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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和年龄因素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武新梅!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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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分析季节和年龄因素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方法
!

收集该院
,&&:

年
:

月至
,&;5

年
,

月

的
:'<-

份精液标本!将取精时间按季节分为春季组"

(

&

5

月#%夏季组"

'

&

-

月#%秋季组"

:

&

;;

月#%冬季组

"

;,

月%

;

&

,

月#!按年龄分为
3

组"

(&

岁以下#%

[

组"

'

(&

&

<&

岁#%

P

组"

<&

岁以上#$结果
!

就季节而言!秋

季组精子形态正常率%头部形态畸形率明显低于其余
(

组"

!

$

&4&5

#!春%夏%冬季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

组间差异明显"

!

$

&4&5

#!从高到低依次为春%冬%秋%夏)尾部畸形率%细胞质

小滴比例%畸形精子指数"

6eX

#和精子畸形指数"

!RX

#不同季节组间有不同变化$就不同年龄组而言!

[

组精子

形态正常率明显高于
3

%

P

两组"

!

$

&4&5

#!

3

%

P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

组精子头部畸形率明

显低于
3

%

P

两组"

!

$

&4&5

#!

3

%

P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P

组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6eX

明显高于

3

%

[

两组"

!

$

&4&5

#!

3

%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季节和年龄因素均可能影响该地区男

性精子的形态参数!在男性生育力评估和不育的诊断中应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关键词"精子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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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有研究者首次将精子畸形与男性生育

力联系以来#人们对精子形态与精子功能之间相关性

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精子形态学分类体系的建立#

多项研究认为精子形态与顶体反应'透明带结合试

验'核染色质完整性密切相关#精子形态学分析在男

性不育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

(此外#辅

助生育技术已成为男性不育治疗的重要手段#精子形

态学分析在体外受精中也有着重要的预测价值(本

研究以温州地区
:'<-

份男性精子形态学分析报告为

例#探讨季节'年龄因素对男性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

份精液标本来自
,&&:

年
:

月

至
,&;5

年
,

月在本院进行精子形态分析的男性患

者#年龄
;:

&

5<

岁#禁欲时间
(

&

%$

(

$4/

!

方法

$4/4$

!

分组
!

年龄分组!

3

组为
(&

岁以下#

<&,,

例&

[

组为
'

(&

&

<&

岁#

<:'&

例&

P

组为
<&

岁以上#

'''

例(季节分组!按取精时间划分#

(

&

5

月为春季#

,';-

例&

'

&

-

月为夏季#

,'&-

例&

:

&

;;

月为秋季#

,<%-

例&

;,

月'

;

&

,

月为冬季#

;:<<

例(

$4/4/

!

制片及精子染色方法
!

每例患者禁欲
(

&

%$

#手淫取精#

(%U

水浴箱液化#液化好的精液滴于

洁净载玻片上#推成薄片#自然干燥后改良巴氏染色(

$4/4'

!

精子形态学分析
!

形态分析参照世界卫生组

织编写的.人类精液及精子
9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

检验手册$

<

版%/标准进行)

,

*

(

;&&

倍油镜下#每份标

本计数至少
,&&

个精子(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B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

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季节因素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

:'<-

份标

本#以取精时间为准#按季节划分为春季组$

,';-

份%'夏季组$

,'&-

份%'秋季组$

,<%-

份%和冬季组

$

;:<<

份%(秋季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其他
(

组$

!

$

&4&5

%#春季组明显高于夏'冬季两组$

!

$

&4&5

%#夏'

冬季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

组间禁

欲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秋季组形态正

常率明显低于其余
(

组$

!

$

&4&5

%#春'夏'冬季
(

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秋季组头部形态畸

形率明显低于其余
(

组$

!

$

&4&5

%#春'夏'冬季
(

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从高到低依次

为春'冬'秋'夏&尾部畸形率除夏'冬季两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4&5

%#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5

%&细胞质小滴比例除春'秋季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5

%&夏'秋季两组和春'冬季两组间畸形

精子指数$

6eX

%和精子畸形指数$

!RX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4&5

%#但夏'秋季两组低于春季组#冬季组

高于夏季组和秋季组$

!

$

&4&5

%(见表
;

(

/4/

!

年龄因素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

:'<-

份标

本按年龄分为
3

$

<&,,

份%'

[

$

<:'&

份%'

P

$

'''

份%

(

组#平均禁欲时间
[

组明显高于
3

组$

!

$

&4&5

%#

P

组明显高于
[

组$

!

$

&4&5

%&

[

组精子形态正常率明

显高于
3

'

P

两组$

!

$

&4&5

%#

3

'

P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5

%&

[

组精子头部畸形率明显低于
3

'

P

两组$

!

$

&4&5

%#

3

'

P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

P

组颈部及中段畸形率明显高于
3

'

[

两

组$

!

$

&4&5

%#

3

'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尾部畸形率和细胞质小滴比例
(

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4&5

%&

P

组
6eX

明显高于
3

'

[

两组

$

!

$

&4&5

%#

3

'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RX

在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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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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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BS<

$

项目 春季组$

'\,';-

% 夏季组$

'\,'&-

% 秋季组$

'\,<%-

% 冬季组$

'\;:<<

%

年龄$岁%

(,4%&S54&5 (,4;<S54;-

#

(;4-(S54;5

#I

(,4,&S54;5

#G

检测精子数$

_;&

'

%

,&54,&S:4,( ,&54;-S-4;5 ,&<4%5S:4&% ,&54-;S':4&(

禁欲时间$

$

%

<45&S;45( <45&S;45( <45<S;45< <4<%S;45,

形态正常率$

T

%

54(,S(4%, 54,5S(4;% <4'5S,4:'

#I

54;'S(4-;

G

头部畸形率$

T

%

-:4&5S:4:5 -:4((S;&4,' --4<-S;&4:&

#I

-:4';S:4--

G

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T

%

(-4&;S;,4;- ((4:;S;;4''

#

(<4%-S;&4,&

#I

('4<<S;(4%-

#IG

尾部畸形率$

T

%

,,4,-S:4;% ,(4%'S;,4<%

#

,<4'%S;(4(%

#I

,(4&5S;,4:<

#G

细胞质小滴比例$

T

%

&4;-&5S&4&5,( &4,':-S&4&5'%

#

&4;%5-S&4&&(:

I

&4,,5-S&4&5,5

#IG

6eX ;45%%<S&4;%%, ;455,-S&4;%-5

#

;455;5S&4;%5:

#

;45%<<S&4;::(

IG

!RX ;4<:5(S&4;:,% ;4<%,-S&4;--'

#

;4<-&<S&4;-(;

#

;4<:(,S&4,&&(

IG

!!

注!与春季组相比#

#

!

$

&4&5

&与夏季组相比#

I

!

$

&4&5

&与秋季组相比#

G

!

$

&4&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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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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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对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BS<

$

项目
3

组$

'\<&,,

%

[

组$

'\<:'&

%

P

组$

'\'''

%

检测精子数$

_;&

'

%

,&<4:&S:4(; ,&54<:S<(45( ,&<4%'S-4<'

禁欲时间$

$

%

<4<(S;45& <45(S;45<

#

<4'%S;4'5

#I

形态正常率$

T

%

<4:'S;4(- 54,<S,4<%

#

<4-5S;4(&

I

头部畸形率$

T

%

-:4(-S;&4,, --4%<S;&4<&

#

-:4:<S:45<

I

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T

%

(545'S;,4%% (54'-S;;4(- (%4<,S;;4-'

#I

尾部畸形率$

T

%

,(4,<S;,4&% ,(455S;,4;, ,(4--S;;4(:

细胞质小滴比例$

T

%

&4,&S&4;; &4,,S&4;; &4,&S&4;;

6eX ;45'&5S&4;%'- ;45'(-S&4;%-( ;45%-5S&4,(<'

#I

!RX ;4<-<:S&4;-5% ;4<-(,S&4;:;' ;4<:5-S&4,;5(

!!

注!与
3

组相比#

#

!

$

&4&5

&与
[

组相比#

I

!

$

&4&5

'

!

讨
!!

论

!!

当前的环境恶化#如气温升高'森林破坏'大气污

染及水资源缺乏等#已经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变化的总

和(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育潜能#如精液

质量(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精液质

量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引起了医学研究者们对生殖

健康的关注)

(

*

(作为预测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

精子形态学分析结果除受到染色方法'分析标准和技

术人员主观性等因素左右外#还受年龄'季节'气候'

禁欲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

*

(尽管已有年

龄'禁欲时间'季节因素对精子形态影响方面的研究#

但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形成了各个地区独特的气候条

件#再加上风俗习惯的差异等因素#可能会对精子形

态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以温州地区
:'<-

份男性

精子形态学分析报告为例#探讨季节'年龄因素对男

性精子形态参数的影响(

国内外就季节对精液密度'活动力等指标的影响

已有报道#但季节对精子形态的影响报道较少(

PZ26Y+3

等)

<

*对
;::'̂ ;::-

年的
,&'5

份标本精

子形态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随着季节的变化#精子

正常形态的比例没有出现明显差异#但尾部缺陷比例

春季明显高于其他
(

个季节#秋季尖头精子比例明显

高于其他
(

个季节#夏季未成熟精子比例明显高于其

他
(

个季节(

P*Z2

等)

5

*对
,&&&̂ ,&&,

年
(&'

份男

性不育患者标本的精子形态进行交叉研究#发现秋季

正常形态精子的比例为
%45T

#高于其他
(

个季节#但

差异不明显(

P*Z2

等)

'

*对
;:-:̂ ,&&&

年马萨诸塞

州文森特地区的
55;

份标本精子形态进行回顾性分

析#发现冬季正常形态精子比例为
:4,T

#明显高于

春'夏季#而夏'秋季头部缺陷的比例又明显高于冬

季(

e*327

等)

%

*对
;-''

例供精志愿者的
;('(5

份标本精子形态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精子形态正常

率最低的在仲夏#最高的是秋'冬季节&头部缺陷比例

最低的是秋'冬季节#春季明显增加&尾部缺陷比例最

低的是仲夏#夏季早'中'晚
(

个时期尾部缺陷比例变

化明显(

P3)+!Z2

等)

-

*对
,%

个健康男性历时
;'

个月的纵向研究认为季节因素不影响精子形态(国

内张欣宗对
,5:

份精液标本的精子形态分析结果显

示#春'冬季组精子正常形态率明显高于夏'秋季组

$

!

$

&4&5

%&春'冬季组精子头部异常率'颈部和中段

异常率'细胞质小滴比例'

6eX

及
!RX

明显低于夏'秋

季组$

!

$

&4&5

%&夏'秋两季精子异常率的增高不仅体

现在精子头部#还包括颈部和中段异常及细胞质小滴

的增多#

!RX

及
6eX

均增加#夏'秋季异常精子的比例

比春'冬季高)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秋季组形态正常

率明显低于其余
(

组#春'夏'冬季
(

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5

%&秋季组头部形态畸形率明显低于

其余
(

组#春'夏'冬季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颈部及中段畸形率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5

%#从高到低依次为春'冬'秋'夏&尾部畸形

率除夏'冬季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其

他各组间差异明显$

!

$

&4&5

%&细胞质小滴比例除春'

秋季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其他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夏'秋季两组和春'

冬季两组间
6eX

和
!R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但夏'秋季两组和春'冬季两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5

%(由于精子从产生到排出需要一段

时间#一般为
(

个月#因此夏季温度较高影响精子产

生#到秋季表现为精子形态正常率低(

造成不同研究间结果差异的因素除受研究对象'

统计方法'染色方法'分析标准和技术人员主观性等

影响外)

;&

*

#也与各个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风俗习惯分不开)

;;

*

(温州市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为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夏季风交替明显#温度适中#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
;%4(

&

;:4<U

#年

日照数在
;<<,

&

,,'<E

(另外#微生物'理化'内分

泌等因素也会对精子形态产生影响#温州私营个体企

业较多#环境污染严重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人精子形态除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外#与人的年

龄也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睾丸灌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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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理功能下降(这种下降首先反映在精子形态

上)

;,

*

#而精子形态又与精卵结合'顶体反应'精子穿卵

等功能息息相关#同时精子形态正常与否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了精子染色质浓缩程度和
R23

片段化水

平#从而对胚胎发育及辅助受孕起到一定的预测作

用)

;(

*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精液内氧自由基

明显增多#当氧自由基过多超过了机体抗氧化能力或

抗氧化能力遭到破坏时#可直接氧化
R23

碱基或通

过脂质过氧化产物$

.R3

%与
R23

共价键结合#造成

R23

链损伤或断裂#这种伤害表观可能体现在精子

功能与形态上)

;<

*

(

P*Z2

等)

'

*研究认为#随着年龄

的增长#精子形态正常率下降趋势明显#尾部缺陷显

著增加&而该研究者的另一个交叉研究中则未发现年

龄增加对精子形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认为可能是因

为研究群体比较年轻的原因)

5

*

(一篇包含
,&

篇相关

文献#研究对象年龄为
(&

&

5&

岁的
.?D#

分析认为#

年龄的增加影响男性精子形态正常的比例)

;5

*

(本研

究结果发现#

'

(&

&

<&

岁年龄组精子形态正常率最

高'头部畸形率最低#与
(&

岁以下组和
<&

岁以上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而
6eX

在
<&

岁

以上组最高(可能是精子形态参数在
'

(&

&

<&

岁年

龄段到达最佳#此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季节和年龄因素均可能影响温州地区

男性精子的形态正常率#在男性生育力评估和不育的

诊断中应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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