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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对男性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
时艺珊1�王晓蕾1�张玉敏2�马明月2�孔庆芝2

　　摘　要：目的　研究长期饮酒对男性生殖系统功能的损伤。方法　选择45名长期饮酒者和9名慢性酒精中毒者
为实验组�20名不饮酒者为对照组�检测精液质量�血清中睾酮（T）、雌二醇（E2）、黄体生成素（LH）和促卵泡素（FSH）的
水平及血清、精浆和精子中乳酸脱氢酶（LDH）、乳酸脱氢酶同工酶－x（LDH－x）、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葡
萄糖苷醛酸酶（β－G）活力。结果　饮酒达10年以上�饮酒量为每日100～150g38℃白酒�每月饮20次以上�其精子
数、活动精子率、精子中的 LDH－x 活性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5）�饮酒量为每日150～250g38℃白酒�每
月饮20次以上�血清中 T 下降�E2、FSH、LH均升高（均 P＜0∙05或 P＜0∙01）�精浆和精子中的 LDH、LDH－x、G－6PD
和β－G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5）�尤以 LDH－x 敏感。结论　长期酗酒对男性生精功能、睾丸标志酶及生
殖内分泌激素水平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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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lcohol on function of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SHI Y-i shan�WANG Xiao-lei�ZHANG Yu-min�et al．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enyang Medical College（Shenyang11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functions damage of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induced by drinking excessively．Methods　
One control group was45people who drink excessively�the other control group was9people poisoned by alcohol�and case group was
20people without drinking．To detect the quality of semen�T�E2�LH and FSH in serum�LDH�LDH－x�G－6PD andβ－G in
serum�sermen and spermatozoa．Results　Dinking100－150g of white spirit of38degree one day and above20times a month for
over10years�the quantity of spermatozoa�the rate of activing spermatozoa�and the activity of LDH－x in sperimatozoa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0．05）．Drinking150－250g T in serum decreased�E2�LH�FSH increased （ P＜0．05or P＜0．
01）�The activity of LDH�LDH－x�G－6PD�β－G in serum of seme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obviously�especially
LDH－x．Conclusion　Drinking excessively influenced male spermatogenesis�teslis marker enzyme and gonadal hormone significally．

Key words：alcohol；spermatogenesis；teslis marker enzyme；gonadal hormone

　　长期大量饮酒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反应相当广泛�可
引发多种疾病〔1〕。乙醇对生殖系统及其子代的影响近些年引
起人们极大的关注〔2�3〕。动物试验证明�大、小鼠长期饮用较
大剂量乙醇可致精子数减少�精子活动度下降�初级精母细胞
染色体畸变率增高�血清中 T 下降�E2升高〔4�5〕。为此�我们
进行了长期饮酒对男性生殖系统的损害作用及可能机制的研

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健康体检的干部及工人志愿者中随机选
取20名健康男性作为对照组�年龄30～50岁�均未接触过任
何毒物和有害作业环境�无吸烟史�均不饮酒或偶有饮酒史
（节假制日1个月1～2次�每次仅饮约50g38°白酒或150g以
下啤酒）�选择各种条件对照组相近的45名有长期饮酒史健
康男性作为实验组�年龄30～53岁�根据日饮酒量、饮酒年限
又分为 A、B、C3个等级的实验组�同时选择市级医院确诊的
慢性酒精中毒男性9名作为中毒组�年龄35～55岁�其中7
人有轻�中度脂肪肝�其他肝功能基本正常。
1∙2　血清中 T、E2、LH、FSH 水平的测定　血清中 T、E2、LH、
FSH的测定均采用 RIA 法�试剂盒由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提供�测定血样均于禁食当日8～10时采自上肢静
脉血�用于上述各指标及酶学指标的测定�上述指标同批血样
一次完成测定。
1∙3　精液的检测　禁欲3d 或以上�手淫法将精液射入经处

理的大试管中�取出一定量进行常规检查�其项目包括：精液
总量、精子计数、活动精子率、a 级（直线快速运动）活动精子
率、精子形态及畸形精子率。测定上述指标的异常率�异常率
的判定标准根据WHO标准〔6〕判定。
1∙4　血清、精浆和精子中 LDH、LDH－x、β－G和 G－6PD酶活
力的测定　LDH和 LDH－x 酶活力测定根据文献方法〔7〕�血
清 G－6PD、β－G按文献方法〔8〕测定�精浆和精子中 G－6PD、β
－G测定按文献方法〔9〕测定。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软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进行 F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卡方检验�LDH、LDH－x 数
据呈偏态分布�故采用中位数和95％ CI 表示�应用非参数秩
和检验。
2　结果
2∙1　血清中 T、E2、LH、FSH测定结果（表1）　从表1可见�各
指标各组间经 F 检验均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
表1　血清中 T�E2�LH和 FSH水平测定结果（-x± s）

组　别 例数 T（nmol／L） E2（pmol／L） LH（U／L） FSH（U／L）
对照组 20 45∙91±10∙34 50∙12±9∙83 35∙03±7∙92 26∙87±9∙41
实验 A组 15 47∙14±9∙57 51∙43±7∙74 34∙93±9∙27 27∙66±10∙11
实验 B组 15 45∙47±8∙83 57∙00±7∙88 36∙75±10∙30 27∙89±9∙73
实验 C组 15 39∙80±11∙30a 66∙12±9∙46a 40∙82±11∙37a 26∙70±7∙57
中毒组 9 32∙46±7∙38cb 73∙40±10∙32d 44∙35±10∙19cb 39∙54±6∙32d

　　注：与对照组、A、B组比较�a P＜0∙05；与对照组、A、B 组比较�b P
＜0∙01；与C组比较�c P＜0∙05；与对照组、A、B、C组比较�d P＜0∙01；
结果为 q 检验
2∙2　精液常规检查结果（表2）　精液量、精子计数各组间经
F检验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精子畸形率、活动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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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a级活动精子率为χ2检验结果�各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按WHO标准判定精液常规检查出现的异常率�C 组与对照

组、A、B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中毒组与对照组、
A、B、C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表2　精液常规检查结果（-x± s）
组　别 例数 精液量（ml） 精子数（106／ml） 精子畸形率（％） 活动精子率（％） a级活动精子率（％）
对照组 20 3∙2±1∙2 92∙8±47∙3 15∙5±4∙2 87∙3±7∙9 41∙1±12∙3
实验 A组 15 3∙2±1∙3 93∙0±51∙2 15∙3±4∙0 86∙8±8∙2 40∙4±11∙9
实验 B组 15 3∙0±1∙2 70∙8±46∙7a 24∙0±4∙2a 70∙4±8∙4a 28∙7±12∙3a
实验 C组 15 3∙0±1∙0 52∙7±31∙4b 37∙8±9∙4b 51∙0±6∙2b 21∙2±9∙4b
中毒组 9 1∙6±0∙9c 30∙2±24∙3c 49∙2±10∙7c 30∙1±4∙2c 10∙3±7∙4c
　　注：与对照组、A、B组比较�a P＜0∙05；与对照组、A、B组比较�b P＜0∙01；与对照组、A、B、C组比较�c P＜0∙01
2∙3　血清中 LDH、LDH－x、G－6PD 和β－G 酶活力测定结果
　仅 LDH－x 各组间经 F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 P＜0∙01）。q
检验显示 C 组与对照组、A、B 组比较 LDH－x 和β－G含量明
显减少（P＜0∙05）�而中毒组这2项指标与对照组、A、B、C 组
比较极低（P＜0∙01）。
2∙4　精浆中 LDH、LDH－x、G－6PD 和β－G 测定结果　精浆
中 LDH、LDH－x 和β－G酶活力在实验 C 组和中毒组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而 G－6PD仅中毒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说明长期饮酒可抑制这几种酶的活力。
2∙5　精子中 LDH、LDH－x 和 G－6PD活力测定结果　LDH和
G－6PD酶活力在实验 C 组和中毒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而 LDH－x 酶在实验 B 组就开始与对照组比有显著性
差异（P＜0∙05）�说明 LDH－x 酶对乙醇的损伤作用较 LDH和
G－6PD敏感�G－6PD中毒组与其它均低（P＜0∙01）。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血清和精浆中实验 C 组和中毒组 LDH、
LDH－x 和β－G 酶活性均受抑制�而 G－6－PD 仅在中毒组
的精浆中受抑制�说明睾丸生精细胞、支持细胞和间质细胞均
受到不同程度损害�而且在实验 B 组精子中 LDH－x 酶亦受
到抑制�说明这几种酶中以 LDH－x 反映睾丸组织受损为敏
感。崔金山研究亦证明�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可对睾丸细胞产
生脂质过氧化作用〔9〕�损伤了生精细胞、支持细胞和间质细
胞�因此�使上述酶的活力受损。

本研究证实�长期饮酒可导致血中 E2明显升高�与相关
文献报道相一致〔3�4〕。由于调节精子发生的 T、FSH 发生变

化�以及在精子发生和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 LDH、LDH－
x、G－6PD和β－G等酶活性受抑制�特别是生精细胞本身在
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及脂质过氧化物的直接作用下�曲细精管
变性、退化、钙化〔3�4〕�因而使精子发生减少�精子畸形�活动
精子减少�动物实验结果亦证明这一点〔5〕。本研究中精液检
查的相关结果与以上报道相似。因此�告诫人们避免酗酒是
公共卫生学界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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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4年开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的通知
为了给广大的医务工作者提供接受继续医学教育机会�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批准�中国公共卫生杂志将

在2004年第20卷第1～12期�开办继续医学教育函授讲座。
一∙讲座内容：2004年《中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继续医学教育讲座”内容由我国著名预防医学专家撰写。具体内容见每期

讲座。
二∙答题形式：在每期专家讲座文章后附有专家或本刊给出的复习题。学员在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讲座内容的基础上答

题�并将答题卷在当期发行之日起2个月内寄回杂志社。
三∙学分证书：参加学习的学员�按期寄回答题卷并且答对者�将获得国家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20分。年度学习期满2

个月后�本刊负责将中华预防医学会颁发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寄给每位学员。
四∙报名方式：欲参加继续医学教育者�从本刊通知刊出后�即可开始报名。请将报名注册费180元及教材费108元（含12

期杂志）�共计288元�通过邮局或银行寄至本社。请在附言栏内注明“继续医学教育费用”。同时将报名申请表一并寄至本社。
五∙报名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集贤街42－1号中国公共卫生杂志社编务室。联系人：刘铁�邮政编码：110005。本刊在收到

全额费用后�进行登记注册�并将收据寄回。
六∙联系电话：024－23388479　2338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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