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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生殖内分泌临床研究领域当中，对抑制素的研

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抑制素Ｂ是由生殖细胞分泌形成的，

与生殖能力有密切关系，对女性卵泡发育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

和控制作用。抗苗勒管激素也被称之为苗勒管抑制物质

（ＭＩＳ），是转化生长因子的家族成员之一
［１］。有研究发现，抗

苗勒管激素和卵巢功能有密切关系。血清中的抗苗勒管激素

目前已经被用于妇科肿瘤、生长发育异常及相关领域，并在生

殖当中应用非常广泛。本文对抑制素Ｂ、抗苗勒管激素和女性

生殖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

１　抗苗勒管激素

１．１　抗苗勒管激素和女性生殖系统发育之间的关系　一旦女

性睾丸决定基因相对缺乏，性腺原基对卵巢可以起到分化作

用。性腺是指卵巢或者没有功能的睾丸，在局部区域缺乏较高

浓度的睾酮，使支持细胞出现退化。苗勒管因为没有抗苗勒管

激素的抑制作用，进而使其正常生长，头侧一段分化成为两种，

其中包括输卵管以及尾侧段融合，在胚胎９周出现原始子宫，

在１０～１１周成为单腔子宫，肌肉层生长发育一直到１７周结

束。抗苗勒管激素以及其他受体被相关临床研究人员认为在

女性生殖系统退化过程当中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相关临床实

践研究证实，雌性老鼠表达人类抗苗勒管激素会造成相似的先

天性子宫阴道缺失，支持抗苗勒管激素和人类苗勒管退化不完

全有关的假说，但其机制尚没有完全阐述明确［２］。

１．２　抗苗勒管激素对怀孕期间女性生殖功能的影响　抗苗勒

管激素最初是由怀孕３２周女性胎儿卵巢分泌的，出生后在新

生儿血清当中水平非常低，青春期出时水平有一定的提升。正

常怀孕期间女性血清的抗苗勒管激素范围为０．０６～６０．５ｎｇ／

ｍＬ，在３５岁以后女性血清当中的抗苗勒管激素水平明显降

低，到４０～４８岁时平均水平下降到１．１２ｎｇ／ｍＬ。虽然血清抗

苗勒管激素水平分布状况和年龄有密切关系，可是在每一个年

龄段来看，抗苗勒管激素正常参考范围较大。在怀孕期间的女

性中，抗苗勒管激素是利用旁分泌途径和周围的卵泡颗粒细胞

膜表面的抗苗勒管激素受体结合在一起，对原始卵泡早期募集

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使原始卵泡消耗和损伤明显减少。抗苗

勒管激素对卵泡生长发育起到抑制作用，同时也参与到卵泡出

现的两个关键调节控制。糖蛋白阈值比较低的卵泡会成为优

质卵泡，抗苗勒管激素抑制蛋白原敏感性的作用有可能对卵泡

选择造成影响。高水平抗苗勒管激素能够降低卵泡对糖蛋白

的敏感性，进而造成卵泡生长发育异常，进而没有排出卵子。

随着卵泡的不断生长发育，抗苗勒管激素的水平逐渐下降，起

到的抑制作用也会出现转移［３］。

抗苗勒管激素对评估怀孕期间女性生育能力指标一直存

在较大的争议。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明，高水平抗苗勒管激素

的女性生殖能力下降３７％，低水平抗苗勒管激素和中等水平

的抗苗勒管激素女性生育能力没有差异。还有相关临床人员

采取获得的妊娠时间（ＴＴＰ）来对女性生育能力进行评估。临

床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低水平的抗苗勒管激素女性生育能力较

低［４］。两个临床实验研究结果不同也许和两个研究组女性年

龄和设计方案不同有密切关系。

抗苗勒管激素在月经周期当中的变化也有一定的争议。

抗苗勒管激素通常是虫窦前卵泡以及小窦状卵泡分泌，在血液

中浓度受到始基生殖细胞募集速度以及卵泡生长发育速度的

影响。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明，抗苗勒管激素在月经周期中会

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模式，这种波动在年龄

较小的女性中更加明显，年龄较小的女性同时也存在卵巢储备

功能降低的概率。还有相关临床报道表明，年龄小的女性比较

低的血清抗苗勒管激素也许和提前绝经有密切关系，但不能表

明女性生育能力差，仍然有一个卵泡正在准备自然受孕，比较

低的抗苗勒管激素不能对卵子质量好坏进行评估。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对女性抗苗勒管激素的影响说法不一。肥胖和抗苗

勒管激素水平呈现负相关，肥胖患者的卵巢功能明显下降，当

ＢＭＩ在３０ｋｇ／ｍ
２ 以上的时候能够使滤泡功能出现障碍［５］。

也有相关临床研究认为，肥胖对女性生殖功能会造成不良影

响，可是体质量指数和抗苗勒管激素之间并没有密切关系。

１．３　抗苗勒管激素与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　ＰＣＯＳ属于

一种生殖功能障碍和糖代谢异常共同存在的内分泌异常综合

征，ＰＣＯＳ通常表现为没有排卵或者少量排卵，患者的多囊样

卵泡生长发育停止在２～８ｍｍ阶段，因为每个小窦卵泡都会

分泌出抗苗勒管激素，造成血液和卵泡液当中的抗苗勒管激素

呈现非正常升高。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明，ＰＣＯＳ人群中血清

抗苗勒管激素较正常女性有一定增加，可是升高和胰岛素抵抗

没有关系，但和雄性激素水平有关［６］。对ＰＣＯＳ患者，血清抗

苗勒管激素水平高，不能表明女性卵巢储备功能良好。ＰＣＯＳ

患者血清抗苗勒管激素水平低，促进排卵效果明显。

１．４　抗苗勒管激素和卵巢早衰（ＰＯＦ）　ＰＯＦ指妇女在４０岁

之前出现的以血清促进性腺激素增高以及雌性激素水平下降

为特点的疾病。ＰＯＦ患者血清当中的抗苗勒管激素水平显著

低于正常女性，和绝经期间水平相同，无法进行检测。ＰＯＦ患

者窦前卵泡特别是颗粒细胞有一定缺血，造成抗苗勒管激素水

平下降，然而抗苗勒管激素缺乏会对原始卵泡募集和耗损起到

促进作用，进而导致恶性循环。

卵巢患者卵巢中的窦前卵泡抗苗勒管激素呈现正常，然而

在早窦状卵泡当中呈现降低，随着原始卵泡不断损耗，使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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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卵泡数量明显减少，造成分泌进入血清当中的抗苗勒管

激素下降。这就说明ＰＯＦ患者血清当中的抗苗勒管激素水平

能够对女性卵巢存储和剩余卵泡数量进行全面评估。

１．５　抗苗勒管激素和卵巢储备功能　卵巢的卵泡数量及卵泡

质量可以，表明女性成熟性细胞形成以及甾体激素形成的能

力，前者能够显现出女性生育潜在能力，后者对女性绝经年龄

起到决定作用。抗苗勒管激素是由卵巢颗粒细胞分泌出来的

活性因子，其在始基生殖细胞当中无法表达，在初级卵泡当中

的颗粒细胞中呈现较弱表达，在直径４ｍｍ的小窦卵泡当中呈

现较强表达，然而直径在４ｍｍ以上的窦卵泡当中呈现减弱一

直到全部消失的趋势。血清的抗苗勒管激素水平和卵巢原始

卵泡数量有密切观察。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明，抗苗勒管激素

能够对卵巢储备功能进行判断。抗苗勒管激素在月经周期基

本没有任何变化，其能够在月经周期中任意获取。

根据相关临床实践证实，抗苗勒管激素是评估卵巢储备功

能最为有效以及敏感的指标［７］。当卵巢储备功能随着年龄不

断增长、疾病以及治疗等相关影响出现变化的时候，抗苗勒管

激素水平最先出现变化，之后是ＩＮＨＢ水平出现变化，最后才

是糖蛋白水平发生变化。抗苗勒管激素不但可以当做卵巢储

备功能的重要评估指标，同时对卵泡募集以及生长指标起到非

常重要的影响。

２　抑制素概述

抑制素是生殖细胞当中分泌出来的糖蛋白激素，是转化生

长因子家族的一员，包含抑制素Ａ以及抑制素Ｂ。女性身体

中抑制素Ｂ在窦前卵泡期间就已经进行分泌了，是由中窦卵

泡以及小窦卵泡中的颗粒细胞合成，颗粒细胞呈现脉冲方式分

泌的抑制素Ｂ进入到卵泡液中，发挥旁分泌以及自主分泌的

作用，而且在卵巢静脉进入到循环系统。抑制素Ｂ的分泌通

常受到垂体促卵泡激素的调节，垂体促卵泡激素对颗粒细胞分

泌抑制素Ｂ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ＩＧＦＩ）激活素能够对抑制素Ｂ的分泌起到调节作用，然

而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卵泡抑素（ＦＳ）对抑制素Ｂ的分泌起

到抑制作用［８］。在女性正常月经周期当中，血清中的抑制素Ｂ

水平在卵泡初期持续提高，在卵泡中期处于高峰状态，之后在

卵泡末期以及排卵之前有明显的降低。排卵以后因为卵泡破

裂，抑制素Ｂ释放到血液当中，再一次处在高峰状态，之后急

剧降低，一直到整个黄体期间其水平都非常低［９］。

２．１　抑制素Ｂ和卵巢储备　抑制素水平和卵巢储备功能具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已经引起相关临床人员高度重视。相关临

床报道表明，卵巢窦卵泡中的颗粒细胞分泌出来的抑制素Ｂ

能够作为对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关键指标，然而垂体分泌的垂

体促卵泡激素只是作为辅助指标［１０］。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

明，在月经第３天血清中的抑制素Ｂ浓度的改变可对卵巢储

备功能进行判断［１１］。基础抑制素Ｂ对卵巢储备降低当前还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２．２　抑制素Ｂ和女性生殖病理　（１）抑制素Ｂ和ＰＯＦ：ＰＯＦ

临床诊断标准为年龄在４０岁以下，闭经在４个月或４个月以

上，≥２次的垂体促卵泡激素大约每升４０ＩＵ，Ｅ２在７３．２

ｐｍｏｌ／Ｌ以下。有些相关临床研究人员认为，ＰＯＦ与卵巢储备

功能减低是同一种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体现。在对４６例ＰＯＦ

患者的临床实验中发现，有卵泡发育组和没有卵泡发育的血清

垂体促卵泡激素水平有明显的不同。实验结果表明，仅依靠垂

体促卵泡激素提高来对ＰＯＦ进行诊断可出现假阴性结果，使

发生漏诊的概率明显提高［１２］。由颗粒细胞分泌的抑制素Ｂ对

判断卵巢储备功能比基础垂体促卵泡激素值更为有效［１３］。所

以，血清抑制素Ｂ水平判断能够作为对初期临床诊断卵巢早

衰的一个关键指标［１４１５］。（２）抑制素Ｂ和ＰＣＯＳ：根据相关临

床报道表明，大部分ＰＣＯＳ患者初期血清抑制素Ｂ水平均在

正常水平。通过和健康妇女对照发现，ＰＣＯＳ患者血清抑制

素Ｂ水平降低，这就表明初期健康小窦卵泡数量下降，生育能

力减弱［１６］。（３）抑制素Ｂ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当子宫内膜出现

异位时会造成卵巢发生病理变化，卵巢颗粒细胞功能受到损

害，造成颗粒细胞分泌出来的抑制素Ｂ水平下降。有研究对

２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患者进行分析，发现患者的抑制

素Ｂ水平、获得卵泡水量以及Ｅ２水平显著低于输卵管原因

不孕的患者［１７］。根据相关临床报道表明，基础抑制素Ｂ水平

和成熟卵泡数量有密切关系，同时还能对体外受精联合胚胎

移植技术获得卵泡数目进行预测，与受精成功率有密切关

系［１８１９］。

总之，由颗粒细胞分泌的抑制素Ｂ能直接反映卵巢储备

功能，对女性生殖期间给予准确调节与控制。除此之外，抗苗

勒管激素不受服用避孕药释放激素激动剂以及月经周期所带

来的影响，可是随着年龄不断增加持续下降。在胚胎生长发育

过程中，抗苗勒管激素的异常能够造成生殖系统发育异常，并

且其还能够对生殖内分泌疾病进行临床诊断。综上所述，抗苗

勒管激素和抑制素Ｂ对女性生殖功能能够起到精准调控作

用，对女性的健康生活质量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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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４２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６７９·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１１卷第７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