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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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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男性不育患者精液活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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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浆丙二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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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临床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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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

生育力的男性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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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不育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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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化学发光法测定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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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精子症组'畸形精子症组及轻度'

中度'重度弱精子症组精液
()*

和精浆
+,-

的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随着精子活动力下降!精液中
()*

和

精浆中的
+,-

的水平依次升高!以上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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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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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影响男性不育的一个重

要病因和病理因素!对男性不育患者精液
()*

和精浆
+,-

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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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比氧更活跃的化学反应性的氧代谢产物及其衍生的

含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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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精液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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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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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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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

精子细胞膜中的多聚不饱和脂肪酸产生的脂质过氧化物产物

之一#是脂质过氧化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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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测定

男性不育患者精液中的
()*

和精浆中
+,-

水平#探讨
()*

和
+,-

水平在男性不育症中的作用及它们间相互关系#从多

角度为临床对男性不育的诊断提供分子水平的实验室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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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男性不育患者均来自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男性科不育门诊就诊男性不育症患者
".'

例#年龄
""

!

#4

岁#

平均$

".$'03$%

&岁#婚后性生活正常#未避孕
"

年以上不育#

无创伤及遗传性疾病家史#无性功能障碍病史#体检未发现有

明显睾丸,附睾及输精管异常#女方生育能力经检验排除异常+

健康对照组来自有子女自愿献精者#年龄
"3

!

#&

岁#平均

$

".$%03$.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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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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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例!精子密度大于或等于
"'P

!'

/

"

1

#精子存活率大于
4'Q

#

C

级精子大于
"%Q

或$

CRM

&级

精子大于
%'Q

#正常形态的精子大于
#'Q

#有生育史%$

"

&参数

正常不育组
"!

例#主要指精子密度,存活率,活力,正常形态及

白细胞等几个指标中参数全部正常%$

#

&参数异常男性组
./

例#主要指精子密度,存活率,活力,正常形态及白细胞等几个

指标中一个或几个不正常%$

3

&白细胞精子症组
%"

例#精液中

白细胞大于
!$'P!'

/

"

1

%$

%

&畸形精子组
#'

例#正常形态的精

子小于
#'Q

%$

4

&轻度弱精子症组
".

例#$

CRM

&级精子为大于

或等于
#'Q

并小于
%'Q

%$

.

&中度弱精子组
3"

例#$

CRM

&级精

子为大于或等于
!'Q

并小于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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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弱精子症组
!/

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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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精子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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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与试剂

$$'$$

!

仪器
!

O1VW9/'''

型伟力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南

昌新长征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试剂
!

鲁米诺和
"

型辣根过氧化物酶均购自美国
*B

K

9

6C

公司%

+-,

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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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液标本采集与处理

$$1$$

!

精液标本采集
!

所选受试者禁欲
"

!

.H

#于医院处置

室内手淫取精#置干燥无菌量杯内#

#.X

水浴箱内液化#并记

录液化时间+

$$1$/

!

精浆标本制备
!

精液以
#'''>

"

6B5

离心
!%6B5

#取

上层精浆于
Y3'X

保存待测+

$$2

!

指标测定

$$2$$

!

精子密度,活力等指标测定
!

采用国产
O1VW9/'''

型

伟力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测定精子密度,活力等指标+

$$2$/

!

精子形态检查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OZ)

&标准采用

改良巴氏染色法进行染色#用国产
O1VW9/'''

型伟力彩色精

子形态检测系统下人工修正方法进行精子形态分析+为提高

准确率#同一份精液标本需
"

位专业检测人员进行形态分析+

$$2$'

!

精子存活率测定
!

采用伊红
W

染色#被染色的精子为

死精子#透明未被染色的精子为活精子#用
O1VW9/'''

型伟力

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计数
"''

个精子#计算精子存活率+

$$2$1

!

精液
()*

测定
!

参考赵洪鑫等)

3

*介绍测定方法+用

化学发光法检测精液
()*

水平#将
3''

#

1

完全液化后的精液

加入一次性照度计容器内#取
3

#

1

鲁米诺储存液#同时加入
&

#

1

辣根过氧化物酶$

!"$32

的
"

型辣根过氧化物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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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使用
[;>?@78H

照度计检测化学发光信号约
%6B5

#直至

其达到稳定+为了平衡精子密度对各组
()*

水平带来的混杂

作用#按照下式计算调整各组
()*

水平!平衡精子密度后的

()*\

相对化学发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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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密度$精

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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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61

#计算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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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
(12

"

G

每
"'P

!'

4 精子+

$$2$2

!

精浆
+-,

测定
!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

试剂盒测定+按操作说明书操作#用分光光度计读取吸光度值+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包#检测数据以
N0>

表示#均值比较采用
E

检验#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实验结果

/$$

!

参数正常及异常不育组与健康对照组精液
()*

,精浆

+,-

结果比较
!

不育组精液
()*

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参数异常不育组精液
()*

高于参数正常不育组$

!

#

'$'!

&+参数正常不育组精浆
+,-

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参数异常不育组精浆

+,-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参数异常不育组精浆

+,-

高于参数正常不育组$

!

#

'$'!

&#见表
!

+

表
!

!

参数正常及异常不育组与健康对照组精液
()*

%

!!!!

精浆
+,-

结果比较&

N0>

'

患者组别
&

精液
()*

$

(12

"

G

& 精浆
+-,

$

5678

"

61

&

健康对照组
%' !.$!40"$&3 %$3'0!$!"

参数正常不育组
"!

#/$"&0#$%.

C

/$'.0!$/'

M

参数异常不育组
./

./$..03$#"

CA

".$&!0#$/#

CA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

'$'!

#

M

!

$

'$'%

%与参数正常男性不

育组比较#

A

!

#

'$'!

+

/$/

!

畸形精子症组,白细胞精子症组与健康对照组精液

()*

,精浆
+,-

结果比较
!

两组精液
()*

和精浆
+,-

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白细胞精子症组精液
()*

和精

浆
+,-

均明显高于畸形精子症组$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精子症不育组与健康对照组精液
()*

%

!!

精浆
+,-

结果比较&

N0>

'

组别
&

精液
()*

$

(12

"

G

& 精浆
+,-

$

5678

"

61

&

健康对照组
%' !.$!40"$&3 %$3'0!$!"

畸形精子症组
#' 3#3$.!0.$#3

C

""$!%0!$/3

C

白细胞精子症组
%" &!#$%"0!'$43

CM

%%$.40#$/4

CM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

'$'!

%与畸形精子症组比较#

M

!

#

'$'!

+

/$'

!

不同精子活力不育组与健康对照组精液
()*

,精浆

+,-

结果比较
!

不同精子活力不育组精液
()*

和精浆
+,-

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轻度弱精子症组,中度弱

精子症组和重度弱精子症组随着精子活力降低#

()*

和
+,-

都升高#组间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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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精子活力不育组及健康对照组精液
()*

%精浆

!!!

+,-

结果比较&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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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精液
()*

$

(12

"

G

& 精浆
+,-

$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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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健康对照组
%' !.$!40"$&3 %$3'0!$!"

轻度弱精子症组
". #%$"!0#$/#

C

!%$"%0"$&.

C

中度弱精子症组
3" 4.$..0%$4!

CM

"%$.40#$/4

CM

重度弱精子症组
!/ /&$3#04$4#

CMA

34$.%03$&#

CMH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

'$'!

%与轻度弱精子症组比较#

M

!

#

'$'!

%与中度弱精子症组比较#

A

!

#

'$'!

+

'

!

讨
!!

论

有研究报道
"%Q

!

3'Q

的不育男性精液中可检测到高水

平的
()*

#高水平的
()*

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本研

究结果显示#男性不育组精液
()*

活性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提示精液
()*

活性测定对男性不育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

值%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参数异常男性不育组精液
()*

活性明

显高于参数正常男性不育组#说明
()*

除影响常规精液参数

外#还可通过其他机制导致男性不育#

()*

有可能作为一个独

立的指标指导男性不育的诊断+

+-,

是
()*

与细胞多不饱

和脂肪酸发生过氧化反应的主要产物#是脂质过氧化损伤严重

程度的指标#对细胞具有毒性作用#使精子活力丧失)

%

*

+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参数异常男性不育组精浆
+,-

明显高于健康

对照组#与精液
()*

活性测定结果平行#结果提示精浆
+,-

可间接反映精液
()*

活性和生殖系统受损程度%参数正常男

性不育组精浆
+,-

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精液
()*

活性测定比精浆
+,-

测定更有价值#更加准

确反映精子氧化应激状态+

精液中
()*

的来源主要包括形态异常精子,生精细胞和

白细胞#其中白细胞和形态异常精子是人精液中
()*

的主要

来源#精液中的白细胞含量增加是导致
()*

增高的重要原因

之一+本研究中白细胞精子症组精液中
()*

和精浆中
+,-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可能一方面是由于白细胞本身大量

产生
()*

#另一方面则与白细胞抑制
()*

清除酶$如谷胱甘

肽&等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畸形精子组精液
()*

和精浆
+,-

显

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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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检测系统得到可靠测量结果的范围)

.

*

+它是反映仪器

及分析方法分析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保证临床检测结果准

确,可靠的前提#更是建立临床可报告范围的基础+通过线性

验证实验#实验室可证实检测系统的线性性能,决定其测量范

围,核实校正的正确性,发现试剂的变质和检验结果的精确度

等)

#

*

+

S,]

对临床开展的一些检测项目提供线性验正品#并对

线性结果利用多项式回归方法判定线性#但我国还没有临床化

学发光免疫检验的线性验证品+选择低浓度和高浓度患者标

本按适当比例关系配制形成系列浓度血清#在检测系统上进行

测定#将实测值与预期值作比较#确定
:ZŜ

的
,+(

#方法简

便实用)

49&

*

+实验表明#

:ZŜ

的
,+(

为
!$.

!

//%$'6_2

"

61

#与厂商声明的线性范围
"

!

!'''6_2

"

61

基本一致+

S((

即定量检测项目向临床所能报告的结果范围#患者

标本可经稀释,浓缩或其他处理#有别于
,+(

+

S,]

要求定

量检测项目须进行
,+(

验证实验#即线性验证实验#并确定

每个项目的
S((

+此后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线性验证实验#

而
S((

一经确定,不需更改)

#

*

+本研究进行
S((

验证实验时

先进行最大允许稀释度实验#因其是进行功能灵敏度,

S((

实

验的前提+在
,+(

内选择
#

份不同浓度高值标本#按实验方

法稀释后计算稀释回收率#结果
#

份标本的最大稀释度为
!a

"''

#与检测系统的最大自动稀释倍数一致+结合功能灵敏度

"$46_2

"

61

#

,+(

上限
//%$'6_2

"

61

#故本检测系统测定

:ZŜ

的
S((

为
"$4

!

!//'''6_2

"

61

+但值得注意的是

各浓度水平在不同稀释条件下所得的稀释回收率#随着稀释倍

数的逐渐增加#稀释回收率也有逐渐增加趋势甚至可达到约

"'Q

的正偏差+在临床应用中#

:ZŜ

的高值更具诊断,监测

和治疗意义#对于妊娠
#

!

3

周妇女
:ZŜ

的浓度很可能大于

!'''6_2

"

61

#必须经过稀释才能得到准确结果#但当原始浓

度大于
!'''6_2

"

61

时#即使进行
!a%

倍稀释#所得结果也

将产生约
!'Q

的偏差#若进行
!a"''

的稀释#结果将产生约

"'Q

的偏差#在临床应用时必须引起注意+由此可见#对于高

值检测有重要意义的检测项目都应验证或建立其临床可报告

范围#才能更好地保证检验质量#为临床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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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精子可产生过量的
()*

#

()*

对成熟精子的氧化损伤可能

是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表
"

结果显示#白细胞精子症组精液

()*

和精浆
+,-

水平明显高于畸形精子组#也证实了精液中

白细胞计数增高是导致
()*

升高的主要原因+

在男性生殖道中#适量低浓度的
()*

对精子有着重要的

生理作用)

.

*

#如精子的高活跃性运动,获能及完成顶体反应等%

但是过多
()*

可引起氧化应激#导致精子运动能力下降甚至

丧失#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点+轻度弱精子症组,中度弱精

子症组及重度弱精子症组精液中
()*

和精浆中的
+,-

的水

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随着精子活动力下降#精液中
()*

和

精浆中的
+,-

的水平也依次升高+

()*

导致精子运动力下

降的机制主要有!$

!

&过多的
()*

引起精子细胞膜脂质的过氧

化及链式反应#产生过多
+,-

#造成精子膜硬度增加#膜流动

性减弱#使精子膜的超微结构损伤#精子运动能力下降甚至丧

失)

&

*

%$

"

&精子线粒体是提供精子运动的源泉#过多的
()*

也

会导致精子线粒体的超微结构损伤#影响到精子运动能力%$

#

&

()*

也会引起三磷酸腺苷耗竭#从而导致精子活动力丧失+

综上所述#

()*

是影响男性不育的一个重要病因和病理

因素#对男性不育患者精液
()*

和精浆
+,-

进行检测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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