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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世 纪 环 境 与 生 殖 健 康 的 需 求

我国环境与生殖健康的需求分析

人口、资源、环境是制约各国，特别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控制人口增

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中的关键。但是，人类在经济生

产活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后果。与国

民生计有关的化学物质有6～7万种，其中20％具有生殖毒性。这些环境中的生殖毒性

物质直接危害着人类的生殖发育健康，导致各种形式的出生缺陷，严重地影响着人口

素质，环境污染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新世纪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环境对人类生殖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如下：

1. 我国男性的精子质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不断下降，直接导致人类生育能力降

低。 据统计，我国1987年至1999年间精子密.度和正常精子百分率已经分别下降了近

10％和12％。 

2. 上海市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高达10％左右，新生儿的先天畸形往往是孕前

或怀孕早期受到不良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早产、死胎、死产、新生儿死亡和婴幼儿

夭折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存活的畸形儿不仅本人痛苦，成为人口素质较低的

人群，同时给家庭和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目前上海市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约

0.9％，7岁以下儿量现残率为0.9％。

3. 环境污染也已严重影响到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是造成儿

童性早熟、儿童肥胖症发病率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上海市儿童性早熟发病

率已达1％；环境的重金属污染物对儿童神经系统和智力发育的危害也日益严重。

4. 环境污染对于一些生殖相关疾病的发生也有重要影响。例如：从70年代到90

年代这二十年间，我国女性乳腺癌和宫体癌的发病率分别上升了50％和76％。我国60

岁以上男性中，43％患有阻塞性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癌发病率亦明显增高。

由上可见，认识环境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很重要，也很必要。生殖是高度复杂的生

命现象，诸如细胞和组织特异的基因表达于调控、细胞的增殖分化、细胞之间的识别和

作用，细胞凋亡、细胞外基质的局部合成降解，血管发生等，贯穿了生殖的全过程。因

此，在生殖的某些过程中（如配子的发生和胚胎发育）环境污染物均可导致对人类生殖

发育健康的有害影响。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大力关注和支

持环境因素与生殖危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且决定把21世纪定为“生殖健康世纪”。

新世纪环境污染对生殖健康影响研究的切入点

1. 新世纪环境污染的特点决定了以环境化学污染物为重点，但决不能忽视生物

因素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目前环境污染已经经历第一代（煤烟、氮氧化合物）、第二代（汽车尾气），向第

三代（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发展。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ers, EDs）指环境

中一类具有激素样属性，能干扰生物体的内分泌活动，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生殖系统、胚

胎发育和正常生殖功能的化学物质，其种类繁多，包括农药类、多氯联苯类、重金属类

和化工产品（例如溶剂、增塑剂）等。EDs不仅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同时能通过多种途

径使人类暴露于之，从而引起生殖系统肿瘤、男女不孕不育、胎儿及婴幼儿发育障碍

等等。EDs引起的生殖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与生殖健康相关的另一重要的环境因素是生物因素。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

等感染引起生殖道微生态平衡破坏，从而引起生殖系统疾病，最终导致不育、疾病的

母婴垂直传播等。新生儿Torch综合症、胎传梅毒、婴儿HIV感染等均由此因素造成。

2. 解决环境污染对生殖健康的影响，需要新的思路、新方法，采用医学生物学

的最新成就开展多层次、多水平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机的系统,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对这个复

杂的有机系统的作用机制,不可能仅仅在某一个水平上得到彻底的阐明,而局限于单一

水平或单一层次的研究模式,必定阻碍人类对环境因素危害机制的认识。对儿童性早

熟的研究表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通过提前引发下丘脑－垂体－性腺导致性早熟；

另一研究显示，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等具激素依赖性，而EDs－体内激素

水平－癌相关基因之间又有交互作用。针对这种整体性、多向性，研究人员正在或将

在多层次、多因素上深入研究：①环境污染物的分类及在环境中的转归机制、分布规

律，对人类影响及途径、局部消除或控制等动力学方面的研究。②以人体或动物模型

为对象，在整体、器官、细胞、亚细胞和分子等不同水平上探索EDs与机体的交互作

用及分子干预。③探索寻找敏感而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并建立可靠的预警系统。④通过

建立EDs对细胞的影响机制，寻找在分子水平上的干预方法，实现对污染物引发的细

胞损伤有效治疗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3. 加强有关环境污染与生殖健康关系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

通过推动和提高人们自觉保护环境、防范环境污染的观念和意识，尽量减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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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物的产生；加强生殖

健康的科普和宣教，使人们

了解生殖健康，认识到身边

的有害环境因素，学会采用

防护方法，达到保护生殖健

康，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和生殖健康水平。从目

前而言，除齐心协力整治大

环境外，人们对生活中的小

环境，如室内空气、墙面涂

料等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环境与生殖健康影响的几个研究热点

1. EDs在环境－食物链中迁移转化及对人体生殖健康效应的风险评价：阐明EDs

在食物链的吸收途径、富集模式，并对其影响生育系统健康危害进行风险评价，为控

制环境EDs进入人体途径提供实际资料和科学依据。

2. 男性精液质量下降的调查研究：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均提示人类精液活动率下

降、正常形态精子减少、排精总数及精液量也下降。目前多数环境毒理学家认为EDs

可能与之有关。追踪精子质量下降的趋势、寻找其原因，是关系人类生殖健康与后代

繁衍的重大问题。

3. EDs引起的泌尿生殖道微生态改变所致生殖异常中的作用研究：研究发现EDs

如TCDD能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而某些致病微生物感染亦可能通过引发女性

盆腹腔部的局部免疫反应，产生炎性介质，参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但两者的作

用机制均不清楚。建立动物模型、筛选相关基因，研究环境EDs和致病微生物影响这

些基因表达的作用机制，以期能阐明环境因素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效应机制，并推广

到预防EDs的其它效应中。

4. EDs引起儿童发育异常及其防治对策的研究：儿童性发育异常，特别是性早熟

的发病率近年来显著增高，已成为目前最常见的小儿内分泌疾病之一。虽然对其作用

机制还不是十分的了解，但EDs可被视为假性性早熟的直接病因，真性性早熟的重要

促进因素。开展有关的环境EDs污染物的检测和筛查，深入研究其影响性发育的作用

环节和作用机理，将有助于对性早熟防治策略的研究、改善下一代青少年的青春发育

和体格发育水平。

建议与展望

环境与生殖健康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应进一步明确新世纪解决我国环境与

生殖健康问题的总战略目标，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跨越不同的学科，从全球全国的角度提出环境

与生殖健康问题，必须开展多学科的协作，为保护和建设我国的环境、保障我国广大

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做出贡献。

我们应重视并加强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殖健康影响的研究，从而能从评定接触污

染物的安全水平、早期发现不良效应、以及筛检敏感人群和高危人群三方面构建环境

污染对生殖健康影响的预警体系，以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殖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结果能为决策部门制定针对性强而又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和相应

法规提供科学依据，以加强有关环境污染与生殖健康关系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推

动和提高人们自觉保护环境、防范环境污染的观念和意识，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和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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