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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汞对男性生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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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91名尿汞升高的住院患者进行性激素水平检测

和精液检查。睾酮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 、 精子密度等指标降低以及精子畸形率升高的人员

百分比在不同的尿汞水平 (驱汞试验)组中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P>0.05)。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等指标降低的人员百分比在不同的临床观察组中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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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本院住院的 91名从事汞作业所致尿汞增高的男性患

者 , 进行性激素水平检测和精液检查 , 现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5年 9月至 2006年 7月收住院的 91名男性尿汞增高

患者 , 均为照明公司汞接触人员。年龄 18 ～ 53岁 , 工龄 10

个月 ～ 9 年 4 个月 , 依据 《职业性汞中毒诊断标准 》

(GBZ89— 2002), 诊断慢性轻度汞中毒 30例 , 汞接触观察对

象 61例。

1.2　方法

患者精液采集要求:(1)禁欲 5 ～ 7 d;(2)采集在院内

进行 , 保证及时送检。 采集精液前抽血查性激素指标。性激

素检测指标包括睾酮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采用化学

发光内分泌激素水平检测仪。精液检测指标包括精液量 、 pH

值 、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 、 精子密度 、 精子畸形率 , 采用

SQA-V全自动精子质量分析仪。

1.3　统计学处理

对睾酮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以及精液等指标进

行分析 , 并进行 χ2检验。

2　结果

2.1　检测对象性激素和精液水平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睾酮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以及精液检测异常率

检查项目 检查例数
指标异常

降低例数 % 升高例数 %

睾酮 83 2 2.40

促卵泡激素 84 28 33.33

促黄体生成素 84 54 64.29

精液量 72 24 33.33

pH值 72 30 41.67 6 8.33

精子活率 80 44 55.00

精子活力 80 65 81.25

精子密度 76 19 25.00

精子畸形率 69 16 23.19

2.2　由表 2得知 , 睾酮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以及精

子活率 、 精子活力 、 精子密度等指标降低以及精子畸形率升

高的人员百分比在不同的尿汞水平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2　不同尿汞水平 (驱汞试验)组的性激素和精液指标异常率比较 %

尿汞浓度

(μmol/L)
睾酮 促卵泡激素 促黄体生成素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 精子畸形率

<1.0 0 26.09 (6 /23) 69.57 (16 /23) 52.63 (10/19) 84.21 (16/19) 26.32 (5 /19) 17.65 (3/17)

1.0～ 1.999 6.25 (1 /16) 29.41 (5 /17) 75.00 (12 /16) 66.67 (10/15) 93.33 (14/15) 14.29 (2 /14) 15.38 (2/13)

2.0～ 2.999 9.09 (1 /11) 50.00 (6 /12) 66.67 (8 /12) 25.00 (3/12) 75.00 (9/12) 18.18 (2 /11) 11.11 (1/9)

3.0～ 4.999 0 21.43 (3 /14) 40.00 (6 /15) 80.00 (12/15) 80.00 (12/15) 42.86 (6 /14) 21.43 (3/14)

>5.0 0 50.00 (8 /16) 68.75 (11 /16) 52.9 (9/17) 82.35 (14/17) 18.75 (3 /16) 50.00 (7/14)

χ2 值 4.33 8.25 5.12 9.03 1.82 3.92 6.98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 2例未查尿汞水平 , 其中 1例精子密度异常 , 故未作统计。

2.3　由表 3得知 , 睾酮 、 精子密度降低及精子畸形率升高的

　　收稿日期:2009-08-31;修回日期:2009-11-18
作者简介:王登强 (1973—), 男 , 主治医师 , 从事职业病与化

学中毒临床诊治工作。

人员百分比在汞中毒和观察对象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而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降低的人员百分比在两

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降

低的人员百分比在两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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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性激素和精液指标异常率的比较 %

组别 睾酮 促卵泡激素 促黄体生成素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 精子畸形率

观察对象 3.64 (2 /55) 19.64 (11/56) 52.73 (29 /55) 39.22 (20/51) 74.51 (38/51) 22.00 (11 /50) 17.39 (8/46)

轻度中毒 0 60.71 (17/28) 86.21 (25 /29) 82.76 (24/29) 93.10 (27/29) 30.77 (8 /26) 34.78 (8/23)

χ2 值 1.04 14.17 9.27 14.16 4.20 0.70 2.60

P值 >0.05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调查对象在工作中接触金属汞 , 主要以汞蒸气形式经呼

吸道进入体内。 由于汞蒸气具脂溶性 , 致使 80%左右的汞蒸

气透过肺泡吸收入血 [ 1] 。 溶于血浆中汞可透过血脑屏障进入

大脑 , 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影响 , 干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激素的平衡 , 影响垂体前叶分泌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引起其水平下降 [ 2] 。另外汞能蓄积在睾丸。有大鼠染毒实验

证实 , 汞定位于睾丸的 sertoli细胞中的溶酶体 , 可使细胞功能

受损 , 影响生精发育 [ 3] 。王恩楷等报告显示 , 汞作业工人的

精液量 、 精子密度 、 精子数 、 活精数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

成素均较未接触汞人员有显著降低 , 精子畸形数显著增高 [ 4] 。

本文临床资料也显示汞作业工人的这些指标异常比例较高。

本文还探讨影响汞作业工人生殖系统检测指标异常率的

一些因素 , 通过对驱汞试验后尿汞水平分组 (主要反映体内

蓄积的汞)比较 , 性激素水平和精液水平的各指标异常率在

各尿汞水平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通过诊断分级对各指标进

行比较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等

指标异常率随级别的升高而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

示体内汞可对生殖系统造成影响 , 但与其体内汞水平无显著相

关 , 是否与本文病例数偏少或与个体对汞的耐受性 、 日常生活

饮食习惯有关 , 有待进一步研究。轻度中毒患者可出现神经衰

弱综合征 , 眼睑 、 舌或手指震颤等神经方面的表现 , 可能是由

于汞进入大脑 , 引起神经损害 , 产生相应的症状 , 因此垂体前

叶分泌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减少的发生率也增加 , 影响

睾酮的合成 、 释放及精子的发育 、 成熟。但本文中睾酮降低与

垂体前叶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降低不成正相关 , 其机制有待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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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 收集部分省市卫生系统承担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专 /兼职人员的信息 , 统计分析参加

救援工作次数 、 承担工作任务 、 事故严重程度和可控制性 、

是否接受相关专业技能培训等影响因素与心身疾病 /症状发生

比率的关系。在 673人的答卷中 , 99人曾因出现应激反应相

关的健康问题赴医院就诊。职业应激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参加救援工作次数越多 、 承担工作任务越接近事故中心 、 事

故越严重 , 发生心身疾病 /症状的比率越高;接受过相关专业

技能培训者发生心身疾病 /症状的比率较低。提示应对参加突

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专 /兼职人员加强相关技能培训 , 以适

应此类工作所致的高度职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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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 , 卫生系统逐步加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以下简称突发事件)的体制建设 , 在国家 、 省级等卫生

部门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 编制了应急预案 , 增加了组织

机构和人员编制。突发事件救援队伍不断扩大 , 人员的职业

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 主要表现在个体在应激状态下出现

了一系列生理 、 心理反应 , 长期的应激反应影响救援人员的

身心健康 [ 1, 2]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 收集到宝贵的资料 , 分

析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职业应激的影响因素 , 为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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