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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性激素水平与精神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冒雷明"

!虞
!

莹$

!胡亚兰"

#

"南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

精神科$

$&

检验科!江苏南通
$$1##'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的性激素分泌水平及与精神症状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1

年
"$

月该中心住院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
5%

例和健康体检者
'$

例分别作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分析两组血清促黄体生

成激素"

,+

%'促卵泡生成激素"

b3+

%'雌二醇'泌乳素"

XV,

%'孕酮和睾酮水平变化!以及与阳性症状量表"

X

%分'阴性症状量表

"

T

%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

%分'攻击危险性量表"

3

%分和总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

研究组与对照组雌二醇'睾酮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
b3+

水平与总分呈正相关"

"4#&%#'

%!血清睾酮水平与
T

分呈负相关"

"4R#&%$0

%!血清
XV,

'

b3+

'

,+

'雌二醇'

XVZ

'睾酮水平与
X

分'

!

分'

3

分均无相关性&结论
!

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存在血清性激素分泌异常!且

血清睾酮水平与其阳性症状呈负相关&

关键词"首发精神分裂症$

!

性激素$

!

阴性症状$

!

女性

!"#

!

"#&%616

"

7

&899:&"10%.5"%#&$#"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5"%#

"

$#"0

%

$".%#$'.#%

!!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病因未明确的精神疾病#多起

病于青壮年#起病缓慢#病程迁延#有慢性化和精神衰退的倾

向)临床发现患者在青春期*产褥期和更年期更易出现精神疾

病)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存在着下丘脑
.

垂体
.

性

腺轴功能的紊乱'

"

(

)因此#本文对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血

清促黄体生成激素$

,+

&*促卵泡生成激素$

b3+

&*雌二醇*泌

乳素$

XV,

&*孕酮和睾酮水平进行分析#探讨性激素水平与精

神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临床提供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中心住

院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
5%

例作为研究组#年龄
"U

!

'#

岁#平均$

$0&'%YU&#1

&岁)纳入标准!患者符合0疾病及有关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

基金项目"南通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3"56#%%

&)

#

!

通信作者#

2.IE8@

!

50"'$#605

#ee

&D<I

)



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1

'

$

(第
"#

版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

准%患者首次发病且未予任何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患者身体质

量指数为
"'

!

$U

)排除标准!既往有癫痫或惊厥病史*脑器质

性疾病或病史的患者%既往有酒精*物质滥用或依赖的患者%有

严重的心血管*肝脏*肾脏*血液*内分泌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怀孕或哺乳期者%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者%不能耐受不良反应

者)同时选取健康体检女性
'$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U

!

'#

岁#平均$

%#&#5YU&66

&岁)所有患者法定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A&B

!

方法
!

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采用西门子
-S*/-

(=:BEGAcX

化学发光仪进行测试)

b3+

*

,+

*

XV,

*采用双抗

夹心 免 疫 测 定 方 法 $试 剂 编 号 分 别 为!

#%%$#1

#

#%#$#5

#

#%""'6

&#雌二醇*

X!V2

采用竞争性免疫测定方法$试剂编号

分别为!

"$0#%'

#

#'6$01

&#所有试验全部按照卫生部颁发的0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操作'

%

(

)研究组由两名中级职称以上精

神科医师评定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XT-33

&#总分
4

阳性症

状量表$

X

&分
h

阴性症状量表$

T

&分
h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

&

分
h

攻击危险性量表$

3

&分)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血清性激素检测结果采用秩均值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 C8B:=

L

L

检验#相关性采用
X=EA9<:

相关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血清性腺激素水平比较
!

研究组血清雌二醇*睾酮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秩均值$

项目 研究组 健康对照组
3 !

XV,

$

)

/[

"

I,

&

'%&15 '$&15 R"&U"% #&#0#

b3+

$

I/[

"

I,

&

5'&66 56&11 R#&150 #&'"U

,+

$

)

/[

"

I,

&

50&%' 5U&'5 R#&$#6 #&U%5

雌二醇$

?M

"

K,

&

5#&'" '5&"6 R$&5#U #&#"1

XVZ

$

)

/[

"

I,

&

'"&$% 5'&%% R"&#%6 #&$66

睾酮$

:

M

"

I,

&

'5&%0 5$&0% R$&#56 #&#5#

B&B

!

研究组血清性激素水平与
X-T33

评分相关性比较
!

血

清
b3+

水平与总分呈正相关$

"4#&%#'

&%血清睾酮水平与
T

分呈负相关$

"4R#&%$0

&%血清
XV,

*

b3+

*

,+

*雌二醇*

XVZ

*

睾酮水平与
X

分*

!

分*

3

分均无相关性)

X

分*

T

分*

!

分*

3

分和总分分别为$

$0&%0YU&''

&*$

$5&"$Y6&#U

&*$

%%&"5Y

U&1'

&*$

6&00Y5&6'

&*$

U1&5$Y"5&5"

&分)见表
$

)

表
$

!!

研究组血清性激素与
X-T33

相关性比较#

"

$

项目
X

分
T

分
!

分
3

分 总分

XV, #&#06 R#&#61 R#&#%% #&"U6 R#&#$'

b3+ #&""" #&$#U #&"$UR#&"6U #&%#'

"

,+ #&#U% R#&##" #&#"0R#&#%1 #&"5U

雌二醇
#&"%5 R#&#10 R#&#1UR#&##$ R#&#1$

XVZ #&"55 R#&#56 R#&#06 #&""5 R#&#"6

睾酮
#&$'' R#&%$0

"

#&#1% #&$%0 #&#%0

!!

注!

"表示
!

$

#&#'

)

C

!

讨
!!

论

!!

性激素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激素#是由人体的性腺*胎盘*

肾上腺皮质网状带等组织合成的激素#具有促进性器官成熟*

副性征发育及维持性功能等作用#部分激素还具有促进骨骼肌

肉发育*提高神经兴奋性*保护神经等作用)女性主要检测
1

项性激素#包括血清
XV,

*

b3+

*

,+

*雌二醇*

XVZ

和睾酮)流

行学资料显示#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临床症状及治疗效果有较大的差异)有学者提出.雌激素保护

学说/#表示男性与女性在发病年龄*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上

的差异与性激素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大量研究试验

表明#雌激素有多方面的神经保护作用#如降低兴奋性氨基酸

的释放*减少自由基的形成*减轻脑缺血"在灌注损伤和改善记

忆功能等)精神分裂症及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引起的性激素异

常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但大多以男性患者及抗精神病药物

所致的性激素异常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女性患者的研究

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血清睾酮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血清雌二醇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

5.'

(

#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

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功能紊乱#其原因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

体内多巴胺#

'.

羟色胺$

'.+;

&等神经递质代谢障碍有一定的

关系)血清雌二醇是活性最强的雌激素#除了有维持和调控副

性器官的功能#还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的发育

及活动#影响学习*记忆和行为活动)不仅经典的靶组织具有

雌激素受体蛋白#许多重要的中枢或外周器官也有不同数量的

受体或结合蛋白#如下丘脑*松果体*肾上腺等)国外有研究表

明#雌激素可减少
'.+;$-

受体基因在大脑背侧核*海马*杏

仁核中的表达#而
'.+;$-

受体与精神分裂症有密切的关

系'

1.0

(

)

,==

等'

U

(在小鼠动物研究中发现#雌激素能增加
S'

受

体在中枢神经元中的表达#增加
S$

受体的密度#降低多巴胺

受体的敏感性#从而起到拮抗多巴胺的作用#进而产生一定的

抗精神病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的血清睾酮水平与

T

分呈负相关#与国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6

(

)血清睾酮是由男

性睾丸或女性卵巢分泌的#具有维持肌肉强度及质量*维持骨

密度*维持性欲等功能#其水平还能影响认知功能)多数研究

发现'

"#

(

#血清睾酮水平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其水平的下降可

能会引起注意缺陷*情感淡漠*社会功能退缩等阴性症状)

_G.

@GB

等'

""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男性患者的血清睾酮水平较健

康人群增高#但其与精神症状却无明显相关性)这与本研究结

果不一致#其原因可能与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关)

PCE

等'

"$

(在

$#"1

年最新研究中表明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添加血清睾酮

能改善其阴性症状#原因是血清睾酮能调节
'.+;$-

受体#且

'.+;$-

受体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存在性激素分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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