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2+#*

%

#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N=V4

灵敏度高于特异度!

可作为
LW

抗体的筛查试验#但各实验室应根据自身

情况设置合理的灰区!如相应指标的检测结果处在上

述相应范围内!检验人员应引起重视!需复查后做确

证试验验证结果!或定期复查!减少假阳性标本的误

诊率和假阴性标本的漏诊率!以提高梅毒抗体检测的

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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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测定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健康男性性激素水平#了解该地区男性性激素变化特点#探

讨高原缺氧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择
*$

名世居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男性#测定其卵泡刺激素

!

>VD

$)黄体生成素!

ND

$)催乳素!

W3N

$)雌二醇!

]

$

$)孕酮!

WY

$)睾酮!

L

$#并与
$,

名世居平原的塔吉克族男

性比较(结果
!

高原组
>VD

)

ND

显著高于平原组!

M

&

"%"#

$#

]$

)

WY

)

L

显著低于平原组!

M

&

"%"#

$#

W3N

无

显著变化(结论
!

慢性缺氧导致脑功能障碍和机体内分泌紊乱#影响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男性性激素水平#对

男性性功能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帕米尔高原*

!

塔吉克族*

!

男性*

!

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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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原低氧医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 原生理"急性高原病"高原肺水肿"高原营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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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

!对高原地区男性性功能状况及病理生理变化的

研究仍显不足$

$

%

#高原低氧可通过改变激素"神经递

质及器官形态等方式对性功能造成影响#有关低氧

对激素水平的影响研究主要是调查报道!结果不尽相

同$

(

%

#性激素水平是反映生殖健康状况的敏感指标!

本文主要是将世居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下称塔县'与平原塔吉克族成年男性血液性激

素水平进行比较!探讨高原缺氧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及其机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高原组随机选择塔县海拔
(2""

"

2*""F

的
2

个地区共
*$

名世居塔吉克族健康男性

为研究对象!年龄
$'

"

2)

岁!平均年龄&

2"%"'i

*%!(

'岁#平原组随机选择世居平原&海拔
#2""F

'

的
$,

名塔吉克族健康男性为研究对象!年龄
$,

"

2)

岁!平均年龄&

(,%'*i!%2!

'岁#

$%%

!

仪器与试剂
!

西门子
=@@\N=L]$"""

全自动

免疫发光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质控物和校准物#

$%&

!

方法
!

所有受试者均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

FN

!及时分离血清#检测血清卵泡刺激素&

>VD

'"黄

体生成素&

ND

'"催乳素&

W3N

'"雌二醇&

]

$

'"孕酮

&

WY

'"睾酮&

L

'等
!

项性激素水平#全部由专机专人

操作#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VWVV#,%"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数据采用
7iF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

检验!

M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高原组
>VD

"

ND

显著高于平原组&

M

&

"%"#

'!

]

$

"

WY

"

L

显著低于平原组&

M

&

"%"#

'!

W3N

无显著变

化!见表
#

#

表
#

!!

塔吉克族世居高原与平原组性男性性激素

!!!

水平比较$

7iF

&

指标 高原组&

,h*$

' 平原组&

,h$,

'

= M

>VD

&

F=\

*

FN

'

,%$,i!%"# $%$(i#%2! 2%$' "%""

ND

&

F=\

*

FN

'

2%2$i(%!* #%*"i"%)( 2%"' "%""

W3N

&

1

<

*

FN

'

!%($i(%(2 !%''i)%*( M"%(' "%,"

]

$

&

X<

*

FN

'

("%$)i$#%*" ,$%!'i2*%*# M*%!2 "%""

WY

&

1

<

*

FN

'

"%$,i"%#2 #%((i#%'$ M2%#' "%""

L

&

1

<

*

JN

'

2()%#*i#*#%!(,),%'*i(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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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高原低氧环境可通过影响生殖细胞引起生殖能

力低下!也可作用于生殖内分泌系统!间接影响生殖

能力!进而影响性心理和性能力$

(

%

#下丘脑
+

垂体
+

性

腺轴作为一个机能中心!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重要分

支!其分泌的激素对生殖系统的发育与功能维持有着

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慢性缺氧可影响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的人分泌情况$

2

%

!由于性激素水平受海拔高

度"暴露时间"习服水平"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等因素

的影响!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

!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帕米尔高原世居塔吉克族成年

男性
]

$

"

WY

"

L

激素水平显著低于平原成年男性!说

明低氧与性激素水平有明显关系#本单位研究人员

曾对移居不同海拔不同时间健康青年血清性激素检

测发现!进驻高原后!

L

"

]

$

水平随海拔高度的升高逐

步降低!随高原暴露时间增加略有回升!返回平原
#

个月后!

]

$

水平恢复到高原暴露前!但
L

仍低于平原

水平$

!

%

!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急"慢性低氧导致线

粒体内甾体脱氢酶活性降低可能是血清
L

浓度下降

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可能与
N;

I

J/

<

细胞功能障碍有

关#

L

是生物活性最强的雄性激素!在促进性器官发

育和维持性功能方面起主要作用!而体内
L

水平的下

降是男性性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男性
]$

增多会使性功能减弱!但本文研究显示高原低氧导致

]$

减少!从而表明一定含量
]$

水平对维持男性性功

能有重要作用!这与裴志伟等$

*

%研究一致#

]$

含量

降低可能是因为高原低氧时转化为
]$

的底物&

L

'明

显减少!使
]$

随之降低#高原低氧环境下!

WY

可刺

激自身的呼吸中枢!提高呼吸能力!从而在缺氧中获

取更多的氧气!本研究结果
WY

降低的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探讨!可能是因为帕米尔高原世居塔吉克族对高

原低氧环境的适应机制不同于其他人群#

ND

"

>VD

和
W3N

是垂体分泌与生殖有关的主要

激素!分别作用于性腺和乳腺!调控生殖功能#一些

研究认为平原人进入高原前"中"后
(

个阶段!垂体分

泌的
ND

"

>VD

和
W3N

没有变化$

,+'

%

#

Re\@\34

等$

)

%通过对高原探险队员进行内分泌监测发现!

#

个

月后
ND

水平升高!

>VD

水平没有改变#而
>43=4V

等$

#"

%观察发现高原暴露
*J

后
>VD

水平上升!之后

逐步降低!

ND

则持续下降#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VD

"

ND

水平较平原显著升高!

W3N

水平无显著变

化#有关低氧对垂体激素分泌的影响报道主要是调

查性质!缺乏相关机制研究!因此结果存在差异#激

素之间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VD

作用于支持细

胞!

>VD

和
L

协同调控精子的发生!

ND

作用于睾丸

N;

I

J/

<

细胞!促进
L

的合成!

ND

与
L

存在明显的负

反馈调节$

##

%

#间质细胞上有
W3N

特异受体!

W3N

能

增加
ND

促进合成
L

$

#$

%

#性激素内环境平衡是维持

体内健康的重要因素!高原低压"低氧环境下性激素

的变化是高原机体为适应低氧环境产生的适应性改

变!以维持体内平衡#

综上所述!本文首次对帕米尔高原地区世居塔吉

克族男性性激素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原低氧

对该地区世居高原塔吉克族男性生殖内分泌存在影

响!并且性激素水平的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及规律性#

另外!受传统观念和研究手段的限制!各个研究机构

没有对高原男性性功能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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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结果存在差异#随着开发大西北步伐的加

快!0一带一路1战略构想的贯彻实施!进驻高原工作

的人群日益增多!高原特殊环境对人类生殖系统健康

的影响及损伤防治值得关注!此次研究可以为今后全

面揭示高原低氧对人类生殖内分泌影响的规律和机

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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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冷凝集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处理措施的探讨"

王秀芹#司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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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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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强冷凝集对血常规结果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法的效果#以期获得最佳处理方案(方

法
!

筛选
$,

例强冷凝集血常规检测标本#对其分别采用
(,b

水浴法)血浆置换法和样本
#f,

预稀释法等
(

种

方法依次处理#然后在
VKV@]̀ +̀ P#"""

血细胞分析仪上常规检测并进行手工涂片染色(结果
!

强冷凝集标

本处理前上机检测时#仪器出现红细胞凝集相关报警#检测结果中红细胞和血细胞比容!

D?L

$显著降低#而红

细胞平均容积!

@?O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D

$和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D?

$异常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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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浴法加热
("F/1

后立即检测结果中
@?D

和
@?D?

结果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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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项目恢复正常*

血浆置换法所得红细胞相关检测指标结果恢复正常#但血小板结果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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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预稀释法所获检

测结果各项指标均趋于正常(涂片染色镜下发现#经
(,b

水浴法处理后的标本仍可见红细胞轻度凝集#而经

其余两种方法处理后涂片未见红细胞凝集(结论
!

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冷凝集标本的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确

性#处理强冷凝集标本应用
#f,

预稀释法效果优于
(,b

水浴法和血浆置换法#此法不仅操作简单方便#而且

保证了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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