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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男性排精后血清睾酮水平的周期性变化

蒋 鸣!

杭州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系，杭州 G<((’(

摘 要： 为了解男性排精后可能存在的性激素变化过程，在排精后连续禁欲的情况下，对 ’* 人血清睾酮（9）水

平进行了两个时段的每天定时检测。检测发现，在排精后连续禁欲的第 ’. 天，睾酮水平变化不明显；在禁欲的第

; 天，睾酮水平出现一个明显的高峰，峰值平均提高至底线的 <I.D;J。第 ; 天后如果再继续禁欲，没有再发现明

显的变化。排精是这一周期性现象的前提和开始，没有排精就没有这种独特的周期性变化。这些结果说明男性排

精会引起睾酮水平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形式以禁欲第 ; 天出现一个高峰为标志。这些结果证实了血清睾酮

水平这种周期性变化现象的存在以及排精与这一现象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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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酮（9）是男性的主要性激素，与精子的生成

和成熟有关［<G］。血清睾酮水平与性兴奋有明显的

关系，有报道表明，青年男性在性兴奋时血清睾酮

水平平均提高 ’<D;J［I］。在正常男性，促性腺激素

和睾酮水平存在着年周期性变化，但引起这种变化

的机制尚不清楚［.］。而且，睾酮水平在一天中也存

在着 有 规 律 的 涨 落 变 化，但 这 种 变 化 的 幅 度 很

小［=，;］。排精与血清睾酮水平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男性排精是否会引起性激素特定模式的周期性变

化？这个变化过程的形式怎样？时间有多长？这些

问题至今尚未完全了解。

禁欲第 ’; 天是获得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精液的

最佳 时 间［*<<］，在 连 续 禁 欲 ; & 后 精 液 质 量 下

降［<(<’］。根据这些事实，作者在 <>>> 年曾提出一个

假设：男性在排精后连续禁欲的情况下，存在一个

特定的为期 ; 天的内分泌和代谢过程。在这 ; 天

中，受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调控的各种性激素，

经历一个特定形式的变化过程，使精子的生成速度

和成熟速度加快［<G］。这个假设意味着排精可以引起

有关性激素的一系列变化，这个变化过程的时间约

为 ; &。为了解排精与血清睾酮水平的关系和血清

睾酮水平的变化情况，我们进行了实验测试。



! 材料和方法

!"! 测试对象 本组测试共有 !" 个自愿参加者，

年龄在 !#$% 岁。测试期间被测试人员身体健康，无

任何服药情况。血样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抽取（上午

#&’(&## ’&& 和中午 ## ’(&#! ’&&），每个被测试人员每次

抽取血样的时间都在每天的同一时间，以减少睾酮

水平日变化的影响。

!"# 实验过程 测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 个人被随机分为 ! 组，一组成员（ ! ) #$）在测试

前进行了 * + 以上的禁欲，并在排精前进行血清睾

酮水平检测；另一组成员（! ) #$）在排精前不禁欲，

由于他们的禁欲时间长短不一，在排精前未检测血

清睾酮。所有 !" 人都在排精后禁欲 " + 以上，并每

天测定血清睾酮的浓度。在第二阶段的测试中，从

!" 个被测试的人员中，随机留下 #, 个人。这 #, 个

人被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人。第一组的成员再次

排精，并在排精后禁欲的情况下，连续 " + 以上测定

血清睾酮水平；第二组成员在第一阶段的测试后，

继续禁欲 *" +，不排精，并测定每天的血清睾酮水

平。在整个测试期间，每个受试者的测试日程表是

按照受试者的排精日期确定的，各受试者检测时间

上的交叉可以排除其它可能存在的时间因素的影

响。如果一个受试者的禁欲被意外的排精所打断，

则必须从排精开始，全程重测。血清睾酮浓度的检

测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完成。所有的样本

用同一台仪器检测，由同一组人员完成测试。

!"$ 统计方法 测试的结果用 -./01 2 345 表示。

数据的显著性测试采用方差分析方法。

# 结果

所有 !" 人的血清睾酮水平在排精后禁欲的情

况下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变化。检测的第一阶段，

在排精后连续禁欲的第 * 天，血清睾酮水平出现一

个明显的高峰，只有一个受试者的峰值出现在第 ,
天。第 * 天的睾酮水平平均提高至 #$%6*7（分布在

##*6"7#8*6(7），比第 % 天高 ($6&7（" 9 &6&#），比

第 , 天高 !%6$7（" 9 &6&#，见表 # 和图 #）。表中

表 # : 排精后禁欲各天的睾酮水平

;/<=. #6 >/?/ @A 1.BC- ?.1?@1?.B@0. =.D.=1 /A?.B .E/FC=/?G@0（0H I +=，-./0 2 345，! ) !"）

;J. AGB1? KJ/1.

;G-.
（+/L） ; !

;J. 1.F@0+ KJ/1.

MB@CK #

; !

;G-.
（+/L）

MB@CK !

; !

& (*$ 2 #8 #$
# ("$ 2 #* !" (*" 2 $! " 8 ("* 2 (, "
! (*% 2 #* !% (,$ 2 (8 * #& (*" 2 (, "
( ("& 2 #* !* (,, 2 (8 * ## ("8 2 !" "
$ ("% 2 #% !% ("# 2 (* * #! (", 2 (& "
% $&$ 2 #% !% (8$ 2 $& , #( ("# 2 !* "
, $!, 2 !& !" $!# 2 (! " #$ ("( 2 ($ *
* %!$ 2 !!N !" %!" 2 ($ N " #% (*& 2 (& "
" $#* 2 #% !" $!% 2 (& " #, (*! 2 ,$ $
N;J. D/=C.1 @A +/L * /B. 1?/?G1?GF/==L +GAA.B.0? ?@ ?J. +/?/ @A @?J.B +/L1（" 9 &:&#）: ;，1.BC- ?.1?@1?.B@0.:

图 #: 在排精后禁欲期间，血清睾酮

水平（;）出现独特的周期性变化

OGH6 # : 3.BC- ?.1?@1?.B@0.（ ;） =.D.=1
1J@P.+ 1K.FG/= K.BG@+GF FJ/0H.1 +CBG0H /<1?GQ
0.0F. K.BG@+ /A?.B .E/FC=/?G@0: R F=./B ?.1?@1Q
?.B@0. K./S /KK./B.+ @0 ?J. *?J +/L @A /<1?GQ
0.0F.:

,(% 生 理 学 报 RF?/ TJL1G@= : 3G0: %$ 卷



第 ! 天的值表示排精前经过 " 天以上禁欲的受试者

（! # $%）的睾酮浓度，这些受试者排精后第一天出

现一个次高峰，第 ! 天与第 $ 天的差异明显（" &
!’!!$）。禁欲第 () 天期间，血清睾酮水平的变化幅

度很小，在第 * 天开始上升，第 + 天出现高峰，第 "
天的血清睾酮水平明显回落（" & !’!$）。此外，$%
个在测试前没有禁欲的受试者，在禁欲测试的第 $)
天中血清睾酮水平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这表明

测试时期的血清睾酮水平与测试前排精次数和频率

无关。既如果连续禁欲的时间在第 * 天或第 + 天前

被再次排精所打断，前一次排精后的第 + 天就不会

出现血清睾酮水平的高峰。只有在排精后连续禁欲

的第 + 天，睾酮的峰值才会出现。

在第二阶段的测试中，第 $ 组成员在排精后连

续禁欲的第 + 天，血清睾酮水平又出现高峰；而在

第一阶段后继续禁欲的第 ( 组，血清睾酮水平没有

再出现明显的变化（表 $，图 (）。

图 (, 第二阶段测试中第 $ 组（ ! # "）与第 ( 组（ ! # "）

血清睾酮水平变化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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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上述测定结果表明：（$）血清睾酮水平在排精后

连续禁欲的约 + @ 期间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这个

变化的形式以 禁 欲 第 + 天 出 现 一 个 高 峰 为 标 志。

（(）这一周期现象是以排精为前提和以排精为起点

的，如果不排精就没有血清睾酮水平的周期性变化，

即血清睾酮水平的周期性变化现象是由排精引起

的。（G）由于睾酮的高峰在时间上十分有规律地出

现在禁欲的第 + 天，从已有的知识推论，血清睾酮

的周期性变化可能是由下丘脑 H 垂体 H 性腺轴的调

节和反馈功能造成的。（%）禁欲第 + 天的血清睾酮

水平高峰后，睾酮水平不再出现与排精有关的周期

性变化。这说明睾酮水平的高峰也表示了一个周期

性变化过程的结束，一次排精对睾酮水平的影响时

间大约 + @。如果在禁欲的第 + 天前又发生排精，则

后一次排精会干扰前一次排精的影响。这些内容和

结论证实排精会引起血清睾酮水平的周期性变化，

表明排精与血清睾酮水平周期性变化的关系和男性

排精对血清睾酮水平的影响时间。这些实验结果支

持作者先前提出的假设。

由于血清睾酮周期性变化是由排精引起的，并

出现在排精之后，因此，有理由推测这可能是一个

精子生成和成熟的加速过程。我们一般认为，精子

生成和成熟的速度是不变的［$%］。但一些对精液研究

所获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念［$)$+］。在禁欲开始的

$) @，精液中精子的数量等几种变量都呈线性增

长［G，$)，$"，$I］，第 * 天 起 保 持 稳 定［$)］。J>/A17 等 发

现［$+］，禁欲的不同时期向前运动的精子比例和精子

数量的增量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排精后加速的情况。

从本次实验结果来分析，第 + 天血清睾酮水平的上

升，将产生负反馈抑制 KL 的释放［(!，($］，从而导致

睾丸睾酮分泌减少［((，(G］，这会影响第 + 天后精子的

发生。这些都支持加速过程的推测。

按照血清睾酮水平周期性变化的时间长度，男

性的血清睾酮水平状况可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从

排精到禁欲第 + 天的受排精影响时期；另一种是禁

欲第 " 天以后至下一次排精的无睾酮水平周期性变

化的时期。由于雄激素对男性生理上有多重影响，

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生理状态会有一定的差异。对男

性来说，+ 天周期（可称为男性周期）是一个重要的

生理周期，它的机制和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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