指标进行数

据统计，实验数据以平均数 ± 标准差（ｘ ± ｓ）表示，
不同性别间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 １　 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理指标雌雄之间的比较

由表 １ 可知，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理指标

ＲＢＣ、ＰＬＴ、ＰＤＷ、ＲＤＷ⁃ＳＤ 和 Ｐ⁃ＬＣＲ 测定值雌雄之

间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藏鸡血液生理指标

ＨＣＴ（Ｐ ＜ ０ ０５）、ＭＣＨＣ （Ｐ ＜ ０ ０５）、 ＭＰＶ（Ｐ ＜
０ ０５）、ＨＧＢ（Ｐ ＜ ０ ０１）、 ＭＣＶ（Ｐ ＜ ０ ０１）、ＭＣＨ（Ｐ
＜ ０ ０１）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性，而藏鸡血液生

理指标 ＲＤＷ⁃ＣＶ 测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Ｐ ＜
０ ０１）。
２ ２　 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化指标雌雄之间的比较

由表 ２ 可知，广州地区藏鸡血液生化指标 ＡＳＴ、
ＴＲＩＧ、ＡＬＫＰ、ＡＬＴ、Ｃａ、ＣＨＯＬ、ＣＲＥＡ、ＧＬＵ、ＰＨＯＳ 和

ＴＢＩＬ 测定值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Ｐ ＞ ０ ０５）。
而藏鸡血液生化指标 ＡＭＹＬ （Ｐ ＜ ０ ０５）、ＴＰ （Ｐ ＜
０ ０１）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性；藏鸡血液生化指

标 ＡＬＢ （Ｐ ＜ ０ ０１）、ＵＲＥＡ （Ｐ ＜ ０ ０５）、ＧＬＯＢ （Ｐ ＜
０ ０１）测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

０７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２８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４



表 １　 藏鸡血液生理指标雌雄之间的比较（ｘ ± ｓ，ｎ ＝ ６）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雄性 Ｍａｌｅ 雌性 Ｆｅｍａｌｅ
红细胞总数（ × １０１２ ／ Ｌ） ＲＢＣ ３ ７４７ ± ０． ５６０ ３ １４０ ± ０． ５３８

血红蛋白（ｇ ／ Ｌ）ＨＧＢ １３０ ５００ ± ２２． ８０１∗∗ ９３ １７０ ± ９． ６８３
红细胞比积（％ ） ＨＣＴ ４８ ０８３ ± ７． ２８７∗ ３６ ９３３ ± ５． １１３４

平均红细胞体积（ｆＬ）ＭＣＶ １２８ ３００ ± ４． ５９７∗∗ １１８ ２５０ ± ４． ９７４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ｐｇ） ＭＣＨ ３４ ７００ ± ２． １１９∗∗ ３０ ０１７ ± ２． ５４１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ｇ ／ Ｌ） ＭＣＨＣ ２７０ １７０ ± ８． ９３１ ∗ ２５３ １７０ ± １１． ６５２
血小板总数（ × １０９ ／ Ｌ） ＰＬＴ ４ ８３０ ± ０． ７５３ ３ ８００ ± ０． ８３７
平均血小板体积（ｆＬ）ＭＰＶ ９ ５８０ ± ０． ３９６∗ ８ ７６７ ± ０． １５３
血小板分布宽度（ｆＬ）ＰＤＷ ８ ８８０ ± ２． ４１１ １０ ６３３ ± ０． ５１３

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 （％ ） ＲＤＷ⁃ＣＶ ８ ８６７ ± ０． ５１３∗∗ １０ ７００ ± １． ２５４
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 （ｆＬ） ＲＤＷ⁃ＳＤ ４０ ５６７ ± ２． ９９８ ４４ ０５０ ± ６． ０６５

血小板大细胞比率 （％ ） Ｐ⁃ＬＣＲ ２５ ０００ ± ４． ０７４ ２０ ５５０ ± １． ４８５
注：与雌性藏鸡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表 ２　 藏鸡血液生化指标雌雄之间的比较（ｘ ± ｓ，ｎ ＝ ６）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雄性 Ｍａｌｅ 雌性 Ｆｅｍａｌｅ
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 （μ ／ Ｌ） １４６ ３３０ ± ２０． ６３７ １４７ ０００ ± ４６． ４６７
甘油三酯 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５８０ ± １． ０５７ １ ６３５ ± １． １４７

白蛋白 ＡＬＢ （ｇ ／ Ｌ） １５ ０００ ± ２． ７５７∗∗ １９ １７０ ± １． ３２９
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 （μ ／ Ｌ） １１３ ０００ ± １１８． １０７ １３８ ５００ ± １２８． １７８

丙氨酸转氨酶 ＡＬＴ （μ ／ Ｌ） ２ ３３０ ± ５． ７１５ ６ ５００ ± １１． ４１５
淀粉酶 ＡＭＹＬ （μ ／ Ｌ） ３２０ ６７０ ± １１１． ７９０∗ １７９ ５００ ± ７５． ４６３

钙 Ｃａ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７０ ± ０． １８７ ２ ３３４ ± １． ３３６
总胆固醇）ＣＨＯＬ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６９２ ± ０． ３８１ ２ ４１２ ± ０． ９３１

肌酐 ＣＲＥＡ （μｍｏｌ ／ Ｌ） ０ ６７０ ± １． ６３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血糖 ＧＬＵ （ｍｍｏｌ ／ Ｌ） １４ ４７７ ± １． ０４０ １４ １２５ ± １． ３３６
磷 ＰＨＯＳ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９５ ± ０． ４６４ １ ３９３ ± ０． ２４８

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 （μｍｏｌ ／ Ｌ） １４ ０００ ± ４． ６３７ １９ ０００ ± １１． ４６７
总蛋白 ＴＰ （ｇ ／ Ｌ） ４２ ６７０ ± ７． ５５４∗∗ １９ ０００ ± １１． ４６７

尿素 ＵＲＥＡ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４５０ ± ０． ０５５∗ ０ ７１７ ± ０． ２６４
球蛋白 ＧＬＯＢ （ｇ ／ Ｌ） ２７ ５００ ± ５． ０８９∗∗ ３７ ５００ ± ３． ５６４

注：与雌性藏鸡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３　 讨论

鸡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的品种，具有体型轻小，
呈 Ｖ 字型。 成年鸡体重在 １ ｋｇ 左右，翼羽和尾羽发

达，善于飞翔，腿脚粗壮，奔跑能力强。 藏鸡的肉质

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氨基酸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有报道藏鸡的汤具有很好的抗高原反应作用，因
此，藏鸡被称为雪域美食［２］。 ２０１５ 年南方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从西藏林芝地区将藏鸡引进到广州

地区进行异地保种和生产繁殖，目前引进的藏鸡已

在广州地区稳定繁育 ３ 代，并能较好地适应广州亚

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 血液作为机体重要的组成

部分，其组织成分和性质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

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

也能反映机体的状况。 血液中各项生理生化指标

常常也会因性别、年龄、生理状态以及营养水平和

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３ － ４］。 此外，
Ｃａｒｒｏｌｌａ 等［５］研究显示，热应激对动物的健康至关重

要。 为了解藏鸡在广州亚热带地区驯化饲养后其

血液学指标的变化情况，本实验测定了驯化饲养后

的藏鸡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并进行分析。 生理指

标测定结果显示：（１） ＲＢＣ、ＰＬＴ、ＰＤＷ、ＲＤＷ⁃ＳＤ 和

Ｐ⁃ＬＣＲ 的测定值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Ｐ ＞
０ ０５）；（２） ＨＣＴ（Ｐ ＜ ０ ０５）、ＭＣＨＣ（Ｐ ＜ ０ ０５）、
ＭＰＶ（ Ｐ ＜ ０ ０５ ）、 ＨＧＢ （ Ｐ ＜ ０ ０１ ）、 ＭＣＶ （ Ｐ ＜
０ ０１）、ＭＣＨ（Ｐ ＜ ０ ０１）的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

性；（３）ＲＤＷ⁃ＣＶ 的测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Ｐ ＜
０ ０１）。 这一结果提示：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藏鸡

雌雄性别之间的生理指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
说明藏鸡对外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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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测定结果显示：（１）ＡＳＴ、ＴＲＩＧ、ＡＬＫＰ、ＡＬＴ、Ｃａ、
ＣＨＯＬ、ＣＲＥＡ、ＧＬＵ、ＰＨＯＳ 和 ＴＢＩＬ 的测定值雌雄之

间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２）ＡＭＹＬ（Ｐ ＜ ０ ０５）、
ＴＰ（Ｐ ＜ ０ ０１）的测定值雄性显著高于雌性；ＡＬＢ（Ｐ
＜ ０ ０１）、ＵＲＥＡ（Ｐ ＜ ０ ０５）、ＧＬＯＢ（Ｐ ＜ ０ ０１）的测

定值雄性显著低于雌性。 从上述测定结果可以看

出：尽管广州地区经过驯化饲养的藏鸡部分生化指

标测定值雌雄之间存在差异，但与西藏地区藏鸡的

基本一致［６］，同时与广东本地饲养的五黑鸡相应血

液学指标进行比较发现：藏鸡的大部分血液生理和

生化指标与五黑鸡的比较接近。 由此可见，经过广

州亚热带地区驯化饲养后的藏鸡虽然不同性别间

的血液学指标存在差异，但是仍然能很好地适应广

州亚热带地区气候环境，并保持有原产地的特性；
与此同时本实验也获得了广州亚热带地区人工饲

养条件下藏鸡的血液生理和生化指标，为其以后的

研究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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