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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血清置一20℃冰箱保存 ，待所有样品收集 

后，集 中测定，以避免测定时引起批间误差。 

1_3 间质细胞的制备 将 l8—20 LI龄的雄性 

SD大鼠断颈处死后 ．取其睾丸，剥除白膜，在 

三角 烧 瓶 中用 0．1％BsA(牛 族 血 清 蛋 白) 
一 HEPES(N-2-羟 乙 基 哌 嗪 一N‘-2-乙基 磺 

酸)溶液混合睾丸组织，加入胶原酶 (酶的最终 

浓度为0．01％)，于 37℃水浴振荡消化，并不时 

地用加样器吹打睾丸组织，以利于分离细胞， 

l 5min后，加入同体积的 McCoy’s培养液终止 

反应，吸取上清液过滤离 tl,(1000rpm，5min)， 

将上清液倒去，再加入新鲜培养液，与细胞混匀 

后再离心，如此反复三次。最后一次离心后，弃 

去上清液，再加入新鲜培养液，混匀后从中用微 

量加样器取出细胞悬浮液 20 1加入同体积台 

盼蓝溶液进行镜下观察 ，此时可看到经过滤的 

细胞基本上都是单个的间质细胞，只有少量的 

呈多个细胞团为杂细胞。 

1．4 LH体外生物测定法 的建立 将得到 的 

间质细胞 悬浮在含有 0．1％BsA 的 McCoy’s 

培养液中，37℃二氧化碳培养箱中预孵 1h， 

1000rpm 离心 10min二次，弃去上清液，按 10 

×10 个细 胞 ／ml浓 度悬 浮于 O．1％ BSA- 

McCoy‘s培养液 中，得到间质细胞 悬浮液，在 

24孔培养板中，每孔加人间质细胞悬浮液同时 

加入一定量的标准样品和待测定的样品，每个 

培养孔的体积为 lml，细胞数为 5×10 个，置 

在 37℃CO2培养箱中培养 5h，收集培养液待 

测。 

l_5 LH 体外生物测定 采用放射 免疫测定 

法t3]测定培养液中的睾酮含量，进而计算出血 

清中 LH 的含量。 

2 结 果 

2．1 用 LH生物测定法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雄 

性猕猴外周血 中 LH分泌水平的测定 幼年组 

为 5．4±1 7ng／ml，成年组 45 6±12，8ng／ml， 

老年组为 69．2=21．5ng／ml，结果(见图 1)。 

2．2 体外培养时间，对雄猴血清中 LH测定的 

影响 结果发现：经过处理的血清样品，随着培 

养时间的变化，LH的含量的变化趋势，结果 

(见图 2) 

幼年组 成年 老年耋fl 

图 1 不同年龄阶段的雄性猕猴外周血中 

LH 的分泌水平 

囤 2 培养时间变化与雄性猕猴外周血中 

LH的含t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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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猕猴的血清样品与羊促黄体素(oLH)标 

准样 品的相关性 剂量反应 曲线 结果表明 ： 

oLH标准剂量反应曲线与雄猴的血清样品的 

剂量反应曲线相平行 (P<0．05)，证实了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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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生物测定法稳定性好、可靠 性强 ，结果 

(见图 3) 

3 讨 论 

与前人报到的方法相比HJ，本研究对雄性 

猕猴血清中LH分泌水平采用体外生物测定 

法，采用胶原酶消化睾丸组织制备间质细胞，减 

少了间质细胞的损伤及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分 

离后的细胞存活率高；为了克服外界因素的干 

扰，用二氧化碳培养箱进行细胞培养，同时，lh 

的预孵消除大鼠睾丸内源性的因素(如激素等) 

交叉反应的干扰，提高了测定的稳定性和灵敏 

性 提示本方法对雄猴促黄体素的测定，不失 

为一种准确 可靠的方法 

本研究表明：猕猴的 LH分泌模式与人相 

似，且与有关报道的结果一致 】 LH对雄性动 

物具有促进睾丸间质细胞增值并合成雄激素， 

促进间质细胞分泌睾酮，协同 FSH促进精子 

成熟。摘除垂体的雄性动物导致睾丸退化，睾 

酮分泌下降，注射 LH或 hCG就可恢复睾丸 

的正常功能，说明 LH对雄性动物的发育起着 

重要的影响。在摘除睾丸的猕猴血液中发现睾 

酮下降，而 LH、FSH升高，可见睾酮抑制了促 

性腺激素的释放 从实验结果的动态分析可 

知：猕猴的成熟过程中，下丘脑一垂体的活动是 
一 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处于幼年时期的雄猴，由 

于其生殖内分秘尚未建立正常的反馈系统，所 

以此时期的LH的分泌水平比较低。随着猴龄 

的增大，一般在 5岁龄之后” j，下丘脑一垂体一 

性腺系统的完善，LH的分泌达到高的水平并 

趋于稳定，雄猴性功能的发育已成熟，且具有了 

生殖能力。这与 Dubey等” 报到的情况相类 

似。同时与人在青春期的 LH和 FSH的分泌 

水平升高，成年期 LH分泌达到高峰相一致 。 

而进人老年期的雄猴 ，因睾丸功能的衰退 ，对下 

丘脑一垂体轴产生巨大影响，原有形成的正常 

反馈系统的动态失去了平衡，造成正、负反馈失 

调，引起 LH的分泌水平的升高，并超过了成年 

期的分泌水平。 

总之，猕猴的年龄变化 与 LH的生理作用 

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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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LH LEVELS IN M ALE RHESUS M 0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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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pheral serum luteinizing hormone(LH)levels in rhesus monkey were estimated by in 

vtrio bioassay．The results showed peripheral serum LH levels ofjuveniIe，adule and old male rhesus 

monkey were 5．4±l 7ng／ml，45．6±1 2．8ng／ml and 69 2±21．5ng／ml respectiveb,．The studys sug— 

gested that the levels ofplasma LH in both man and monkey weve sim／lar 

Key words Rhesus monkey Luteinizing 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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