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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分析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发现许多全身性疾病的

早期迹象#尤其在特殊环境下对急进高原人员的监测更能发挥

重要的作用'研究高原地区人群各项生理指标#对高原病防治

也尤为重要'本研究对保障的
#+$

例高原急进人员血常规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短时间$

#+@

%内由平原急进至海拔
)*+$>

#

休整后再次急进至海拔
%*+$>

#人体内白细胞和红细胞出现

从不断增加#然后又逐渐减少的过程#但是仍高于在平原时的

水平#这与周建丽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白细胞

是人体免疫机能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急性缺氧暴露后#白细胞

总数等指标的变化呈现增加趋势#随着高原驻训时间的延长#

白细胞总数转而下降(

'

)

'这与海拔高度增高#低氧低气压环境

对免疫功能影响增大研究相符'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有一定

的极限#在张翠莉等(

)

)的研究中发现#当海拔高度在
%'$$>

左右时#白细胞总数还是在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因

此#可能在
%'$$>

与
%*+$>

时#有一个阈值#超过了免疫功

能调节的极限#免疫功能受损#自我调节功能差#为此这需作进

一步研究#以此能明确什么样的海拔高度#需要人为干预机体

免疫功能#以减少急进高原部队患病率#降低因病减员率#从而

提高作战能力(

%

)

'当然#也应考虑到白细胞升高是其他原因所

造成而非低压缺氧'从红细胞的变化中可以发现红细胞增多

症并不会因为低压缺氧出现在短期高原急进人群当中'在孟

芳等(

+

)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高度的增加#

JI4

是逐渐增加

的#而且不同高度值的大小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在本次研究

中#

JI4

在不同海拔高度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样本

量的大小或者检测方法有关'除此之外#其他指标都呈现一个

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血红蛋白等指标

会因低压缺氧导致浓度升高明显#从而携带更多的氧气以供维

持生命有关'因此#确定高原藏区血常规各项参数的参考范围

不能一概而论#应依据当地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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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斌

"福建漳州解放军第
#(+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检验科!福建漳州
)*)$$$

#

!!

摘
!

要"目的
!

对闽南地区不同妊娠期孕妇甲状功能进行分析$方法
!

收集产前检查的孕妇
##%#

例!使用化学发光法测定

促甲状腺素"

4UJ

#%游离甲状腺素"

O4%

#水平并计算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的发病率$结果
!

妊娠中期%晚期的
O4%

较妊娠早

期低!而
4UJ

较妊娠早期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妊娠期各组间亚临床甲减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妊娠期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对妊娠及胎儿可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有必要在整个妊娠期对孕妇甲状腺功能进行

全面的评价!并建立相应的生物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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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妊娠期母体代谢需求增加导致甲状腺生理代谢的改

变#因此妊娠期甲状腺功能的改变受到广泛关注'甲状腺激素

在胎儿和新生儿大脑的发育过程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本

研究调查闽南地区
##%#

例不同妊娠期孕妇的甲状腺功能情

况#为该地区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的筛查#血清甲状腺激素

生物参考区间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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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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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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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本院建档行产前检

查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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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期中妊娠早期
)$+

例#妊娠中期
++*

例#妊

娠晚期
'R$

例#年龄
#&

"

%$

岁'对照组为健康非孕育龄期妇

女
#&+

例#年龄
'$

"

%$

岁'所有研究对象既往无甲状腺相关

疾病史'

A-B

!

方法
!

采集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
)>S

#应用美国雅培

Y'$$$Û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试剂为原装进口试剂#检

测血中游离甲状腺素$

O4%

%*促甲状腺素$

4UJ

%水平'

A-C

!

诊断标准
!

妊娠期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诊断标准采用

'$#'

年公布的,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推荐的诊断

标准'临床甲减的诊断标准!血清
4UJ

%

)-&)>YL

"

S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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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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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无论
O4%

是否

降低#均按临床甲减处理&亚临床甲减诊断标准!血清
4UJ

%

)-&)>YL

"

S

#血清
O4%

在参考值范围之内(

#

)

'

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FUU#(-$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

检验#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妊娠期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
!

妊娠中期*晚期的

O4%

较妊娠早期低#而
4UJ

较妊娠早期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妊娠早期*中期的
O4%

*

4UJ

以及妊娠晚期的

O4%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妊娠

晚期的
4UJ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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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妊娠期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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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妊娠期甲减&亚临床甲减发病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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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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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对于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是非常重要的#胎儿

妊娠
#'

周之前不产生甲状腺激素#只能通过胎盘从母体获

得(

'

)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低可能影响妊娠结局#导致胎儿大

脑发育延缓(

)

)

'

本研究发现#妊娠期妇女的甲状腺功能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妊娠早期的
O4%

高于对照组#而

4UJ

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原因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JIa

%与
4UJ

具有相同的
-

亚单位及
.

亚单位#由于结构相

同#

JIa

具有轻微的促甲状腺功能#随着
JIa

水平在妊娠早

期不断升高使得垂体
"

甲状腺轴受到抑制#导致血清
4UJ

水平

较正常水平降低(

%

)

'

4UJ

和
O4%

被认为是筛查甲状腺功能

减低的良好指标'李佳等(

+

)报道#血清中
O4%

水平在妊娠早

期增加#之后逐渐下降#而
4UJ

在妊娠
%

周升高#然后开始下

降#

#'

周最低#之后呈上升趋势'这些变化导致妊娠期间甲状

腺功能的参考区间与健康人的参考区间不同#且随着孕期的进

展而改变'本研究中的
O4%

检测结果比瞿俊(

*

)报道的偏低而

与许红等(

(

)报道的相近'其原因可能是瞿俊所处的重庆市是

我国的西南丘陵地区#该地区是碘缺乏病高危地区'如今在各

级政府的重视下#当地居民碘摄入量有所提高甚至超过东南沿

海地区的居民#因而导致该地区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比闽南

地区孕妇甲状腺激素水平偏高'由于存在地区性碘摄入量差

异的原因#说明了妊娠期妇女甲状腺激素水平具有地方特

异性'

本研究显示妊娠晚期组的亚临床甲减发病率为
(-+.

比

妊娠早期组的
).

和妊娠中期组的
)-R.

高#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妊娠期妇女基础代谢率增加#肾脏碘排泄率增加#随

着胎儿对碘需求量的逐渐增加#导致孕妇体内碘缺乏#从而使

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造成妊娠晚期
O4%

水平降低'因此可

以推断妊娠晚期妇女更容易出现甲减(

R

)

'战同霞等(

&

)报道#孕

妇亚临床甲减对新生儿
3

=B

8A

评分值和出生时体质量有影

响'刘小莲等(

)

)也报道妊娠早*中期妇女的临床甲减组其后代

的智力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后代'

综上所述#妊娠期临床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妊娠及胎儿可带

来不良后果'同时不同地区由于碘摄入量不同也会影响甲状

腺激素水平'因此#建立本实验室的生物参考区间#准确*及时

诊断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并及时进行干预#对减少新生儿

出生缺陷和提高儿童的智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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