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２卷第３期
２０１２年３月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

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３
Ｍａｒ．，２０１２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Ｎｏ． ３０２０５６，Ｙ５１１０１４４，Ｙ５１１００１９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 ３０２０５６，Ｙ５１１０１４４，Ｙ５１１００１９）
作者简介：汪美贞（１９８２—），女，博士，Ｅｍａｉｌ：ｗｍｚｙｙ＠ １６３． ｃｏｍ；通讯作者（责任作者），Ｅｍａｉｌ：ＸＹ＿Ｊｉａ＠ １６３． ｃｏｍ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ＮＧ Ｍｅｉｚｈｅｎ （１９８２—），ｆｅｍａｌｅ，Ｐｈ． Ｄ．，Ｅｍａｉｌ：ｗｍｚｙｙ＠ １６３． ｃｏ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ＸＹ＿Ｊｉａ＠ １６３． ｃｏｍ

汪美贞，贾秀英． ２０１２．低剂量长期铅暴露对雄性黑斑蛙精巢组织关键酶活性的影响［Ｊ］．环境科学学报，３２（３）：７５１７５６
Ｗａｎｇ Ｍ Ｚ，Ｊｉａ Ｘ Ｙ．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ｅａｄ （Ｐｂ）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３２（３）：７５１７５６

低剂量长期铅暴露对雄性黑斑蛙精巢组织关键酶活
性的影响
汪美贞１，贾秀英２，

１．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３５
２． 杭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１　 　 　 录用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２２

摘要：在实验条件下，将健康的性成熟雄性黑斑蛙暴露于０． １、０． ２、０． ４、０． ８和１． ６ ｍｇ·Ｌ － １ 的Ｐｂ２ ＋溶液中３０ ｄ，以Ｃａ２ ＋ ＡＴＰ酶、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β －葡萄糖醛酸苷酶（βＤＧ）、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和酸性磷酸酶（ＡＣＰ）活性为指标，进行了长期铅暴露对雄性黑斑
蛙生殖毒性的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铅染毒剂量的增加，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活性被诱导，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被抑制，当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的抑制程度超过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的代偿机制时，会抑制精子的发生，进而导致雄性生殖毒性；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ＡＣＰ酶被显著抑制，提示支持细胞受损，精子总数受到影响；在０． ４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ＬＤＨ酶被显著抑制，提示生
精细胞受损，精子质量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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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铅是环境中普遍存在的重金属元素之一，并且

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 在这些应用
中，只有１ ／ ４的铅被重新回收利用，其余的铅则以各
种形式排放到环境中． 由于铅具有不可降解性，所以

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在环境中以微量、痕量甚至超
痕量的形式持续存在，通过食物链对各营养级产生
影响和危害，甚至威胁着种群的生存和繁衍（Ｇａｒｃíａ
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虽然铅污染早已引起人们的注
意（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但低剂量铅（简称“低铅”）
的长期污染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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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
来，由于环境污染加剧，两栖类动物在全球范围内
出现了严重的衰退，甚至一些种群发生了灭绝
（Ａ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Ｈａｙ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Ｒｏｖｉ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作为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两栖类种群数量下降，将对
其他生物有机体产生重要影响（Ａｌｌｅｎｔｏｆ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Ｂ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多数学者认为两栖动
物由于皮肤具有高渗透性、水陆两栖等特点，使得
污染物极易在其体内富集和放大，即两栖类特别是
蛙类可作为环境毒理学实验理想的模式动物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施蔡雷等，２０１０）． 因此，
无论是从两栖动物种群衰退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蛙
类是理想的毒理学模式动物的角度考虑，均有必要
对低铅长期暴露对两栖动物的毒性进行研究．

综上，本文拟在前期对低铅长期暴露致黑斑蛙
精子毒性和性激素水平干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低剂量铅长期暴露对黑斑蛙精巢组织中Ｃａ２ ＋ 
ＡＴＰ酶、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β葡
萄糖醛酸苷酶（βＤＧ）、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和酸性
磷酸酶（ＡＣＰ）等精巢标志酶活性的影响，以期明确
低剂量铅长期暴露对黑斑蛙生殖损伤的影响，深入
探讨两栖动物种群衰退的毒理学机制．
２　 材料和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 １　 实验试剂

Ｐｂ２ ＋溶液采用Ｐｂ（ＮＯ３）２配制，分析纯（上海华
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用双蒸水配制成３００
ｍｇ·Ｌ － １母液，实验时稀释成所需各浓度．
２． ２　 供试动物

健康成年雄性黑斑蛙（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捕
自杭州市郊，体长为（７． １９ ± ０． ３３）ｃｍ，体重为
（３６． ２９ ± ６． ６０）ｇ． 在室内盛有２ ～ ３ ｃｍ深曝气自
来水（曝气３ ｄ以上）的玻璃水族缸（实验前用１０％
的ＨＮＯ３浸泡）中暂养７ ｄ后，挑选健壮、规格整齐
的黑斑蛙进行实验．
２． ３　 实验方法
２． ３． １ 　 实验处理　 实验用黑斑蛙随机分成６组，
每组２０只． 根据９６ ｈ急性毒性实验，参考铅的国
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将染毒组黑斑蛙分别暴露于
３ ｃｍ深的Ｐｂ２ ＋溶液中，浓度依次为０． １、０． ２、０． ４、
０． ８、１． ６ ｍｇ·Ｌ － １ （按Ｐｂ２ ＋计，用Ｐｂ（ＮＯ３）２配制），
对照组黑斑蛙暴露于３ ｃｍ深的清洁水溶液中，设３

个平行组． 实验容器为６０ ｃｍ × ４０ ｃｍ × ３５ ｃｍ（长
×宽×高）的玻璃水族箱，实验用水为曝气自来水，
实验时水温１８ ～ ２２ ℃，ｐＨ值为６． ５ ～ ７． ０，溶氧为
６ ～ ８ ｍｇ·Ｌ － １ ． 实验采用静态置换法，每天更换试验
溶液，每天喂食２次，暴露实验持续３０ ｄ． 驯养期间
及实验过程中黑斑蛙基本没有出现死亡情况． 驯养
结束黑斑蛙的体重变化不大，为（３５． ８８ ± ６ ９４）ｇ．
２． ３． ２　 样品处理　 染毒结束后，用双毁髓法处死
黑斑蛙，取出精巢，去除粘连物，清洗，滤纸吸干，
称重． ４ ℃下按１ ｇ精巢加９ ｍＬ预冷生理盐水的比
例加入生理盐水，在冰盘上用玻璃匀浆器进行匀
浆． 于４ ℃、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 － １下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
保存于－ ２０ ℃冰箱中，备用．
２． ４　 酶活性测定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司亮兰比色法，
Ｃａ２ ＋ ＡＴＰ酶、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和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
采用无机磷法进行测定，酸性磷酸酶（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ＡＣＰ）采用４氨基安替吡啉法测定，乳
酸脱氢酶（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ＬＤＨ）采用２，４
二硝基苯肼法测定，β葡萄糖醛酸苷酶（β
ｇｌｕｃｏｒｏｎｉｄａｓｅ，βＤＧ）采用游离酚酞法测定． 试剂盒
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详细操作参照
文献（贾秀英等，２００７）．各酶活单位以Ｕ·ｍｇ － １（以
ｐｒｏｔ计）表示．
２． ５　 数据处理

实验所得数据以平均值±标准误来表示，数据
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 ５ 统计软件包中的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ｐ ＜ ０． ０５表示差异
显著，ｐ ＜ ０． ０１表示差异极显著．
３　 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１　 铅对精巢ＡＴＰ酶活性的影响
图１显示的是不同浓度铅对黑斑蛙精巢组织

ＡＴＰ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１ａ和１ｂ可知，随着铅染
毒剂量的增加，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活
性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０． ２ ～ ０． ８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活性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但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Ｃａ２ ＋ ＡＴＰ酶活性回落至对照
组水平（ｐ ＞ ０． ０５）． 由图１ｃ可知，随着染毒剂量的
增加，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呈直线下降趋势，且
在０． １ ～ １． ６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
活性极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 此外，由图１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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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铅染毒剂量与精巢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之间 具有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ｒ ＝ － ０． ９０１，ｐ ＜ ０ ０１）．

图１　 铅对黑斑蛙精巢ＡＴＰ酶活性的影响（ａ． Ｃａ２ ＋ ＡＴＰ酶，ｂ． 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ｃ．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ｎ ＝ １０；与对照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下同）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ｏｎ ＡＴ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ｓｔ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ａ． Ｃａ２ ＋ ＡＴＰａｓｅ，ｂ． Ｎａ ＋ Ｋ ＋ ＡＴＰａｓｅ，ｃ．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ａｓｅ；ｎ ＝ １０；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３． ２　 铅对精巢标志酶活性的影响
图２为不同浓度铅对黑斑蛙精巢其他标志酶活

性的影响． 由图２可见，βＤＧ酶活性在０． ２ ～ ０． ８
ｍｇ·Ｌ － １染毒组时，极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 ０１），

图２　 铅对黑斑蛙精巢中标志酶活性的影响（ａ． βＤＧ酶，ｂ． ＬＤＨ酶，ｃ． ＡＣＰ酶）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ｔｅｓｔ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ａ． βＤＧ，ｂ． ＬＤＨ，ｃ． Ａ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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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染毒组回升至对照组水平（ｐ ＞
０ ０５）． ＬＤＨ酶活性在０． ４ ｍｇ·Ｌ － １染毒组极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随着铅浓度的增加，ＬＤＨ酶
活性开始回落，亦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染毒组回落至对照
组水平（ｐ ＞ ０． ０５）． ＡＣＰ酶活性只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染
毒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其余各染毒组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明显（ｐ ＞ ０． ０５）． 对比各标志酶
活性的变化，引起βＤＧ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小于
引起ＬＤＨ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而后者小于引起
ＡＣＰ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
４　 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铅到达精巢组织后，必须跨越细胞膜进入细胞
内，细胞膜是铅在精巢组织内产生毒性效应的第一
道屏障． ＡＴＰ酶是细胞膜上一些微小的蛋白质孔
道，它能让特定的离子通过，对维持渗透压、调节
ｐＨ、产生膜电位、细胞内外信号转导等具有重要意
义． 研究发现，在精巢组织中，ＡＴＰ酶还对精子发
生、精子活力具有重要影响（Ａｃｅｖ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Ｃａ２ ＋ ＡＴＰ酶可将胞浆内Ｃａ２ ＋泵出细胞外或泵入内
质网，是胞浆Ｃａ２ ＋流出的主要通道． 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能将细胞内的Ｎａ ＋泵出细胞外，同时将细胞外的
Ｋ ＋泵入细胞内，维持细胞稳态． Ｙüｃｅｂｉｌｇｉ （２００３）
报道人血液中的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活
性均可被铅所抑制；Ｓａｔｙａｖａｔｈｉ等（２０００）研究也发
现，铅可抑制印度对虾后期幼体内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
活性；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等（１９８６）研究则表明，在低铅暴
露中，Ｃａ２ ＋ ＡＴＰ酶活性无显著变化． 本研究结果发
现，在铅染毒下精巢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活性均随着铅浓度的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但Ｐｂ２ ＋大于０． ２ ｍｇ·Ｌ － １处理组中的酶活性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即铅对黑斑蛙精巢Ｃａ２ ＋ ＡＴＰ
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活性具有诱导作用，可以将细
胞内过量的Ｃａ２ ＋泵出细胞，以维持细胞内的钙稳
态． 但本研究同时发现，Ｐｂ２ ＋能抑制黑斑蛙精巢中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这与Ａｂａｍ等（２００８）和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ｒＥｓｃｏｒｚａ等（２００７）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Ｐｂ２ ＋抑制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使胞内Ｃａ２ ＋浓
度升高，Ｍｇ２ ＋浓度降低． 据Ａｌａｖｉ和Ｃｏｓｓｏｎ（２００６）
报道，Ｃａ２ ＋过高可以拮抗Ｋ ＋在精子发生中的积极
作用；Ｍａｓｕｉ等（２００５）则指出Ｍｇ２ ＋是生精过程中很
多酶所必需的金属离子．说明Ｐｂ２ ＋主要通过抑制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破坏细胞内外各离子平

衡，影响生精过程中其他酶活性． 此外，贾秀英等
（２００９）报道当Ｐｂ２ ＋为１． ６ ｍｇ·Ｌ － １时，精子总数显
著低于对照组；而当Ｐｂ２ ＋为０． １ ～ ０． ８ ｍｇ·Ｌ － １时，
精子总数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对铅污染较为敏感，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具有一定抵抗铅污染的能力，当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的代偿作用弱于铅对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的抑制时，则抑制精子的发生，
导致雄性生殖毒性．

精子发生是一个多时相的复杂过程，与精巢中
多种酶的活性存在着重要关系． βＤＧ酶参与各种
葡萄糖苷酸的水解，还可与其他酶共同参与细胞器
的降解与更新（Ｖａｒｎａｇ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ＬＤＨ酶是生
精细胞糖代谢产生能量的主要酶（Ｂｏｕｓｓｏｕ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Ｂｕｔｔ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ＡＣＰ酶则主要分布于精
巢支持细胞内，可作为衡量是否出现生精障碍的指
标（徐莉春等，２０００；Ｐｅ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本研究
结果显示，在０． ２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βＤＧ酶即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仅０． ２ ｍｇ·Ｌ － １铅长期暴露
即可对精巢组织内的细胞结构产生影响． 在本实验
染毒剂量条件下，黑斑蛙精巢中ＬＤＨ酶，随着铅染
毒剂量的增加，其活性被显著诱导，这可能是因为
有氧氧化提供的能量减少，导致糖酵解代偿性能量
供应提高引起的，说明大于０． ４ ｍｇ·Ｌ － １铅长期暴露
可干扰生精细胞的能量代谢，进而影响生精细胞的
发育． 同时，在１． ６ ｍｇ·Ｌ － １ Ｐｂ２ ＋处理下，ＡＣＰ酶活
性显著被抑制，表明随着染毒剂量的增加，铅长期
暴露亦可对支持细胞产生损伤． 对比各标志酶活性
的变化，引起βＤＧ 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０． ２
ｍｇ·Ｌ － １） ＜引起ＬＤＨ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０． ４
ｍｇ·Ｌ － １） ＜引起ＡＣＰ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１． ６
ｍｇ·Ｌ － １），提示精巢组织其他细胞对铅的敏感性强
于生精细胞强于支持细胞． 此外，贾秀英等（２００９）
报道当Ｐｂ２ ＋为１． ６ ｍｇ·Ｌ － １时，精子总数显著低于
对照组；而当Ｐｂ２ ＋大于０． ４ ｍｇ·Ｌ － １时，精子畸形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ＡＣＰ酶活性下降是由于支
持细胞活性衰弱引起的，可作为精子总数下降的重
要指征；ＬＤＨ酶活性升高是生精细胞能量代谢衰
弱、精子畸形的重要表征．

综上所述，重金属铅可对精巢组织中其他细
胞、生精细胞和支持细胞产生影响，同时可以干扰
细胞膜结构上的主要离子通道活性，破坏细胞内外
的离子平衡，进而抑制精子的发生，导致雄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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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 由此说明，铅对细胞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对
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影响是铅致两栖动物雄性生
殖毒性的途径之一．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黑斑蛙在低剂量铅溶液（０． １ ～ １． ６ ｍｇ·Ｌ － １）
中染毒３０ ｄ，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活性
被诱导，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活性被抑制，当Ｃａ２ ＋ 
Ｍｇ２ ＋ ＡＴＰ酶的抑制程度超过Ｃａ２ ＋ ＡＴＰ酶和Ｎａ ＋ 
Ｋ ＋ ＡＴＰ酶的代偿机制时，细胞膜内外离子平衡被
打破，精子发生被抑制，致使显现雄性生殖毒性．

２）黑斑蛙在低剂量铅溶液（０． １ ～ １． ６ ｍｇ·Ｌ － １）
中染毒３０ ｄ，引起βＤＧ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０． ２
ｍｇ·Ｌ － １） ＜ 引起ＬＤＨ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０． ４
ｍｇ·Ｌ － １） ＜ 引起ＡＣＰ酶活性变化的铅浓度（１． ６
ｍｇ·Ｌ － １），提示精巢组织其他细胞对铅的敏感性强
于生精细胞强于支持细胞，即精子畸形率的提高早
于精子总数下降的发生．

责任作者简介：贾秀英（１９６６—），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生态毒理学． Ｅｍａｉｌ：ＸＹ＿Ｊｉａ＠ １６３． ｃｏｍ．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ｂａｍ Ｅ，Ｏｋｅｄｉｒａｎ Ｂ Ｓ，Ｏｄｕｋｏｙａ Ｏ 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ｉｏｎ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６（３）：２９７３０４
Ａｃｅｖｅｄｏ Ｊ Ｊ，ＭｅｎｄｏｚａＬｕｊａｍｂｉｏ Ｉ，ＶｅｇａＢｅｌｔｒａｎ Ｊ 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ＫＡＴ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ｒｍ，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Ｄｅｖ ｂｏｉｌ，２８９（２）：３９５４０５

Ａｌａｖｉ Ｓ Ｍ Ｈ，Ｃｏｓｓｏｎ Ｊ． ２００６． Ｓｐｅｒｍ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ｓｈｅｓ：（ＩＩ）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ｓｍｏｌａｌｉ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Ｉｎｔ，３０：１１４

Ａｌｆｏｒｄ Ｒ Ａ，Ｄｉｘｏｎ Ｐ Ｍ， Ｐｅｃｈｍａｎｎ Ｊ Ｈ． ２００１． Ｅｃｏｌｏｇｙ：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４１２ （６８４８ ）：
４９９５００

Ａｌｌｅｎｔｏｆｔ Ｍ Ｅ，Ｏ′ Ｂｒｉｅｎ Ｊ． ２０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ｌｏｓ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
４７７１

Ｂｅｃｋｅｒ Ｃ Ｇ，Ｌｏｙｏｌａ Ｒ Ｄ． ２００８．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１７（９）：２２９７２３０４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Ｗａｌｌｓ Ｓ Ｃ，Ｂａｎｃｒｏｆｔ Ｂ Ａ，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２）：２８１３１３

Ｂｏｕｓｓｏｕａｒ Ｆ，Ｂｅｎａｈｍｅｄ Ｍ． ２００４．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ａｌｅ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ｓ ［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 Ｍｅｔ，１５（７）：３４５３５０

Ｂｕｔｔｓ Ｉ Ａ Ｅ，Ｒｉｄｅｏｕｔ Ｒ Ｍ，Ｂｕｒｔ Ｋ，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ｍｅ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ｄ （Ｇａｄｕｓ ｍｏｒｈｕａ）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ｒ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２６（５）：７５６７６２

ＧａｒｃíａＧａｒｃíａ Ｇ，Ｎａｎｄｉｎｉ Ｓ，Ｓａｒｍａ Ｓ Ｓ Ｓ． ２００６．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ｎｓ （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Ｊ］．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１５
（５）：４２５４３６

Ｈａｙｅｓ Ｔ Ｂ，Ｆａｌｓｏ Ｐ，Ｇａｌｌｉｐｅａｕ Ｓ，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１３：９２１９３３

Ｈｏｎｇ Ｃ Ｌ，Ｊｉａ Ｙ Ｂ，Ｙａｎｇ Ｘ Ｅ，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ａ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８０（４）：３５６３６１
贾秀英，汪美贞． ２００７． 亚急性镉暴露对雄性黑斑蛙生殖毒性的研

究［Ｊ］． 环境科学学报，２７（９）：１５１２１５１６
Ｊｉａ Ｘ Ｙ，Ｗａｎｇ Ｍ Ｚ． ２００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ａｃｕｔｅ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ｌｅ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ｎ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７（９）：１５１２１５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贾秀英，汪美贞，施蔡雷，等． ２００９． 铅暴露对雄性黑斑蛙精子毒性
和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影响［Ｊ］． 环境科学学报，２９ （５）：
１０７２１０７６

Ｊｉａ Ｘ Ｙ，Ｗａｎｇ Ｍ Ｚ，Ｓｈｉ Ｃ 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ｓｐｅｒｍ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ｉｎ ｓｅｒａ ｏｆ ｍａｌｅ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ｎ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９ （５）：
１０７２１０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ｉｅ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Ｍ，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 Ａ Ｒ，Ｂｅｌｄｅｎ Ｌ Ｋ． ２００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ｕｓｅｄ ｏｆ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４１０ （６８２９ ）：
６８１６８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Ｅ，Ｈｅｌｌｅｖｕｏ Ｋ，Ｋｏｍｕｌａｉｎｅｎ Ｈ． １９８６． Ｌｅａ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ｄｅｐｅ ｄｅｎｔ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Ｊ］． Ａｒｃｈ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Ｓｕｐｐｌ，９：３９７４００

Ｍａｓｕｉ Ｄ Ｃ，Ｆｕｒｒｉｅｌ Ｒ Ｐ Ｍ，Ｓｉｌｖａ Ｅ Ｃ Ｃ，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Ｇｉｌ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ｍａｌ
（Ｎａ ＋ ， Ｋ ＋ ）ＡＴＰ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ｃｒａｂ Ｃａｌｌｉｎｅｃｔｅｓ ｄａｎａ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Ｊ］．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３７（１２）：
２５２１２５３５

Ｐｅｓｃｈ Ｓ， Ｂｅｒｇｍａｎｎ Ｍ， Ｂｏｓｔｅｄｔ Ｈ． ２００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ｌｌ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ｍ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Ｔｈｅｒｉｏｇｅｎｏｌｏｇｙ，６６
（２）：３０７３１３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ｒＥｓｃｏｒｚａ Ｍ Ａ，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Ｍ Ｔ，Ｎａｖａｒｒｏ 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ｆｒｅ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Ａｐｐ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２０ （１）：１８

Ｒｏｖｉｔｏ Ｓ Ｍ， ＰａｒｒａＯｌｅａ Ｇ， ＶáｓｑｕｅｚＡｌｍａｚáｎ Ｃ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ｎ

５５７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３２卷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Ｊ］． ＰＮＡＳ，１０６
（９）：３２３１３２３６

Ｓａｔｙａｖａｔｈｉ Ｃ，Ｒａｏ Ｙ Ｐ． ２００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 ＋ Ｋ ＋ ＡＴＰａｓｅ ｉｎ Ｐｅｎａｅ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ｐｏｓｔｌａｒｖａｅ ｂｙ ｌｅａｄ ［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ｔ Ｃ，１２７：１１２２

施蔡雷，张杭君，贾秀英． ２０１０． 黑斑蛙精巢ＭＤＡ和抗氧化酶对
铅、镉暴露的生态毒性响应［Ｊ］． 生态学报，３０ （１３）：
３５６９３５７４

Ｓｈｉ Ｃ Ｌ，Ｚｈａｎｇ Ｈ Ｊ，Ｊｉａ Ｘ Ｙ．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ＭＤＡ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ｔｅｓ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ｇ Ｒａｎａ ｎｉｇｒｏｎ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ｄ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０
（１３）：３５６９３５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ｒｎａｇｙ Ｌ， Ｂｕｄａｉ Ｐ， Ｍｏｌｎａｒ 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Ｏ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ｔｈａｎｅ Ｍ２４５ （ｍａｎｃｏｚｅｂ）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Ｊ］． Ａｃｔａ Ｗｅｔ Ｈｕｎｇ，５０（３）：３６５３７１

徐莉春，王沭沂，王心如． ２０００． 镉对大鼠睾丸毒作用的酶学研究
［Ｊ］． 中国公共卫生，１６（２）：１１９２２０

Ｘｕ Ｌ Ｃ，Ｗａｎｇ Ｓ Ｙ，Ｗａｎｇ Ｘ Ｒ． ２０００． Ｅｎｚｙｍ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ｏｎ ｒａｔ ｔｅｓｔｉｓ ［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１６
（２）：１１９２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üｃｅｂｉｌｇｉ Ｇ． ２００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ｏｎ Ｎａ ＋ Ｋ ＋ ＡＴＰ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２ ＋

ＡＴ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
Ｉｎｔ Ｊ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２（２）：９５９７

６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