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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基毒理学》为促进自由基生物医学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并对现代毒理学作必要补充和完善，把
自由基生物医学和现代毒理学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学说，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自由基毒理学。
在赵金垣教授、庄志雄教授和郑荣梁教授的支持下，我们以中华预防医学会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员
会和中国毒理学会有关专业骨干为班底，会聚近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精英，总结国内外
自由基毒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工作中的思考，编著了《自由基毒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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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跃斌，医学博士，博导，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深圳市十
佳科研教学工作者。
中华预防医学会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委。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访问学者、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自由基毒理学研究室高级研究学者。
研究方向是遗传毒理学与分子生物学，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获2008年深圳市科技创新奖、2009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2010年中华医学科学技术奖。
 郑荣梁，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
所辐射化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自由基预防医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论文发表刊物的最高影响因子26.58，编著《自由基生物学》和《自由基生物医学》等15本书。
主攻DNA自由基快速修复及其与癌逆转的关系等。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欧盟DeBio—CCRF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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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对雄性生殖功能的调控：在生殖功能调控中NO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NO介导阴茎的勃起、调节睾丸血供及激素分泌、参与精子发生、获能并影响精子质量，从而影响男
性生育能力。
 研究者发现在睾丸精子发生全部阶段的Leydig细胞和Sertoli细胞的胞浆中，可见eNOS蛋白表达，在附
睾和输精管上皮细胞及所有组织的内皮细胞中也发现有eNOS分布，而正常生殖细胞中未发现有eNOS
的分布，但从退化的和凋亡的生精上皮内的精原细胞中检测到eNOS的存在。
另外，早熟脱落的精母细胞和精子细胞中亦发现有较强的eNOS表达，提示eNOS在精子形成和生殖细
胞退化中具有一定作用。
NO在低浓度硝普钠（SNP，10—9～10—7mol／L）存在时显著促进精子运动。
有人在研究人类精子NO的产生与精子获能和精子蛋白酪氨酸磷酸化关系时发现，培养介质中NO释放
剂促进了人卵泡滤液（FF）所诱导的顶体反应（AR），而NOS抑制物则降低了AR百分率；同时发现
，NO参与调节精子蛋白酪氨酸磷酸化，提示精子获能和被NO调节的酪氨酸磷酸化有紧密联系。
 在正常精子的头部和中部均有丰富的eNOS和nNOS，由它们催化合成的生理水平的NO对精子活力的
维持十分重要。
NO在低浓度硝普钠（SNP）（10—9～10—7mol／L）存在时显著促进精子运动；在中等剂量（10—6
～10—5mol／L）时对精子运动影响甚微；高浓度（>10—5mol／L）时则明显抑制精子运动。
NO降低精子活力可能与抑制细胞呼吸有关，而与增加细胞内cGMP合成无关。
 NO对生殖功能的调控，还体现在它可作为一种神经元到神经元、内皮细胞到胶质细胞的重要介质，
参与生殖的神经内分泌调节。
在下丘脑，NO作用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网络，保持生育能力。
 5.参与衰老和寿命的调控NO对衰老和寿命的调控作用显示在其对神经、免疫、循环等各个系统的调
节。
衰老小鼠NOS活性下降，与NO生成相关的氨基酸如天冬氨酸、瓜氨酸和精氨酸等浓度下降。
衰老时内源性NO合成分泌减少，引起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减退。
细胞产生NO减少还会导致细胞内cGMP水平降低。
NO参与的免疫防御功能因NO的减少也将发生免疫功能紊乱和巨噬细胞功能改变。
因此，与NO相关的生物功能可以提高细胞活性、延缓衰老过程。
 6.对其他系统的保护和调节NO是一种胃黏膜保护因素，有助于维持正常胃黏膜完整性，增加胃黏膜
血流量，调节黏液和碳酸氢盐的分泌，并抑制胃液分泌。
 缺血再灌注损伤时NO生成减少，补充NO则能抑制与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的多种心肌细胞损伤和肝
脏损伤。
 此外，NO在骨代谢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细胞因子调节骨组织形成和重塑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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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基毒理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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