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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三碘甲状原氨酸#甲状腺素和促甲状腺素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
!

茜

!江苏省扬州市五台山医院
!

00!###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三碘甲状原氨酸!

K%

#$甲状腺素!

K$

#和促甲状腺素!

K?B

#的表达"探讨其表达关

系及临床价值"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帮助'方法
!

收集该院确诊的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病例组"

.#

例健康体检者为健

康对照组"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的表达"探讨其关系及临床特点'结果
!

病例组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低表达!

F

&

#'#!

#"其
K%

$

K$

和
K?B

的表达均与精神分裂症的分型有关"且表达均呈正相关!

F

'

#'#!

#'结论
!

早期联

合检测
K%

$

K$

和
K?B

可能对发病初期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

三碘甲状原氨酸(

!

甲状腺素(

!

促甲状腺素(

!

化学发光法

!"#

$

"#'%()(

%

*

'+,,-'").%/$"%#'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0#""

#

"(/00.%/#0

!!

精神分裂症为精神科常见的疾病!其致残率较高!对家庭

和社会造成很大负担'

"

(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患者的发病与内

分泌功能调节紊乱有关!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

腺轴异常'

0

(

#本实验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三碘甲状原

氨酸)

K%

*"甲状腺素)

K$

*和促甲状腺素)

K?B

*的表达!探讨其

临床价值!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精神科
0#"#

年
"

"

"0

月确诊为精

神分裂症的患者作为病例组#纳入标准均严格按照/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0第
%

版作出诊断#排除标准$)

"

*近
%

个

月内曾发生过感染性疾病或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0

*有药物过

敏史的患者.)

%

*合并心"肝"脑"肾等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病

例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

岁#分型$紧张型
0#

例!偏执型
$"

例!青春型
%#

例!单

纯型
0(

例!未分化型
0#

例#选取同期体检的健康者血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f"#'("

*岁#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等基础因素的

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病例组患者均于确诊后次日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8D

!分离血清!冰箱中冻存待检)标本均于半个月内集中检

测*#

K%

"

K$

和
K?B

的检测应用化学发光法#在检测中!严

格按说明书操作!并由同一专业人员进行!努力避免误差!严格

质控#

$'&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应用
?1?)'"0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用

?FT

法进行两两比较#同时对数据进行线性相关分析!以
F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血清
K%

"

K$

和
K?B

水平表达的比较
!

病例组患者

血清中
K%

"

K$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两组血清中
K?B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病例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K%

#

K$

和

!!

K?B

水平表达的比较&

Of=

'

项目 病例组)

$]"$#

* 健康对照组)

$].#

*

9

值

K%

)

8843

%

D

*

"')%f#'!%

%

"'&$f#'0) %'"%

K$

)

-843

%

D

*

&!'#$f('$)

"

(0'!(f&'"( !')(

K?B

)

>Z

%

8D

*

0'.(f#'%! 0'&)f#'!0 "'"!

!!

%

$与健康对照组
K%

比较!

F

&

#'#!

.

"

$与健康对照组
K$

比较!

F

&

#'#"

#

%'%

!

病例组中偏执型与单纯型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水

平表达的比较
!

单纯型患者血清中
K%

"

K$

水平明显低于偏执

型!两组血清中
K?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0

#

表
0

!!

病例组偏执型与单纯型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

K?B

水平表达的比较&

Of=

'

项目 偏执型)

$]$"

* 单纯型)

$]0(

*

9

值

K%

)

8843

%

D

*

"')!f#'!#

%

"'00f#'$% %'.!

K$

)

-843

%

D

*

&)'$#f"#'$%

"

.!'%(f.'%# $'&(

K?B

)

>Z

%

8D

*

0'!.f#'$$ 0'%(f#'0& "'($

!!

%

$与单纯型
K%

比较!

F

&

#'#!

.

"

$与单纯型
K$

比较!

F

&

#'#"

#

%'&

!

病例组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水平表达的关系
!

经

线性相关分析!血清中
K%

和
K$

的水平表达呈正相关 )

8]

#'$0

!

F]#'#"&%

*!

K%

和
K?B

的水平表达呈正相关)

8]

#'$)

!

F]#'#0%"

*!

K$

和
K?B

的水平表达也呈正相关)

8]

#'$#

!

F]#'#%).

*#

&

!

讨
!!

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确!反复发作!致残率较高的

精神疾病#甲状腺激素不仅是重要的分泌激素!而且与中枢神

经系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网络联系#相关研究认为精神分裂

症发病机制与甲状腺激素有关!血清中甲状腺激素异常!可能

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身代谢异常的结果'

%/$

(

#甲状腺功能减退

&

%.0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CD92E<5

!

F4G<82<70#""

!

H43'%0

!

F4'"(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脑代

谢障碍是主要因素!脑血流量减少!血管阻力增大!因而氧耗量

和葡萄糖耗量都减少!引起脑缺氧和糖代谢障碍!在甲状腺机

能恢复的同时脑循环也恢复正常'

!

(

#蒋彩霞和唐英'

)

(认为抗

精神药物治疗后!患者血清中
K%

"

K$

升高!因此!

K%

"

K$

可能

与精神分裂病的发病及治疗有重要关系#

本实验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水平低表达!且其表达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提示
K%

"

K$

和
K?B

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及发展#而实验结

果显
K%

"

K$

和
K?B

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提示
K%

"

K$

和
K?B

在疾病发生"发展中可能具有协同性的正向作用!但是其形成

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甲状腺激素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可加

速多种神经递质的合成及代谢速度!在生理情况下甲状腺激素

能促进
JF1

的转录及蛋白质翻译!影响基因表达及调节代

谢!进而对情感有重要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

下降是由于脑内多巴胺和
!/BK

"

FM

等神经递质的异常!致使

这些异常的递质水平对
K?B

激素的调节和控制异常!引起中

枢神经递质代谢紊乱'

.

(

#因此!应用合理药物治疗过程中!及

时准确地监测血清中
K%

"

K$

和
K?B

的表达!可能对判断疗效

及预测治疗进展有重要意义'

&/(

(

#

总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表达明显降

低!三者具有协同正向作用!早期联合检测
K%

"

K$

和
K?B

可

能对发病初期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监测患

者的治疗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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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检测在新生儿梅毒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何艳嫦"凌步致"姚镇华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的检测在新生儿梅毒的早期诊断及治疗中的意义'方法
!

以
.#

例产前

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妇所产新生儿的脐血!

ZI=

#或外周血!

X=

#作为标本来源"联合使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KJZ?K

#$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KXX1

#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MD>?1

#

%

种方法检测
KX/>

O

E

'结果
!

通过血清学检查"

KJZ?K

阳性

0)

例"

KXX1

结果
.#

例全部阳性"

MD>?1

阳性
"&

例'结论
!

检测
KX/>

O

E

抗体是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及疗效判断的可靠方法'

关键词!婴儿"新生(

!

先天梅毒(

!

梅毒
/>

O

E

!"#

$

"#'%()(

%

*

'+,,-'").%/$"%#'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0#""

#

"(/00.$/#0

!!

近年来!梅毒在我国重新流行!威胁着部分人群的健康#

随着性传播疾病的蔓延!梅毒发病率不断增加!新生儿先天梅

毒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

"

(

#孕龄期女性是梅毒的高发人群!梅

毒螺旋体易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导致先天性梅毒!对胎儿及新

生儿造成不良影响'

0

(

#现对
.#

例产前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

妇所生的新生儿的脐血或其血液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

验)

KJZ?K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KXX1

*

%

种方法检测#检测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

目的为降低先天梅毒的发生!早期诊断及治疗先天梅毒的患

儿!降低其对新生儿的危害#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期间
.#

例在该

院产前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妇所生产的新生儿!其中男
%0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芬兰
ET/%

酶标仪及
ET/$

洗板机#

KJZ?K

试剂购自上海科华生物有限公司!

KXX1

试剂为日本

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提供!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为

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

!

方法
!

所有患者标本!应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KJZ?K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检

测
KX/>

O

E

#严格按照各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且有质控品

同时进行试验#

%

!

结
!!

果

本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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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有早期先天梅毒的临床特征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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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先天梅毒!即胎传梅毒!妊娠
$

个月梅毒螺旋体经

过胎盘传递给胎儿所致#先天性梅毒根据其临床症状出现时

间的早晚可分为早期先天性梅毒和晚期先天性梅毒!出生后两

年内出现临床症状的称为早期先天性梅毒!两年后出现临床症

状的称为晚期先天性梅毒#特点是不发生硬下疳!早期病变较

后天梅毒重!比晚期较轻!心血管受累少!骨骼感官系统)如眼"

耳"鼻*受累多见#先天性梅毒在胎儿期可表现为肝脏肿大"胎

盘增厚"胎儿水肿"宫内生长迟缓"非免疫性溶血"早产"死胎

等!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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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临床症状!多在出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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