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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性腺轴失调及冲任停滞

常$惠#

$杨新鸣#

$文$雁!

$吴效科#

$ $ 下丘脑 #垂体 #性腺 轴 &

N.F0ON-1->?I

"

F?OC?O-P.

"

Q0H-R-1 -@?G

!

STU5

'在生殖功能的神经

内分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

释放 激 素 &

Q0H-R0OP0FN?H P:1:-G?HQ N0P>0H:

!

UHVS

'!通过调节促性腺激素&

Q0H-R0OP0F?H

!

UH

'

的分泌!调控卵巢功能*

UH

包括卵泡刺激素&

W011?I1:

GO?>C1-O?HQ N0P>0H:

!

67S

' 和 黄 体 生 成 素

&

1CO:?H?X?HQ N0P>0H:

!

YS

'!两者均由腺垂体的
UH

细胞分泌!对
UHVS

的脉冲式刺激作出反应*

UHVS

和
YS

的脉冲式分泌在生殖功能的发展和月经周期的

正常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STU5

失调!将会导致

低促性腺素功能减退症+下丘脑性闭经+高催乳素血症

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

F01.I.GO?I 0E-P. G.HRP0>:

!

T'K7

'等生殖内分泌疾病,

#

-

*

T'K7

以月经失调+闭

经+不孕+多毛+肥胖等为临床表型!并伴有严重并发

症!其病因病机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近年!吴

效科课题组提出
T'K7

冲任阻滞学说!本文的目的旨

在从性腺轴出发论述
T'K7

的冲任阻滞!为
T'K7

病

因病机的研究以及临床治疗开辟新的道路,

!

-

*

#

$

T'K7

性腺轴失调特点

#

!

#

$

UHVS

分泌失调引起卵巢功能失调$

UH

无周期性释放!即月经周期中无峰值形成导致无排卵+

卵巢功能亢进* 月经周期的正常排卵!依赖于中枢神

经系统+下丘脑+垂体及卵巢之间复杂而精确的调节*

UHVS

脉冲式分泌刺激垂体合成和分泌
YS

和
67S

!

YS

和
67S

虽产生于同一细胞!但是在整个月经周期

中的浓度是不一致的!这可能与
YS

和
67S

对
UHVS

敏感频率不同有关,

&

-

*

T'K7

的内分泌特征主要体现

在高
YS

+低
67S

* 有研究表明
$%Z

的
T'K7

伴有

YS

水平升高!

<9Z

的
T'K7

患者伴有
YSL67S

升

高,

9

-

* 内外环境的变化!包括血清中激素水平的变

化+运动+压力等!都可影响
UHVS

对
STU5

的调节作

用* 高浓度的
YS

对
UHVS

产生负反馈作用!使

UHVS

脉冲变慢!对
67S

受体较敏感,

&

-

!产生大量的

67S

!少量的
YS

!进而形成大量的发展中小卵泡!无优

势卵泡形成!卵巢周期破坏!处于过渡亢进状态(不能

形成
YS

峰值所以停止排卵* 有研究表明
T'K7

患者

YS

的分泌的振幅以及对下丘脑应答的敏感性增加!

67S

呈相反情况,

&

-

* 也有研究发现
T'K7

患者中

YS

具有持续而快速的频率!卵巢周期紊乱且没有

排卵,

%

-

*

#

!

!

$

67S

低水平引起
=

!

升高$

T'K7

的发生

与
STU5

失调有关!包括下丘脑
UHVS

的脉冲式分泌

的频率和幅度增加+

YS

及
67S

分泌的改变* 尽管以

前的报道提出
T'K7

患者中下丘脑
UHVS

脉冲发生

器存在本质的异常!但最近的报道表明
T'K7

的发生

主要由下丘脑反馈作用受损引起,

%

-

*

T'K7

患者中

67S

的变化主要
67S

呈低水平* 在卵泡期!低水平

的
67S

不能形成优势卵泡!临床上表现为无排卵!进

而卵巢功能亢进!分泌大量的雌激素!雄激素对
UHVS

进行负反馈调节* 这与实验研究,

8

-相一致!出生前雄

激素化的大鼠模型中!

=

!

和
*

水平升高+

67S

水平

降低*

#

!

&

$

YS

高水平引起
*

升高$目前
T'K7

的发

病机制主要有胰岛素抵抗+卵巢甾体激素异常和神经

内分泌异常* 卵巢甾体激素异常的本质是卵巢的卵泡

膜细胞在
UHVS

的刺激下产生大量的雄激素* 有研

究表明
YS

分泌过多被认为是卵巢雄激素过多的原

因!这可能由于
T'K7

患者中
UHVS

和血清
YS

水平

增高!

UHVS

升高!血清中
YS

应答性增高!高水平
YS

刺激卵泡膜细胞产生的大量的甾体激素!造成高雄激

素血症,

$

-

*

7O-RO>-C:P Y5

等,

;

-研究发现用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抑制剂治疗
T'K7

患者!血清中
YS

和

*

水平同时急剧下降!而
KPE?:O0 V

等,

<

-用长效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治疗
T'K7

! 卵巢睾酮

&

O:GO0GO:P0H:

!

*

'的合成受抑制接近绝经女性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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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这也说明卵巢雄激素合成过多与
YS

高水平有

关!而且
YS

是造成高雄激素血症的直接原因* 大多

数
T'K7

患者伴有高胰岛素血症!抑制肝脏合成性激

素结合球蛋白!导致血清中游离或结合的
*

升高!而胰

岛素协同
YS

刺激卵巢合成大量的雄激素进而造成高

雄激素血症*

T'K7

成年患者中雄激素过多的原因!

可能是多因素的!但本质是
STU5

失调造成
YS

分泌

增加!从而刺激卵巢卵泡膜细胞合成大量的雄激素*

而持续的高雄激素血症又加重了
UHVS

的负反馈作

用受损,

#"

-

!

6:HQ [

等,

##

-提出雄激素受体&

-HRP0Q:H

P:I:FO0P

!

5V

'与
UHVS

的神经元有相互重叠的分

布!可能解释了雄激素能影响
UHVS

的反馈调节*

!

$

T'K7

的冲任损伤表现为冲任停滞

!

!

#

$冲任生理#任通冲盛+氤氲有时$冲任与女

性一生正常的生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妇女妊娠!

胚胎由任脉为之系养+冲脉为之孕育(分娩后!则冲任

经血上化乳汁!表现为泌乳及短暂的停经!而$七七!

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则进入绝经期!生殖功能亦随之

丧失* 冲任的功能在正常情况下制约经血!维护机体

统一的生理活动* .诸病源候论/中指出月水+乳汁与

冲任及手太阳+少阴二经的关系!$冲任之脉皆起于胞

内!为经络之海!手太阳小肠!手少阴心二经为表里!至

上为乳汁!下为月水00%

,

#!

-

* 王冰$冲任流通!经血

渐盈!应时而下00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资!故

能有子%

,

#&

-是对冲任生理的高度概括* 另.女科经

纶/曰#$冲为血海!任主胞胎!若男子媾精!阴阳和合

而成孕!则其血皆移阴於胎矣!既产%

,

#9

-

*

!

!

!

$冲任病理#冲任阻滞+闭经不孕$中医古籍

中无$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名的记载!根据临床症状可

归属为$闭经%$不孕%的范畴* 冲任二脉损伤!会导致

月经失调!进而造成闭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诸病源

候论/指出#$月经不调为冲任受伤!月水不道为冲任

受寒!漏下乃冲任虚损%

,

#!

-

* .医学衷中参西录/曰#

$血瘀冲任则可闭经%

,

#%

-

* 在女性受孕后则表现为带

下+产后血痨的病变*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冲任二脉在

妇女生理机能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它的机能活动障碍

又是导致各种妇科疾病的重要因素* 冲任的病理方

面!陈自明指出$妇人病有三十六种!皆由冲任劳伤所

致%

,

#8

-

*

!

!

&

$治则治法#调畅冲任+行经助孕$凡治妇

人!必先明冲任之脉!明于冲任之故!则本源洞悉!而后

所生之病!虽有千条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故治妇人

则勿忘调经!调经之关键在于调理冲任二脉* 叶天士

治疗妇科病特别重视温养奇经* 在.临证指南医案/

中有多处提到!如$冲任两损伤!经漏终年不痊%!$产

后淋病!都是冲任奇经内怯%

,

#$

-

* 他主张温养肝肾!恒

用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充养八脉!用药多选鹿角

胶+阿胶+龟版+当归+紫石英+紫河车+肉苁蓉等* 现代

研究证明!此类药物含有内分泌激素* 另外!临床中运

用调理冲任促排卵收到一定的良效*

总之!

T'K7

证候要素为痰瘀!痰湿壅滞!脂膜闭

塞子宫可导致闭经+不孕*

T'K7

临床表现符合中医

$痰%和$瘀%的证候诊断* 痰浊阻塞肌肤可表现为皮

肤油腻+痤疮+多毛(痰浊阻滞冲任+胞宫!可致月经稀

发+闭经+不孕(痰浊壅盛!膏脂充溢!可见形体肥胖(痰

湿气血互结为瘕!故卵巢成多囊性改变,

#;

-

* 故

T'K7

的冲任病理基于临床证候特点为痰湿+血瘀+痰

瘀互结(表现为脏腑失调+气血不畅* 治法上调畅冲

任!行经助孕*

&

$

UH

失调是中国
T'K7

的表型特征

&

!

#

$

T'K7

的诊断标准$

#<<"

年
3)S

诊断标

准忽略了卵巢形态方面的异常(

!""&

年鹿特丹标准对

高雄激素血症及高雄激素临床表现未明确(

!""8

年

5=7

诊断标准过高评价高雄对
T'K7

诊断的意义*

而研究证明胰岛素抵抗&

?HGC1?H P:G?GO-HI:

!

)V

'在

T'K7

的重要特点!但以上标准均未涉及*

T'K7

患

者的临床症状!生化特征存在种族和地域差异!

T'K7

卵巢体积及形态与欧美国家的
T'K7

患者存在显著

差异,

#<

-

*

3)S

+

V0OO:PR->

+

5=7

诊断标准都是针对

欧美的
T'K7

临床特点制定的!并不适合亚洲女性尤

其是中国汉族女性的发病特点* 因此!提出
T'K7

的

诊断标准,

!"

-

#月经稀发或闭经!此临床无排卵症!作为

诊断的必须条件(超声卵巢呈
T'K

改变!此为
T'K7

卵巢无排卵的生化特征(

UH

失调&

YS

升高+

YSL67S

比例失调'*

+00 )

等,

!#

-将
YSL67S \ #

作为诊断

T'K7

的标准*

&

!

!

$

UH

失调是诊断中国
T'K7

的特征$诊断

指标采用
U3

失调是
T'K7

所特有的
U3

分离现象!

T'K7

患者中
YS

+

YSL67S

升高的比例在不同地区不

同种族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
T'K7

患者中
YS

+

YSL

67S

升高者的比例
$9Z

,

!!

-

!日本
T'K7

患者
YS

+

YSL67S

升高的比例
;"Z

*

'-P>0H-

"

VC?X )K

等,

!&

-

发现
T'K7

患者中!

YS

升高的比例为
&<

!

;Z

!而

KP?0 6

等,

!9

-研究发现
T'K7

患者中
YS

升高的所占

比例为
%#Z

* 数据说明!中国
T'K7

中促性腺激素失

调的比例高于欧美国家!中国患者内分泌失调是

T'K7

的显著特征* 而中国
T'K7

患者多毛+痤疮+

高雄激素血症等代谢特征无欧美国家明显* 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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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7

患者肥胖的发生率为
#

!

&Z

,

!!

-

!美国为
!9Z

!

西班牙为
&"Z

,

!9

-

!而多毛评分显著低于西班牙和欧

美国家,

!&

-

* 以上说明!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

T'K7

临床和生化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国
T'K7

患者内分泌失调&主要指
YS

+

YSL67S

'表现严重!而

欧美国家代谢及高雄表现较为突出!因此!把促性腺激

素的评估纳入中国
T'K7

的诊断标准!是适合中国人

口特征的*

9

$针刺治疗
T'K7

的机制在于调控生殖轴

9

!

#

$针刺对
UHVS

神经元的调控$下丘脑

UHVS

神经元是内分泌调节轴的启动因素* 针刺对

STU5

的分泌功能具有良性的调节作用!针刺可通过

兴奋下丘脑#垂体系统使性腺激素分泌增加!使卵巢

YS

+

67S

+

=

!

+孕酮&

FP0Q:GO:P0H:

!

T

'等分泌趋于正

常!从而改善患者的排卵功能*

T'K7

患者的
T'K

改

变+

)V

+高胰岛素血症+向心性肥胖及高血压均与交感

神经活性增加相关* 有研究表明针刺后
!9 N

内能增

加
!

#内啡肽水平!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从而调节

T'K7

患者
UHVS

的分泌调节月经周期,

!%

-

* 电针能

够对卵巢切除术大鼠室旁核中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神经元数量增多!刺激后产生
UHVS

"

?P

物质!

最终促进
UHVS

的表达* 同时促进血中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激素的合成和分泌!皮质酮水平及血中
=

!

水平* 同时!还发现持续的电针刺激还可促进提升血

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浓度+肾上腺皮质的功能+皮质酮

及血中
=

!

水平,

!8

-

* 经电针处理后!下丘脑
UHVS

神

经元数量增加!棘型细胞数增多!

UHVS >V35

表达

水平提高*

9

!

!

$针刺对
UH

释放调控$针刺对卵巢内分泌

功能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对交感神经调节* 低频电针通

过调节交感神经反射性的调节交感神经时标和卵巢血

流!能改变戊酸雌二醇诱导的
T'K

大鼠卵巢的
!

!

肾

上腺受体!而且能阻止
=

!

诱导的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F$%

增量调节通过交感神经支配的卵巢对神经生长因

子的反应* 胡智海等,

!$

-认为针刺胰俞穴能提高胰岛

素敏感性!能有效地降低
*

的水平!从而减轻对

STU5

的抑制作用!达到促排卵的作用!而且针刺三

阴交穴对垂体激素释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俞瑾

等,

!;

-研究发现血
67S

+

YS

值及
67S

脉冲频率数在

电针后均上升!提示电针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调节

67S

+

YS

分泌!从而起促排卵作用的* 朱晓艳等,

!<

-发

现针刺使
T'K7

不孕患者
YS

+泌乳素 &

FP01-IO?H

!

TVY

'+

*

水平降低!明显的改善
T'K7

生殖内分泌!

促进排卵!提高妊娠*

9

!

&

$针刺对卵巢局部的调控$针刺能够抑制卵

泡膜细胞异常分泌转化生长因子 #

"

从而抑制颗粒细

胞异常合成!抑制卵泡膜+间质细胞异常增生!改善卵

巢多囊状态!诱发排卵* 针刺对卵巢功能的局部调节

同时改善卵巢高雄激素血症* 在针刺对大鼠卵巢局部

调节的试验中!针刺能显著下调
T'K7

大鼠卵巢局部

调节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

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及其

>V35

的表达!降低
*

+

=

!

水平,

!;

-

*

=1?G-]:O =

等,

&"

-发现电针能使
T'K

大鼠模型下丘脑中的内皮素

升高!卵巢中的内皮素减低*

^N-HQ _

等,

&#

-研究发

现!针刺三阴交+子宫穴能提高
3U6

蛋白的表达* 电

针可提高卵巢
3U6

活性!调节卵巢交感神经活动!从

而增加卵巢血流量!减少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增加子宫

内膜厚度!提高妊娠率,

&!

-

*

综上所述!

T'K7

可能是由于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

轴失调引起的内分泌异常!主要表现为
=

!

升高!

*

升

高!中医表现为冲任停滞+痰壅胞宫!从而引起
T'K7

闭

经+不孕等临床症状* 针刺可调控
T'K7

患者的生殖

轴!通过对神经元+

UH

释放和卵巢局部的调控来改善内

分泌!最终改善排卵和妊娠等结局!因此!针刺通过调控

T'K7

性腺轴失调可能是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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