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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训练对下丘脑、垂体、卵巢的作用效应》内容介绍包括下丘脑、垂体、卵巢在不同层面上
各自分泌功能激素，通过环节或整个功能轴的交互影响作用，实现对月经周期的调控。
女性的正常月经周期与体内内分泌平衡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体内生殖激素与抗生殖激素水平的动
态平衡；各内分泌功能轴间交互效应的动态平衡；这些平衡又受制于各种功能激素产生、代谢转换、
清除诸方面平衡状态的维持。
HPO轴功能激素水平规律的周期性变化是月经周期稳定的重要标志。
当某种因素干预下，导致HPO轴任一环节功能激素水平的正常规律被破坏时，将影响周期的规律和时
程，出现月经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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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运动及训练将导致女性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hypothalamuspituitaryovarian，HPO）功
能轴激素水平发生变化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报道结果大相径庭。
要全面认识运动应激中HPO轴激素变化的效应，必须对运动中HPO轴功能激素变化的特点、规律进行
系统研究；对HPO轴的影响因素进行同步研究；对靶细胞的相应反应进行同步研究。
而运动应激状态下，主要抗生殖激素、生殖激素水平是HPO轴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HPO轴功能激素
受体是靶细胞反应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HPO轴各环节结构的改变则是影响其功能变化的根本因素。
由于HPO轴功能激素水平的紊乱将导致女运动员发生运动性月经失调（AthleticMenstrualIrregularity
，AMI），而AMI可能与过度训练密切相关，因此，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阐释AMI的病理机制
过程。
由于人体实验方法学的限制，本研究采用动物实验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逐一探讨。
实验一，运动性动情周期紊乱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其评价：本实验采取递增负荷的跑台运动形式，以雌
性SD大鼠为实验对象，大鼠随机分为运动组及对照组，辅以检测指标：体重、疲劳程度、血清总T
和T/C比值、Hb、BLA、BUN及阴道脱落细胞指标为评价依据，建立了模拟运动性动情周期紊乱动物
模型。
结果发现，持续9周的递增负荷跑台运动过程中，大鼠体重呈现渐进性降低，降低幅度超过1/30;疲劳
程度均>3级；血清总T和T/C比值随负荷增大而大幅下降；Hb呈现波动性降低，至训练结束时，运动
性贫血的症状已非常明显；BUN呈现波动性升高；BLA水平持续升高；阴道脱落细胞学监测出现白细
胞与有核上皮细胞比例交替升高、白细胞比例高于有核上皮细胞的卵巢功能持续严重受挫、功能低下
现象。
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表明，持续9周的递增负荷跑台运动过程中，大鼠体重的显著减少、血清总T
和T/C比值的大幅下降、BLA及BUN水平的明显改变、Hb的敏感性降低、日益加深的疲劳程度及阴道
脱落细胞学出现特征性的变化，均可作为运动性动情周期紊乱的诊断参考依据。
大鼠陆续发生动情周期总时间延长、各时相紊乱及动情周期抑制现象，而这些现象均为动情周期紊乱
的明显征象，其发生过程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特点。
因此，本研究所建立的运动性动情周期紊乱动物模型符合过度训练的诊断标准，模型的准确性较高。
实验二，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生殖激素、抗生殖激素水平的变化特点及其作用：本部分实验通过对运
动性动情周期紊乱大鼠模型建立过程及运动后4个周期的恢复过程中，HPO轴功能激素、抗生殖激素
及HPA轴激素水平的动态追踪测定，探讨运动性动情周期紊乱发生过程中，生殖激素、抗生殖激素
及HPA轴激素水平变化的特点、规律及影响作用关系。
检测指标：下丘脑、垂结果发现，递增负荷训练至过度训练过程中，随着运动负荷的加大及训练周期
的加长，下丘脑及垂体GnRH，血清LH、E2、P、T及FSH水平呈现逐渐降低态势，表现出明显的强度
及时间效应，并以低促性腺激素及低性腺类固醇水平为特征；长期运动训练下丘脑及垂体CRH及血
浆GC水平随运动负荷量的加大而显著升高；随训练周期的加长而显著升高。
结果表明，持续9周的递增负荷运动训练过程中，HPO轴功能激素的正常调控关系发生改变，HPO轴
功能全面受抑，体内生殖激素与抗生殖激素水平的正常平衡被破坏。
HPO轴功能受抑与HPA轴功能亢进、抗生殖激素水平异常增高密切相关，但HPO轴功能受抑的确切部
位尚需进一步确定。
同时，生殖激素及抗生殖激素水平的变化可在停训后的恢复期内逐渐得以恢复，说明这种变化是可以
逆转的。
实验三，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ER及PR水平的变化：激素通过其特定的靶细胞来发挥生理作用，靶细胞
对激素的相应反应是决定激素作用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该作用过程中，靶细胞受体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性腺类固醇激素通过与靶细胞中ER及PR的结合，使受体活化，并与靶基因中的特定DNA片段——激
素反应元件（HREs）结合，促进或抑制靶基因的表达，从而引起生物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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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训练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作用效应》是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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