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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注意早产婴儿的哺乳护理
。

新

生儿的肝
、

肾功能未成熟
,

药物的消除都较

母休慢
,

药物继续从母乳中摄入而使浓度升

高
。

尤其是早产儿的肝肾功能更不健全
,

药

物消除能力更低
,

胎儿愈小
,

药物的半衰期

愈长
,

更应引起注意
。

婴 的个体差 异
。

报 道

一母亲服用茶碱后哺乳
,

使婴儿产生烦燥不

安的过敏症状
,

而另外 位母亲在相同条件

下服用茶碱后的哺乳婴儿则无反应
,

可能这

是由于婴儿对茶碱的敏感性差异的缘故
。

另

外某些特异性体质
,

如 一 一 缺乏的

婴儿
,

对一些氧化性药物可 引 起 溶血
、

黄

疽等
。

如果哺乳期母亲需长期服药或所用

药物对婴儿不利
,

就应 忍痛停止哺乳
,

进行

人工喂养
。

带药物对婴儿的影响
,

绝大多数药物与

母体的血药浓度和婴儿
“
药物剂量

”
有关

,

剂量愈大
,

引起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愈大
。

本文承本校药理教研室雷启骏 教 授 审

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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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量 元 素 与 性 功 能 障 碍

上海铁道医学院中专部药理组 叶 新 王 谏 林许士凯

摘要 微量元素制剂在临床应 用 日 益

广泛
,

但是对其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尚未得到

重视
。

本文对各种微量元素引起人体
、

动物

的内分泌
、

性功能
、

生殖功能障碍等进行综

述
。

某些微量元素是维持正常功能的必需元

素
,

缺乏可 引起性功能障碍
,

而过量则具有

毒性作用
。

微量元素
 !

是生 物

体内酶
、

激素
、

维生素
、

核酸的重要组成部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学校药理组

“ 仁海铁道医学院药理教研组

份
,

参与维持和调节生命的代谢过程
。

晚近

有关微量元素动物实验研究及临床观察的报

道日见增多
,

而作为药品或营养补剂等也得

到广泛应用
,

但产生的副作用亦屡见不鲜
,

值得重视
。

现将微量元素导致性功能障碍不

良反应综述如下
。

一
、

微 , 元素过

铁 当人体含铁量过 多 时
,

对 胰

腺
、

性腺均有显著不 良影响
,

引起胰腺内分

泌功能不良
,

胰岛分泌不足
,

出现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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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继发阳萎
、

逆行性射精等 性腺及生殖

系统受到严重干扰
,

可致生殖器发育不 良
、

肇丸萎缩
、

性机能减退
、

第二性征 发 育 不

良
、

毛发脱落
、

月经过少或无月经
‘ “

· 。

进一步研究表明
,

体内铁过多可致胰

岛萎缩
、

垂体前叶功能不 良
、

促激素分泌量

减少
,

有些人则可出现甲状腺机能减退
、

青

春期发育延缓等
。

给豚鼠长期 口饲铁剂
,

可

使其肇丸萎缩 ’
。

铅 铅为有毒元素
,

可降低甲状腺

摄取碘及血浆蛋白结合碘的能力
,

降低垂体

激素的分泌
,

且可损伤生殖细胞和 性 功 能
‘

· · 。

有趣的是
,

历史上认为罗马 帝 国

的灭亡与铅有关
,

因为铅可引起男 子 不 育
。

职业性接触铅的工人 由于铅中毒 致 不

育
、

流产和死胎发生率增高
。
发现铅 中 毒

者精子质量下降
,

患精子过少
、

精子无力症

及精子畸形率明显升高  
。

镍 镍是机体必需微量元素之一
,

镍过多有致癌危险
。

镍可促进下丘脑释放泌

乳素释放抑制因子
,

通过下丘脑及垂体使催

乳激素的分泌量减少
,

镍还能干扰垂体分泌

的其它激素的释放及生殖能力
,

使动物产仔

量减少
‘

’
名

‘ 。

镍对肇丸有直接损伤作用
,

动物实验给雄性大白鼠皮下注射可溶性镍盐

小时后
,

肇丸中央小管收缩
、

小管间毛细

血管充血
、

精 子解体
。

再持续多次补镍
,

上

述症状加重
,

精母细胞也发生崩解
,

并出现

攀丸支持细胞损害
。

长期进食含镍饲料可致

鼠不育
,

呈可逆性
‘“ 。

镍置入兔子宫内可避

孕
,

其机理可能是镍的直接杀精作用或致子

宫充血  
。

相 铂过量在 人类相当罕见
,

但可

使牛
、

羊
、

兔等发生种种病变
。

如果动物摄

入过多的铂可影响体内酶
、

激素的合成
,

影

响生长发育
、

性和内分泌机能
,

可引起肇丸

高
,
度萎缩

、

性欲减退
,

导致生育能力降低

甲状腺素的分泌量减少
,

生长发育不良
· 。

铂 与铜有相 互拮抗作用
,

钥过多可干扰铜的

吸收及利用
,

引起缺铜样病变 〔’
。

镐 少量镐可对机体产生毒害作用
,

对生殖系统尤其明显
。

镐可损伤攀丸血供

或抑制肇丸某种酶而对攀丸发生损害
“ 。

可

抑制精子糖酵解和氧化反应
,

其中特异性抑

制精子运动是 其杀精的主因
’ 。

锌
、

锰
、

硒
、

钻对镐有拮抗作用
,

如注射前先给锌
、

锰等拮抗元素
,

则可防止攀丸坏 死
。 。

锡

置入兔子宫内有避孕作用
。

铜 整体或局部组织内铜离子浓度

过高
,

能干扰女性生殖机能
,

使妇女不孕
。

铜能明显降低宫颈分泌物的粘稠度
,

并能溶

解子宫颈粘液
,

从而干扰精子的运动及受精

卵的着床
。

子宫内膜吸收一部份铜离子后
,

可干扰内膜其它微量元素如锌
、

锰的含量和

代谢
。

铜对精子有毒害作用 “
。

我 国 用

铜质宫内避孕器已作为计划生育的有效工具

之一
。

硒 硒中毒或长期接触均可产生无

性欲状态
、

乏力
、

胃肠功能紊乱
、

神 经 过

敏
、

精神抑郁症
。

也可影响雌性动物的生育

力及新生动物的成活率 临
· 。

锰 组织内含锰过多可抑制酪氨酸

经化酶及多巴胺脱数酶的活性
,

使体内多巴

及多巴胺合成减少
、

含量降低
,

产生震颤麻

痹症
,

对人
、

动物精子有毒害作用
。

锰中毒

可引起性欲减退
。

硼 能透过胎盘影响女性周期和生

殖功能
。

动物实验表明硼可损伤小鼠辜丸
,

其损伤程度与硼的剂量大小
,

给予时间长短

有关
。

大量摄取硼可致不育
’
‘ 口 。

。

氛 氟过多对甲状腺
、

肾上腺
、

胰

腺及生殖脉的功能均不利
’ 。

有人认 为 氟

和碘有拮抗作用
,

氟过多可影响甲状腺浓聚

碘
,

继发性欲低下
、

精子质量降低
。

11

.

钻
、

银
、

锡
、 :

均可抑制人精子活

动度 (v)
,

具有杀精作用
,

对肇丸也有毒性
。

皮下注射银
、

锡
、

钻盐后
,

暗视野下可见曲

细精管固有膜 中金属离子密度很高
、,

曲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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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萎缩
、

空 化 (
5) 。

二
、

微凰元素缺乏

1
.
锌
:
体内锌主要集 中于皇丸

、

附景

和前列腺等器官中
,

其 中精液中含量特别丰

富
。

锌对性器官和性机能的正常发育十分重

要
。

动物实验证实缺锌可致生
一

氏发育迟缓
、

攀丸萎缩
、

生殖功能降低或不 育
,

即使有精

子发生
、

并能受精
,

其流产率也很高
,

并易引

起子代先天畸形 (
’ ‘

)
。

人类缺锌可产生类似

性功能低下症状
。

一种以生长发育不全
、

骨

骼发育障碍
、

性功能低下
、

肝脏肿 大
、

贫

血
、

皮肤粗糙
、

色素沉着
、

最后形成侏儒状

态为特征的伊 朗乡村病就因缺锌引起
。

经锌

口服 12 om g/d 治疗后
,

可纠正缺锌性侏儒
,

症状明显改善
。

缺锌引起性功能低下
、

生殖系统障碍的

机制尚未阐明
,

归纳起来可能为
:
( 1 ) 影

响性腺发育
,

缺锌可抑制下丘脑一垂体一性

腺轴的功能
,

促性腺激素分泌减少
,

性功能

发生障碍; ( 2 ) 缺锌能影响精子代谢和质

量
、

活动度与密度
; ( 3 ) 锌参与多种酶的

组成
,

缺锌可影响酶的活性
,

也包括影响男

性生殖系统及精子发生过程中一系列酶的活

性
。

近来又发现肾功能衰竭时可并发阳萎
、

性功能不全及不孕等症亦与缺锌有关
,

用锌

治疗也确能改善性功能状态
,

治愈 阳 萎 (
“

’

1 2
·

1 3
)

2

.

硒
: G il les等人首次研究了人类 精

液硒与生育的关系
。

发现85 % 以上硒存在于

精浆中
,

精子计数与精液硒量呈显 著 正 相

关
。

在 50
一

69
件: / m l之间精子活力最大

,

低

于上述范围时精子数 目减少
,

活动度下降
,

且精子无力症发生率增高}
。

随访 4 ~ 5年硒

量 簇3 5卜g / m l者仍然不育
,

而 毛8叩g/ m l

配偶流产率增高 ; 硒水 平 在40 一70件g / m l

为最适范围 (
‘ 4 )

。

怀孕率高
,

流产率低
。

硒在生物体内外有拮抗镐
、

铅
、

铜
、

汞

等元素的毒性作用
,
可防止有毒元素对生殖

系统的损害
。

3

.

锰
:
参与多种酶的合成和激活

,

是

氧化
、

磷酸化等生化过程中不可缺 少 的 因

子
,

也参与胆固醇的合成
。

缺锰可使动物生

长停滞
、

骨骼畸形及生殖系统异常
、

性功能

障碍
。

雄性动物出现肇丸变性
、

曲细精管发

生退行性变
、

附性器官萎缩
、

性欲减退
、

精

子成熟受阻
、

精子减少
,

甚至无精子
,

致豚

鼠失去交配能力
,

出现雄性 不 育 (
5 ·

“ , ‘
)

。

雌性动物可致卵巢功能紊乱
,

性周 期 不 规

则
、

生育力降低
、

习惯性流产及乳汁分泌不

足等
。

缺锰引起的不育及性激素的影响均与

锰能刺激胆固醇合成有关
。

性激素为胆固醇

的衍生物
,

缺锰可致胆固醇合成减少
,

影响

性激素的合成
,

从而干扰性机能 (l
5) 。

4

.

镍
:
过少可使大鼠出现生长变慢

,

并易引起死亡
。

猪则出现生殖障碍
、

子代生

长不良等
‘“

)
。

5

.

铜
:
铜参与多种酶的合成及活化

,

对体内电子传递
、

氧化还原
、

内分 泌 腺 机

能
、

激素及神经递质的形成等均有 重 要 作

用
。

缺铜能影响肾上腺皮质激素
、

孕酮的合

成
,

使鼠不孕
。

6

.

其它
:
缺碘表现性欲低下

,

精液质

量降低
,

补充碘可提高精液量和精子数 (
’“)

。

铁含量与精子密度关系密切
,

精浆中含量低

时
,

精子密度下降 (
5) 。 人体缺铬

,

胰 岛素

的生物活性降低
,

靶组织对胰岛素的效应降

低
,

糖耐量受损
,

可发生糖尿病
,

继发性功

能障碍 (“
“
)

。

镁不足可 引起不彭 此 时 肇

丸曲细精管界胞细胞皱缩
,

细胞间隙增宽
。

生精细胞排列混乱
,

精子细胞滑面内质网不

规则
,

支持细胞滑面内质网有广泛囊泡化现

象 (
’ “

)
。

综上所述
,

体内许多微量元素的缺乏或

过量均可影响内分泌
、

性功能和生殖系统
。

有些微量元素对性功能
、

生殖功能的影响具

有协同作用
,

.

有的则表现为拮抗
。

作用机理

至今尚不清楚
。

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
、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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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例 药 品 不 良 反 应 的 分 析

上海嘉定县中心医院 金循槐 朱蓓德 姚瑞锦

药品不良反应正 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

视
,

许多发达国家从60 年代开始先后建立了

药 品不良反应报告
、

登记和管理制度并成立

了相应的机构
。

目的在于及早发现尚未被发

现的药品不 良反应
,

以保障用药安全
。

我院自1985年开始采取
“
自愿呈报

” 的

方法开展药 品不 良反应监测工作
。

可分为两

个阶段
,

8 5 年一 87 年参考英国黄卡自行设计

药 品不 良反应报告表
,

收集较严重的不 良反

应
,

88 年 l月我院被卫生部指定为开展药 品

不良反应监察的试点单位
,

便使用卫生部统

一制定的报告表
,

并在内
、

外
、

妇
、

儿
、

皮

肤科进行监察
。

五年来共收到报告89 份
,

现

按卫生部制定的药 品不良反应定义和有关规

则
,

因果关系分析评价 (
‘) 分为 四 级

、

即肯

定
、

很可能
、

可能
、

可疑将89 例药品不 良反

应报告总结如下
:

表 1 发生不 良反应的 药品及百 分数

药 品 分 类 例 数 不良反应%

抗生素 46 例

青霉素 2例

普鲁卡因青霉素 9例

氨节青霉素 14 例

氧呱嗓青霉素 2例

头抱拉 定 2例

链霉素 1例

庆大霉素 10 例

无味红霉素 1例

麦迪霉素 ]例

洁霉素 2例

氯霉素 1例

葡萄糖输液 ( 5 % ) 12 例

生物制品 9例

糜蛋白酶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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