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上升
$8"%

!

$8%%KK@L

"

/

#男性比女性变化幅度稍大#约为

$8$'

!

$8:$KK@L

"

/

#男性
7$

!

7'

岁组比女性明显升高#其他

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体在
!$

岁以后阳性率明显增

高+这可能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有关#生活富裕了#营养物质

摄入过多#缺乏运动等#高血脂的人群增多#脂代谢异常并发糖

代谢异常(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器官功能退行性变#胰岛素受体

数量减少等+

?3

水平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7'

岁前男性比女性高#

男性
?3

高峰在
7$

!

!'

岁#其原因可能与男性的生活习惯$吸

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缺少运动等%有关#

!$

岁以后女性明显

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有关#

!$

岁以后女性进入更年

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出现脂代谢异常#因雌激素能增加肝脏对

乳糜颗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

*/+/

%残粒的消除#通过上调

/+/

受体实现对
/+/

的代谢(加快
-

S

@6-"

的合成#而
-

S

@6

-"

在
/+/

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增加胆汁分泌也加快了

体内胆固醇的清除+我国妇女平均绝经期为
7'8!

岁#大多在

绝经
"

年后即出现雌激素缺乏)

!

*

+

?;

水平男性明显高于女

性#总体水平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男性
!$

岁以后有所下

降#而女性则呈上升倾向#

5$

岁以后男女水平基本持平+在此

次体检人群中
?;

阳性率在年轻组中就很高#

:$

岁以后高达

%$9

以上#

5$

岁以后稍降低+

(+/63

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63

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7$

岁以后阳性率都明显增高+这

与
?3

和
?;

的代谢异常有关+

a-

是嘌呤分解代谢的产物#高尿酸血症是嘌呤分解代谢

障碍#其可能是痛风,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潜在因素#痛风

的原因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痛风与遗传有关#继发性痛风

除由肾病,血液病引起外,主要与饮食,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而且痛风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关系密切)

5

*

#

a-

从年轻组就有很高的阳性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说明本地区

男性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等%多于女性(

!$

岁后女性
a-

阳性率开始上升#

5$

岁后阳性率反超男性#这与

绝经期雌激素快速减少#脂代谢异常#

a-

代谢清除功能降低

有关+

-/?

和
-1?

在
5$

岁以前男性显著高于女性#特别是

年轻组$

#

7$

岁%阳性率高达
"%9

以上#反映了年轻人中男性

保健意识差#应酬多#饮酒过多等不规律生活方式对健康造成

的危害#应引起重视+

本次资料提示!本地区职业人员的自我保健意识欠佳#

;/a

,

?3

,

?;

,

a-

,

-/?

,

-1?

异常率均年轻化#而遗传,年

龄,膳食,烟酒嗜好,肥胖,心理压力及体育锻炼等各种因素均

与其有关+其中不良生活行为导致的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

酒精性肝损伤等是当今社会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脂

肪肝等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应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

膳食#戒烟限酒#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机体抵抗力(对有家族

史及超重者更应加强健康教育#有计划地早期监测#定期随诊#

从而避免血糖,血脂,血尿酸增高带来的危害#预防心血管等疾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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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人工流产后不孕妇女的免疫学检查结果分析

李亚宁"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抗精子抗体"抗
6-<

#&抗子宫内膜抗体"抗
6.W

#&抗卵巢抗体"抗
6-@

#&抗透明带"

-g2

#抗

体和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

-H>;-M

#与人工流产后
"

发不孕的关系$方法
!

实验组为
!:%

例人工流产后不孕

妇女!对照组为
"#$

例健康育龄妇女!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01-

#分别测定血清中的抗精子抗体"抗
6-<

#&抗子宫内

膜抗体"抗
6.W

#&抗卵巢抗体"抗
6-@

#&抗透明带抗体"抗
6-g2

#和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抗
6-H>;

#$结果
!

实

验组中抗
6-<

&抗
6.W

&抗
6-@

&

-g2

抗体和
-H>;-M

的阳性率分别为
7&859

&

7:8$9

&

"&8!9

&

"&8:9

和
"58!9

!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结论
!

以上抗体是人工流产后引起女性免疫性不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

抗精子抗体%

!

抗子宫内膜抗体%

!

抗卵巢抗体%

!

抗透明带抗体%

!

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

!

人工流产%

"

发不孕
!

!"#

!

$%&'()(

"

*

&+,,-&$)./0(122&/%$$&%3&%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6$%

!!

不孕不育是生殖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人工流产后易导致

继发不孕#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给妇女的生殖健康带来了

很大的危害)

"

*

+本研究通过检测抗精子抗体$抗
6-<

%,抗子宫

内膜抗体$抗
6.W

%,抗卵巢抗体$抗
6-@

%,抗透明带抗体$抗
6

-g2

%和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抗
6-H>;

%#从免疫学角度

分析人工流产后
$

发不孕的原因#观察其与自身免疫性抗体的

关系#为
$

发不孕患者提供科学的诊治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8$

!

研究对象
!

均取自本院妇科住院及门诊患者
!:%

例$实

验组%#年龄
%!

!

7$

岁#平均
:"

岁#均有人工流产史#对照组

"#$

例为健康妇女#有生育史#无流产史+

$8/

!

标本采集
!

研究对象均抽取静脉血
:K/

左右#待血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GMWDC3LIB

!

-

S

EIL%$""

!

*@L8#

!

,@8#



自然析出后离心分离标本#置
Q%$`

以下保存待测+

$8'

!

试剂和实验方法
!

试剂均为浙江温州伊利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方法为固相酶联免疫吸附法$

./01-

%+即用特异

性的已知的抗原包被聚苯乙烯微孔板#使其固相化#待测血清

中的抗体与固相抗原结合#再与酶标记抗人
0

=

;

反应#再加入

酶底物"色原溶液后呈色#呈色强度可反应标本中的抗体水平+

$81

!

统计学方法
!

测定结果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两组抗体检测结果见表
"

+从表
"

中看出人工流产后实

验组
!

项自身免疫性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

#

$8$"

%+

表
"

!

人工流产后不孕妇女自身免疫抗体检测结果

组别
'

自身免疫抗体阳性率)

'

$

9

%*

抗
6-<

抗
6.W

抗
6-@

抗
6-g2

抗
6-H>;

实验组
!:% %!:

$

7&85

%

%%'

$

7:8$

%

':

$

"&8!

%

'%

$

"&8:

%

##

$

"58!

%

对照组
"#$ "%

$

58&

%

'

$

!8$

%

7

$

%8%

%

5

$

:8:

%

!

$

%8#

%

'

!

讨
!!

论

'8$

!

抗
6-<

与女性免疫性不孕
!

女性产生抗
6-<

的主要机制

是正常生殖道中能降解精子抗原的酶系统缺陷#致使进入的精

子抗原得以保持完整#作为同种异体抗原刺激女性免疫系统产

生抗
6-<

从而影响生育+抗
6-<

存在于女性血清或宫颈黏液

中+正常情况下#精浆中存在的免疫抑制物可以抑制女方对其

配偶精子抗原的免疫应答而使女方形成免疫耐受#因而不会形

成免疫性不孕+但当以下情况时#则可能产生抗
6-<

!$

"

%生殖

道免疫屏障的破坏($

%

%生殖道内淋巴细胞的改变($

:

%精浆中

的免疫物质的失效+人工流产时#生殖道黏膜容易受损或继发

感染,发炎#致使生殖道黏膜表面的天然保护屏障作用减弱或

缺失#就容易使精液中的抗原吸收#引起体内抗原抗体反应#从

而产生抗
6-<

+抗
6-<

在补体的参与下#使精子不宜穿透包绕

卵细胞的卵丘,放射冠和透明带#阻碍了精子与卵细胞的融合#

最终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实验结果表明人工流产后不孕

妇女抗
6-<

阳性率为
7&859

#对照组为
58&9

#阳性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

C

#

$8$"

%+因此表明抗
6-<

的检测可作为人工流产

后不孕患者的一个辅助诊断指标+

'8/

!

抗
6.W

与免疫性不孕
!

抗抗
6.W

是一种以子宫内膜为

靶抗原并引起一系列免疫反应的自身抗体+正常情况下子宫

内膜位于子宫腔内#不会引发自身免疫病#人工流产时宫腔内

与腹腔内的压力差可导致宫腔血逆流#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形

成提供了条件+异位的子宫内膜具有抗原性#可诱导机体产生

抗抗
6.W

+抗抗
6.W

的作用有!$

"

%干扰胚胎着床($

%

%抑制排

卵($

:

%干扰精子和卵子的运送($

7

%阻碍精卵结合#影响早期胚

胎的发育+抗抗
6.W

的靶抗原主要存在于子宫内膜腺体上皮

细胞的胞液中#是一组孕激素依赖性糖蛋白#富含于分泌期子

宫内膜中+当抗原抗体结合后#可沉积于子宫内膜和异位的病

灶中#通过激活补体#破坏子宫内膜结构+电镜下可见子宫内

膜发育不良#内膜腺体和基底膜出现空泡#纤毛与非纤毛细胞

比值降低+子宫内膜呈现分泌不足#不利于孕卵着床#从而导

致不孕及反复流产+祝育德等)

%

*报道#人工流产与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形成有一定关系+本实验结果显示人工流产后不孕妇

女抗
6.W

阳性率为
7:8$9

#对照组为
!8$9

#阳性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

C

#

$8$"

%+表明抗抗
6.W

是人流后不育原因之一+

'8'

!

抗
6-@

与免疫性不孕
!

抗
6-@

#其靶抗原位于卵巢颗粒细

胞,卵母细胞,黄体细胞和间质细胞中+抗
6-@

与相应抗原结

合后#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主要是干扰卵母细胞成熟#影响卵细

胞排出或阻止精子穿入卵细胞+在补体参与下发生的细胞毒

效应#可破坏卵细胞#影响卵巢内分泌功能+抗
6-@

可见于卵

巢损伤,感染,炎症患者#从而导致不孕+本实验结果表明实验

组抗
6-@

阳性率为
"&8!9

#对照组为
%8%9

#阳性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

C

#

$8$"

%#提示抗
6-@

与人流后不孕有一定关系+

'81

!

抗
6-g2

和免疫性不孕
!

透明带是被覆于卵母细胞及着

床前受精卵外的一层嗜酸性的明胶样基质#由糖蛋白组成#在

受精过程中及早期孕卵发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

+透明带

抗原可诱发同种或异种免疫反应#产生抗
6-g2

#此抗体可以阻

止精子穿过透明带与卵子结合#从而干扰着床#除造成不孕外#

其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沉积#还可以抑制卵巢功能#导致卵巢衰

竭#表现为垂体促性腺水平升高#卵母细胞数减少#卵泡发育失

常,闭锁#黄体功能不全等#抗
6-g2

不利于正常妊娠与发育+

本实验结果显示人流后不孕妇女的抗
6-g2

阳性率为
"&8:9

#

对照组为
:8:9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C

#

$8$"

%#表明抗
6

-g2

与不孕有密切关系+

'82

!

抗
6-H>;

与免疫性不孕
!

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3;

%是由合体滋养细胞层分泌的妊娠期特有的激素#其主

要功能是维持妊娠黄体)

7

*

+此外
(3;

还可防止胎儿滋养细

胞被母体血液中的抗体及免疫活性细胞识别而被排斥#故对胎

儿有保护作用+保护胎儿免受母体淋巴细胞的排斥反应主要

是通过抑制
(3;

抗体来实现的+抗
6-H>;

是与
(3;

表面抗

原特异性结合的抗体#可以灭活
(3;

#使体内性激素水平低

下#引起流产+若这种抑制被减弱#导致抗体含量增加#则这种

保护作用将受到破坏#从而引起不孕+本实验结果显示人流后

实验组的抗
6-H>;

阳性率为
"58!9

#对照组为
%8#9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

$8$"

%#与文献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抗
6-<

,抗
6.W

,抗
6-@

,抗
6-g2

和抗
6-H>;

与人

工流产后
$

发不孕有明显关系+通过检测#可以为患者查出免

疫性不育的原因#指导临床医生合理用药#达到最终受孕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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