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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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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化脓性关节炎分离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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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松鼠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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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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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膝关节腔内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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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关节液#为清亮+淡黄

色+黏稠度高的液体#主要起润滑关节和营养关节软骨+关节盘

的作用(关节液中的总蛋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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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在
$,$$

!

+,++AA<C

"

*

#尿酸
""3

!

#-&

#

A<C

"

*

&男'+

""3

!

$+-

#

A<C

"

*

&女'#因缺乏纤维蛋白原+凝血原子而不能自凝(在显微镜下白

细胞小于&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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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小于
%,8+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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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关

节发生炎性反应时#常累及滑膜#使关节液的合成增多#化学组

成+细胞成分均发生改变#关节液的变化可直接反映疾病的性

质和程度#因而关节腔积液的检查对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1

"

2

)

引起关节腔积液最常见的疾病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

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占总数的
+&.

)类风湿关节炎关节腔内

可出现大量浑浊积液#黏稠度降低#并且由于纤维蛋白原和其

他凝血因子进入关节腔积液#使之自发形成凝块(白细胞总数

增高#以中性粒细胞增加为主#总蛋白增加#葡萄糖+尿酸无明

显异常#特异性改变有关节液中检出高滴度的
:f

#该调查组

:f

均值为
+&/!

"

A*

#较同期血清中
:f

水平高1

$

2

)痛风性关

节腔积液外观白色而不透亮#黏稠度下降#表现为以中性粒细

胞增多为主的白细胞增多#该调查组尿酸均值为
+%#

#

A<C

"

*

#

与同期血清中尿酸水平相当#但此类积液的特征性变化为关节

腔内检出尿酸盐结晶1

#

2

)强直性脊柱炎积液外观一般为淡黄

色到黄色的浑浊液体#黏稠度降低#部分积液可自凝(白细胞+

总蛋白总数增高#葡萄糖+尿酸+

:f

均正常)化脓性关节腔积

液改变明显#颜色灰白色或血色+黏稠度下降的浑浊液体#白细

胞总数大幅度增加#均数为
+$,+X"%

3

"

*

#中性粒细胞均数高达

38.

)由于关节腔内细菌的生长繁殖消耗大量糖类#葡萄糖明

显下降#均值为
",-AA<C

"

*

#病原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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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统计畸形精子症患者精子各结构畸形的临床发病率!为其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为开发治

疗精子形态异常的药物靶点提供临床数据$方法
!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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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标准法对
8"&

例男性精液就精子头部%胞质

小体%尾部及总畸形等进行分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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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精子畸形%精子形成文献!推测具有开发潜力

的药靶$结果
!

精子总畸形率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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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头部畸形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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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质小体畸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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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畸形为"

"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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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在杭州地区男性精子形态异常患者中!精子头部%尾部畸形发生率

较高!其中尾部畸形率占第
"

位!其次为头部畸形&逆转精卵融合障碍及精子运动能力的丧失将成为临床治疗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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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精液参数中的精子密度+活力和正常形态率是评

估男性精液质量及生育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近年来#由于人

们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改变#精子形态异常的发病率明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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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临床上精液常规分析也以总畸形率作为检测指标)为了解

精子各结构畸形的发病率#以及各结构畸形发生是否具有相关

性#作者对
8"&

例畸形精子症患者进行了精子形态分析和精子

各结构畸形之间关系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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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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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男性不育

科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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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畸形精子症患者#并且已排除器质性疾病)受

检者年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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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83,8

岁)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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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C,B

!

精液采集
!

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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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实验室附近用手淫取精法#

收集完整精液于清洁+干燥的小瓶内#置
$-]

培养箱内#液化

后按照3

U^1

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

验手册4&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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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要求进行精液常规检查#精子形态学分

析采用改良巴氏染色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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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法分别观察正常形

态精子+头部缺陷精子+胞浆小体缺陷精子+尾部缺陷精子等

数目)

B,C,C

!

统计学方法
!

观察
8%%

个精子#对存在头部+胞浆小体

或尾部缺陷的精子分别进行记录)用
YIYY"-,%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数据采用
>b8

表示#相

关性分析采用
Y

N

>B@AB7

等级相关法#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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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D

!

文献学习
!

以精子畸形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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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

索文献#了解精子形成的分子机制及导致精子畸形症的病因)

C

!

结
!!

果

8"&

例男性精子畸形症患者精子形态分析!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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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法及相关参考指标对
8"&

例男性精子畸形症患者的精子

形态进行常规分析)总畸形率大于
$%.

的共
"/%

例#占调查

总病例的
/$,$$.

)然后对精子各结构畸形进行分类统计#其

中头部+胞浆小体+尾部畸形及总畸形率指标的极值&最高值和

最低值'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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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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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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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精子畸形症患者的精子形态常规分析

畸形部位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b8

'

头部
8,%% &$,%% "-,/+b"",#+

胞浆小体
%,%% ##,%% &,%&b&,8$

尾部
%,%% &3,%% "3,8#b"%,##

总畸形率&

.

'

"3,%% /&,%% #$,"&b"$,%$

精子头部畸形又分为大头+小头+尖头+双头+无头+不定行

头+梨形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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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法对头部各种畸形的检查结果进

行分类统计&其中
"

人可出现
8

项或
8

项以上的异常结果'#见

表
8

)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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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精子畸形症患者精子头部畸形的分类统计

头部畸形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b8

'

大头
%,%% 8#,%% ",&8b8,/"

小头
%,%% #$,%% +,/-b&,&#

尖头
%,%% #",%% $,8"b#,3#

双头
%,%% "#,%% %,&#b",+8

无头
%,%% "/,%% 8,3#b8,/&

不定形头
%,%% 8%,%% ",#-b8,&-

梨形头
%,%% #%,%% 8,""b+,+-

头部总畸形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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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头部+胞浆小体+尾部畸形之间的
Y

N

>B@AB7

等级相关

法分析显示#各结构畸形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即头部畸形+胞浆小体畸形+尾部畸形的发生没有相关性)

D

!

讨
!!

论

精子形态的分类最初由
B̀GC><D

等于
"3+"

年提出#此后

有关精子形态的评定标准一直处于争议中)在本研究中#作者

根据
U^1

的评价标准#对精子形态各相关参数进行评估)本

资料显示尾部畸形率位居精子亚结构畸形的第
"

位#其次为头

部畸形)本项研究提示#精子头部或尾部畸形导致精卵融合障

碍及精子运动能力的丧失是精子畸形症患者不育的主要原因#

调控精子头部及尾部形成过程的关键蛋白将是极具潜力的药

物靶点)

在本研究结果中#

"

例患者往往有
8

种或
8

种以上的畸形

存在#这提示研究者和临床医生在研究和治疗精子畸形症时需

要综合分析+综合治疗(也说明精子畸形发生机制的复杂#提示

精子畸形的发生与复杂的精子形成的变态过程密切相关)由

圆形的精子细胞逐渐转变为蝌蚪状的精子的变态过程称为精

子形成&

6

N

>@A5<

L

>7>656

'#包括!&

"

'核染色质高度浓缩#核变长

并移向细胞一侧#构成精子头部的主要结构)&

8

'高尔基复合

体形成顶体泡#逐渐增大#凹陷为双层帽状覆盖在核的顶端#形

成顶体&

BG@<6<A>

')&

$

'中心体迁移到顶体对侧#其中一个中

心粒的微管延长#形成轴丝#成为精子尾部的主要结构)&

#

'线

粒体汇聚于轴丝近端周围#盘绕成螺旋形的线粒体鞘)&

+

'其

余的胞质聚集尾侧#形成残余胞质#最后脱落1

#9+

2

)由此可见#

在精子形成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关键调控蛋白功能的异常都

将影响精子细胞变态过程的正常进行#最终导致精子形态异常

的发生)

导致精子畸形的病理因素有感染+损伤+睾丸应激反应+内

分泌紊乱+化学药物以及遗传因素等多种原因1

8

2

)感染和损伤

都会引起炎性反应#导致炎性反应部位活性氧的升高#而高水

平的活性氧会对精子
0(;

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精子的形

态1

&

2

)

YBC>M

和
;

L

B@QBC

1

-

2认为在不育男性中#较高的活性氧

水平会使精子的质膜发生过氧化反应#导致精子中段缺陷数增

高+活动度下降#都将损及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的发生#影响精

子的受精能力)

YB5D

等1

/

2认为还原型辅酶&

(;0Î

'在由活

性氧引起的
0(;

损伤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使得男性不育症患

者具有更多异常形态的精子)

已有研究表明#高浓度的活性氧破坏精子
OŶ

循环#抑

制组蛋白
[

鱼精蛋白的转换#从而阻止
0(;

的折叠压缩1

3

2

)

阻碍组蛋白
[

鱼精蛋白转换的另一因素是精子细胞中蛋白质

泛素化系统的
)8

酶表达不足或功能缺失#致使组蛋白不能被

泛素化进而被蛋白酶降解#而导致鱼精蛋白替换组蛋白的失

败1

"%

2

)替换组蛋白的鱼精蛋白有
I"

和
I8

两个亚型)在替换

组蛋白过程中#

I"

鱼精蛋白富含精氨酸"丝氨酸的短结构域需

高度磷酸化#但在精子细胞变态过程中需去磷酸化)

I"

鱼精

蛋白的磷酸化需要与核内膜蛋白&

*_:

'结合#但在未发育的精

子细胞中#胞质中的
I$8

蛋白与
*_:(

端的精氨酸"丝氨酸二

肽紧密结合#阻止
I"

鱼精蛋白的磷酸化)因此
I$8

蛋白为研

究精子形成及精子畸形的发生提供了新视角1

""

2

)最近研究表

明#

:2̀ 9_I$

是在精子形成中必须的颈部相关蛋白)

:2̀ 9

_I$

在顶体形成及精子头部变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与

<̂<J"

蛋白在头部变态时共表达#但不干扰
<̂<J"

的功能)

:2̀ 9_I$

突变与
<̂<J"

的突变一样会导致精子头部畸形#因

此
:2̀ 9_I$

为研究精子头部畸形的分子机制提供了一个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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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间生研究学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着自身的节

律)那么#人类自然分娩时间是否存在节律性5 本研究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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