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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的减数分裂研究

11．放射性艳引起的男性减数分裂染色体畸变

郭健民‘） 施立明
（中rill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苏健武 张连元 唐丽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昆明）

辐射引起人类体细胞有丝分裂染色体畸变

已有很多的报告，相比之下，射线诱发人减数分

裂染色体畸变的报告却非常少。生殖细胞对电

离辐射作用是很敏感的，研究射线对生殖细胞

的损伤效应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人攀丸组织

来源困难，所以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深人探讨。

我们采用精液染色体分析技术研究男性不育的

病因时，曾先后发现了两例由射线引起的男性

不育病例。一例X射线引起的男性不育病例已

经报道【，’，本文报告的是放射性艳诱发的一例

男性减数分裂染色体异常。

期／中期 I (MI)的染色体行为，分析井纪录染

色体畸变。

病 例 介 绍

患者王XX，男，27岁，从事放射性工作。

职业性接触放射性艳达呼年之久，接受的辐射

剂量难以估算。 结婚两年因配偶未生育而就

诊。体检正常，无明显放射病史。白细胞计数

4,700／立方毫米，血象：中性粒细胞63务，淋巴

细胞 37多。精液化验：精液量0.5毫升，精子

计数1千万／毫升以下。

材 料 和 方 法

用干净的塑料杯收集患者的精液。按 Te-

mplad。等 （1980)191的方法，稍加修改，其步骤
同前文111。染色体标本用 5外 的 Giemsa染色

液 （pH6.8）染色。 在显微镜下观察精原细胞

有丝分裂中期 （Ms）和精母细胞减数分裂终变

结 果 和 讨 论

已发表的男性减数分裂染色体研究14,71，大

都是以塞丸活检标本进行的。但塞丸活检术不

易被患者接受，而且获得的塞丸组织量少，很

难作出质优量多的染色体标本，极大地影响了

对这一课题的深人研究。Sperling等「咐旨出，正

常男性的精液大约含有3％的幼稚生殖细胞，

在精子数目显著减少的病例中，曲精细管中原
始和未成熟生殖细胞常常脱落进人精液，因而

可以收集到比较多的精原细胞的有丝分裂和

精母细胞的减数分裂中期相。 一些工作表

明［[3,5,6,9]，精液细胞遗传学检查基本上能反映出

翠丸生殖上皮精子的发生过程以及减数分裂的

异常行为。我们在前文男性不育患者的研究也

表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仅就精液采样的染色体作了分析。

其精原细胞有丝分裂中期（Ms）数目不多，大多

数是初级精母细胞的分裂前期（包括细线期。偶

线期、双线期、粗线期、终变期）和中期（MI)，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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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感者箱液的染色体曲变分析

细 胞
观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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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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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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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25 66 一 13 1 1 13 4 I 26 辛6 46/5q（78.｝〕％）

Ms精原细胞有丝分裂中期； Mf初级精母细胞减数分裂中期； mil次级精母细胞减数分裂中期。

级精母细胞分裂中期（MIl)也很少。总共计数

了精液染色体标本中的 125个 MS,Ml和 mil,

选择染色体分散良好，图象清晰完整，并能辨认

二价染色体、单价染色体及染色体畸变的Ms和
MI进行分析。结果列于表 to

在计数的125个分裂细胞中，有59个可供

分析用的 Ms和 MI细胞，占47.2%，其中有

46个畸变细胞，占可供分析细胞的78.0多，畸变

MI细胞占77.6汤。 正常的精母细胞减数分裂

中期相中，有23条二价染色体，其中包含一条

X-Y性二价体 （图版 1, 1) o减数分裂染色体

的畸变类型有断片、单价染色体及染色体解体

（图版 1,2一6)。有的 M1细胞仅有 1-2个断

片，个别细胞出现多个断片，损伤严重的中期染

色体出现碎裂（图版1, 5)0所看到的早分离单

价染色体有两条以至多条，也有同时出现单价

体和染色体断片的损伤细胞（图版I,斗）。染色

体解体是细胞受损伤后发育的产物，表现为染

色体形态模糊不清，有些染色体呈溶解状态，相

互粘连，以致不能准确地计数和辨认二价体（图

版 1, 6)。同时也观察到一个精原细胞有丝分

裂染色体的断裂（图版 1, 7)o 在患者的精液

标本中有数目较多的退化细胞（44/169，占观察
细胞的26多），细胞核破碎呈大小不等，形态不

一的染色质碎块，细胞膜仍隐约可现（图版 1,
8)。这种形态的细胞在正常人的生殖细胞中比

较少见，这可能是原始的或幼稚的生殖细胞受

损伤后形成的退化细胞。从研究的结果可以看

出，该患者精液染色体存在着很高比例的畸变，

减数分裂细抱明显异常，可能是导致精子发生

障碍，不能形成精子，或者产生死亡的或畸形的

精子，使患者的精子数目明显低于正常值（正常

男性精子计数6千万一1亿／毫升），从而造成

不育。患者主诉接触放射性艳4年多，门诊检

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引起不育的因素。由此可以

推知，该病例的不育病因有可能是放射性艳对

塞丸的细胞遗传学损伤效应。

Chandleyl3，和 Menchini Fabris等〔，，指出，精

液染色体分析是研究男性减数分裂的有效手

段。从我们发现的两例男性不育病例的结果分

析还可以看出，该技术亦可用于检查射线对精

子发生所产生的损伤效应‘a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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