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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对精子质量影响的机制研究

杨天峰 1，沈云芸 1综述；徐方忠 1，2审校

1.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心理压力是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心理机制层面，心理压力导致精子质量下降与压力知觉

增加及不同应对方式相关，外界压力源可能导致压力知觉增加进而影响精子质量，而不同应对方式又可能调节压力知

觉对精子质量的影响。在生理机制层面，心理压力会影响交感肾上腺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下丘脑-垂体-睾
丸轴的正常功能，导致精子发生的内分泌环境紊乱，进而影响精子质量。本文对心理压力影响男性精子质量的心理和

生理机制进行综述，为男性不育症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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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stress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the decline in male sperm quality. In terms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e decline of sperm quality due to psychological stres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perceived
stress and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External sources of stress can elevate stress perception, then affect sperm quality,
while coping strategies may modulate the impact of stress perception on sperm quality. In terms of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stress disrupts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the sympathoadrenal system, hypothalamic-pituitary-ad⁃
renal axis and 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 axis, leading to disturbances in the essential endocrine environment for
sperm production. This review synthesizes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sychological
stress influences male sperm qualit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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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问题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之一。自 1960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率一直

处于下降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变迁、

经济发展、教育年限变化及生育意愿改变等，其中不

可忽视的是男性生育潜能的降低，表现为精子质量逐

年下降［1-2］。精子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年

龄、肥胖、咖啡因、体育锻炼、阴囊温度和电离辐射

等，近年多项研究表明心理压力也是精子质量下降的

重要因素［3-4］。本文通过检索既往研究文献，从心理

机制和生理机制 2 个层面对心理压力影响男性精子

质量的机制进行综述，为男性不育症防治提供理论依

据和方向。

1 心理压力导致精子质量下降的心理机制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压力源主要包括灾难性事

件、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工作压力等。经历灾难性事件

往往会对个体身心造成重大打击，进而对其精子质量

造成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事件发生过后的几年内依

然持续［5］。压力性生活事件（如应试压力、生活压

力等）可能影响精子浓度、活力和正常形态精子比

例［6］，有研究显示，一年内经历多次压力性生活事

件的男性与未经历的男性相比，精子浓度、精子活力

正常形态精子比例更低［7］。此外，被诊断为不育症

也是一种压力源，患者不仅需要承担治疗费用，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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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8］，导致患者生活质

量降低［9］，精子质量进一步下降。除突发的压力性

事件，过大的工作压力同样可对精子质量造成损

伤［10］。关于不同压力源与精子质量下降的关系，现

有研究结果并未统一［7, 11-12］，可能是因为从压力源到

产生不良结果之间还存在中间变量影响，如压力知

觉、应对方式等。不同个体对同样的压力源可能产生

不同的压力知觉或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最终对其精

子质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1.1 压力知觉

压力知觉指个体对刺激事件进行分析后，为刺激

事件赋予一定的意义，进而对该事件是否造成压力进

行评定。在心理压力与精子质量相关的研究中，研究

者大多采用 COHEN 等［13］编制的压力知觉量表（Per⁃
ceived Stress Scale，PSS）评估压力知觉。研究发现，

压力知觉与精子质量下降有关，压力知觉水平较高的

男性精子浓度、精子活力和正常形态精子比例更低［12］。

根据 FOLKMAN 等［14］的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不

同个体受压力源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体如何评价和应

对压力，个体对压力源的评价分为初级评价和次级评

价。在初级评价阶段，个体关注外部压力源多大程度

上会对自身造成影响；在次级评价阶段，个体会评估

压力事件的特征、应对方案、可能达到的预期效果及

应对方案的可行性［14］。从这个角度看，外部刺激对

个体是否具有应激性需经过压力认知评价决定。研究

发现，当压力知觉得分与精子质量呈负相关时，压力

性生活事件数量与精子质量无统计学关系［12］。而另

一项研究发现压力知觉得分、压力性生活事件数量均

与精子质量呈负相关［7］。表明压力源并不会直接导

致精子质量下降，而是通过增加个体的压力知觉影响

精子质量。

1.2 应对方式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对压力源的评价结果

会影响其应对方式：当个体认为压力源对自身有危害

且无法避免时，更可能采取聚焦情绪的策略；当个

体认为压力源充满挑战性时，更可能采取聚焦问题

本身的策略［14］。这 2 种应对方式均可影响压力知

觉，进而改变压力源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

发现工作压力大的男性通过及时寻求家人与同事的

支持，能有效改善精子质量下降问题［10］；面对不育

压力时，采取聚焦问题的积极应对方式可以降低个体

压力知觉［15］。

然而，当个体处于高压力知觉状态时，也可能采

取一些消极应对方式来逃避压力带来的负性情绪。例

如，高压力知觉与高脂食品摄入增加、运动频率降低

及吸烟频率增加显著相关［16］。但通过不良生活方式

调节压力和情绪会进一步导致精子质量下降［17］，形

成恶性循环。

2 心理压力导致精子质量下降的生理机制

心理社会因素在精子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也会导致器质性病理改变，如少

精症、弱精症等。因此，明确心理压力导致精子质量下

降的生理病理改变是揭示其疾病机制的另一重要层面。

目前认为心理因素主要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影响自

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等中介机制，继

而导致心身疾病。心理压力导致男性生殖功能相关疾

病的重要生理机制有 3 种：交感肾上腺系统（sympa⁃
thoadrenal system，SAS）通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轴通路和

下丘脑-垂体-睾丸 （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
axis，HPG）轴通路［18］。心理压力下，SAS 和 HPA 轴

被激活，以调动能量应对压力情境；而作为压力反应生

理适应的一部分，HPA 轴会抑制 HPG 轴的正常活动，

长期处于压力情境时，HPG 轴被过度抑制，使精子发生

所需的内分泌环境失调，最终导致精子质量下降。

2.1 SAS 和 HPA 轴相关激素

SAS 和 HPA 轴是对压力作出反应的 2 个主要

系统。SAS 的主要中枢整合部位为蓝斑，压力情境

下蓝斑释放去甲肾上腺素，激活下丘脑室旁核

（paraventricular nucleus，PVN）。作为 HPA 轴的中

枢位点，PVN 神经元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和精氨酸

加压素。这些神经肽被分泌到垂体前叶，刺激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释

放，随后 ACTH 依次释放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雄激

素。糖皮质激素是 HPA 轴的最终效应物，负责调节

和终止压力反应［19］。

然而，长期处于压力状态时，机体会反复激活

HPA 轴，使 HPA 轴发生紊乱。与其他内分泌系统一

样，HPA 轴受负反馈系统的调节，下丘脑和垂体中

均有检测糖皮质激素水平变化的受体，当糖皮质激素

水平升高时，下丘脑和垂体中的受体被激活，对

CRH 和 ACTH 的分泌形成负反馈抑制，使糖皮质激

素水平下降［20］。当 HPA 轴被反复激活时，来自

PVN 神经元的信号刺激 CRH 过度分泌，而糖皮质激

素的负反馈调节不足以抑制这种效应，导致 HPA 轴

发生紊乱，CRH、ACTH 和糖皮质激素过度积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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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过度分泌的激素会对健康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

包括对男性精子质量的损害［22］。

2.2 HPG 轴相关激素

精子发生是由精原细胞逐渐成熟形成精子的连

续生物学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调节通路是 HPG
轴［23］。下丘脑产生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
tropin-releasing hormone，GnRH）刺激垂体前叶分泌

促卵泡激素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 和

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维持精子发

生所必需的高睾酮浓度［24］。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使

HPA 轴发生紊乱，过度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和 CRH 可

从不同层面影响 HPG 轴功能，进而影响精子质量。

一方面，糖皮质激素的过度分泌会上调促性腺激素抑

制激素 （gonadotropin-inhibitory hormone，GnIH） 的

表达［25-26］，使 GnRH 表达下降，导致垂体中 LH 和

FSH 的释放减少［27］，影响精子发生所需的内分泌环

境。另一方面，过量糖皮质激素不仅诱导睾丸间质细

胞凋亡［28］，还能降低睾丸中 LH 受体浓度，使睾丸

对 LH 的敏感度降低，导致睾酮分泌减少［29］，影响

精子质量。

CRH 过度分泌会导致 β-内啡肽合成释放增加，

而 β-内啡肽水平的升高与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精子活

力较弱和精子数量较低有关［30］。一方面，β-内啡肽

可以阻断下丘脑中 GnRH 的释放来抑制垂体分泌

FSH 和 LH，从而抑制间质细胞分泌睾酮，降低精子

数量和活力［31］；另一方面，β-内啡肽的受体存在于

间质细胞中，压力可诱导睾丸间质细胞凋亡从而影响

睾酮分泌，影响精子发生［32］。此外，CRH 受体也被

发现在部分 GnIH 神经元中表达［33］，在心理压力状

态下 CRH 分泌增加时，下丘脑中 GnIH 神经元也会

被激活，抑制 GnRH 的正常分泌，影响精子发生，

最终造成精子质量下降。

心理压力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生理机制与

HPA 轴过度激活引发的 HPG 轴功能下降相关，而

GnIH 似乎是连接 HPA 轴与 HPG 轴的关键激素，糖

皮质激素和 CRH 的过度分泌均会导致 GnIH 的释放

量增加，从而抑制 HPG 轴的正常功能，扰乱精子的

发生。

2.3 其他相关激素

压力激活的内分泌效应不仅局限于 HPG 轴，还

会影响其他激素。与精子质量有关的 2 种主要的垂

体激素为催乳素和生长激素，受糖皮质激素的影响。

催乳素在男性中没有特定的靶器官，但它具有一些非

特异性作用，包括对睾酮分泌的控制及对性行为的调

节［34］。适量的生长激素可促进精子发生，可能与其

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的表达有关［35］。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1 在男性生殖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与睾

丸中早期的精子发生相关［36］。而长期处于心理压力

状态下，催乳素和生长激素过度分泌可导致男性性腺

功能减退症，使睾酮分泌和精子发生减少［37］。

3 小 结

心理压力对男性精子质量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 2 个层面

探讨了心理压力导致精子质量下降的机制。从心理机

制上看，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外界的压力源会对精子质

量造成损伤，但并未将研究对象的压力知觉考虑在

内，压力知觉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个体的应对

方式、自身特质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深入探究

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发掘针对不同个体有效降

低压力知觉的方式，探讨不同的心理压力缓解方法

（如锻炼、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对精子质量的改

善效果，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另外，已经被诊断为

不育症的患者心理压力水平与精子质量之间往往相互

影响，难以区分两者的因果关系，在选取研究对象时

应规避这种可能的影响。从生理机制上看，长期的心

理压力会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进而影响精子质量。

GnIH 可能是 HPA 轴对 HPG 轴产生作用的关键激

素，可以考虑继续探究心理压力下影响 GnIH 分泌的

中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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