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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2tk�±·̈µ̄ ∏̈®¬±2to��2tl是体内广泛分布的免疫细胞因子o与生殖功能密切

相关o影响着生殖的多个环节∀ 睾丸中巨噬细胞占间质组织的 ush o能产生大量的 ��2to睾

丸细胞也可能产生少量 ��2t1tov2∀ 一些体外实验相继证明o��2t影响间质细胞的功能o能抑

制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k«≤�l刺激的睾酮分泌1woxoz2∀ 但这些结果主要来自于鼠类等实验动

物o人和家畜研究较少∀而且o上述研究未能对 ��2t调节睾酮分泌的途径和机理进行系统的

研究o仅得出一些阶段性的结论o从而给准确了解细胞因子在睾丸中的调节造成障碍∀为此o

本实验利用体外培养的仔猪睾丸间质细胞o 通过睾酮前体物向睾酮转化的实验o系统研究

了 ��2tΑ对睾酮合成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t 材料与方法

tqt 试验材料

睾丸采自重庆本地 u∗ v周龄长白仔猪o于培养液中用保温瓶在 u«内送至实验室∀

tqu 仔猪睾丸间质细胞的制备和培养

睾丸分离培养参照文献1w2的方法进行处理}将睾丸在新鲜的 ⁄j°�≥ 液中清洗 v∗ w

次o剪除其他组织!剥离被膜~在盛有 ts°¯胶原酶消化液 ksqx°ª ° l̄的平皿o用镊子将睾

丸组织拨散∀ 在 vuε 下先后消化 vs°¬±和 ux°¬±~消化液用 w层铜网筛过滤后离心ktxssµ

°¬±ox°¬±lo沉淀物用 ⁄� ∞� Β � ¤°jƒ 2tuktΒ tl培养液稀释到一定浓度ktsy 个细胞 ° l̄o

苔盼兰染色计算细胞存活率k� |xh l∀ 间质细胞接种于 ws°¯培养瓶中o在 vuε !饱和湿度

下o每瓶加入 x°¯⁄� ∞� Β � ¤°jƒ 2tuktΒ tl培养液k内含维生素 ∞ tsΛª ° ō胰岛素2转铁

蛋白 xΛª ° ō抗生素 tss∏ ° l̄培养oxu«后结束培养∀培养液离心ktxssµ°¬±o x°¬±lo上清

液贮于p usε o备测睾酮∀

tqv 睾酮测定和数据分析

睾酮含量用放射免疫分析法k� �� l测定o实验中每个处理重复 v次o结果以平均数? 标

准误表示∀ 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2检验统计分析 ∀

u 结果与分析

uqt ΙΛ2t Α抑制 ηΧΓ 刺激的睾丸间质细胞睾酮的分泌

仔猪睾丸间质细胞与逐渐增高的 ��2tΑ剂量ks∗ tss∏ ° l̄共同培养 w{«后o用 «≤�

kxs∏ ° l̄刺激 w«o间质细胞分泌的睾酮o随 ��2tΑ剂量的增大而降低k图l∀ us∏ °¯的 ��2tΑ
可抑制 ysh 的睾酮产生k°� sqstloxs∏ °¯的 ��2tΑ抑制性最强k约 yxh o°� sqstl∀

   图 ΙΛ2t Α对 ηΧΓ 诱导的睾丸

间质细胞睾酮分泌的影响

kαΒ β� sq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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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qu ΙΛ2t Α对睾丸间质细胞中睾酮合成酶的影响

睾丸间质细胞在分别含有 w种睾酮合成前体物}胆固醇kx°ª ° l̄!孕烯醇酮kxss±ª

° l̄!脱氢表雄酮kxss±ª ° l̄和雄烯二酮kxss±ª ° l̄的培养液中o用或不用 ��2tΑkxs∏ ° l̄

刺激培养 w{«后o用 «≤�kxs ∏ ° l̄刺激 w«o雄烯二酮组生成的睾酮量最大o远高于其他组o

但不受 «≤� 单独或与 ��2tΑ协同的影响k°� sqsxl ~脱氢表雄酮组仅受 ��2tΑ的抑制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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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sxl~孕烯醇酮组受 «≤� 或 ��2tΑ的影响较大o«≤� 显著增加其睾酮产生量o而 ��2tΑ则

明显降低其睾酮的产生量k°� sqsxlo两者协同 ��2tΑ则抑制 «≤� 的促进作用k°� sqsxl~

胆固醇组也不受 «≤� 单独或与 ��2tΑ协同的影响k°� sqsxl∀

v 讨论

本实验用剂量逐渐增高的 ��2tΑ刺激体外培养的仔猪睾丸间质细胞o发现 ��2tΑ对

«≤� 诱导的间质细胞睾酮的分泌有剂量依赖性抑制oxs∏ °¯的 ��2tΑ产生的抑制效应最大

k约 yxh lo这个结果基本印证了前人在小鼠1y2及猪1w2上得出的结论∀

关于 ��2t抑制 «≤� 效应的机理o目前多依据 «≤� 的作用途径进行研究∀ � ¤∏§∏¬·等

kt||ul研究了 ��2tΑ对 «≤� 与间质细胞膜上受体的结合及其第二信使 ¦� � ° 的影响o发现

它的作用位点不在¦� � ° 产生之前的环节∀为此o本实验研究了 ��2tΑ对睾酮 w种合成前体

物转化为睾酮的影响o进一步揭示 ��2tΑ对睾酮合成酶的影响∀根据猪睾丸中睾酮的合成途

径}胆固醇) 孕烯醇酮) 脱氢表雄酮) 雄烯二酮) 睾酮o«≤� 可促进孕烯醇酮组睾酮的产

生o而 ��2tΑ抑制 «≤� 的促进作用o但脱氢表雄酮和雄烯二酮的转化不受影响o说明 ��2tΑ
抑制 «≤� 的效应o可能在于抑制 «≤� 诱导催化孕烯醇酮转化为脱氢表雄酮的酶) ) tzΑ2

羟化酶 ≤ tzous裂解酶k°wxstzΑl的活性~��2tΑ可抑制基础状态下孕烯醇酮组和脱氢表雄酮组

睾酮的产生o而不影响雄烯二酮组基础睾酮的产生o表明 ��2tΑ抑制催化脱氢表雄酮的酶o

也可能影响催化孕烯醇酮的酶o但 «≤� 单独或与 ��2tΑ协同皆对脱氢表雄酮组无影响o说

明 °wxstzΑ的活性很可能是 ��2tΑ的调节点∀这个结果与小鼠上的实验结果基本相同1vox2o它

们在分子水平上证实o��2tΑ几乎 tssh 的抑制幼鼠间质细胞中 °wxstzΑ° � �� 的表达∀ 无

论怎样o本试验未发现 ��2tΑ和 «≤� 对胆固醇组的影响o其原因尚不清楚o可能与胆固醇转

入线粒体的过程中所受的复杂调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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