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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建立潮汕地区妇女妊娠
$

期血清甲状腺功能指标)促甲状腺激素"

,/O

$%游离甲状腺素"

Q,7

$的参考范

围&方法
!

以在该院接受产前检查的
)1$

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室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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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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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Lf+G

$水平!应用美国临床生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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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方法!初步测出潮汕地区妇女妊娠
$

期血清

,/O

%

Q,7

的范围&结果
!

妊娠各期血清
,/O

%

Q,7

水平不同!妊娠
$

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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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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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与中国指南推荐参考范围相近!与美国甲状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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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推荐值差异较大#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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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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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水平随孕期的进展呈动

态变化!具有妊娠特异性!本地区健康妊娠妇女血清甲状腺功能范围与非妊娠人群参考值%不同地区的妊娠妇女参考值在甲状腺

功能的评估上会有较大的差异性!针对潮汕地区人群生活饮食%碘摄入%经济文化等不同于其他地区!应建立本地区妊娠期特异的

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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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孕妇甲状腺疾病患病率增加#成为育龄妇女妊娠

常见疾病之一)中国妊娠早期妇女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

能减退$简称甲减&*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分别为
&(1_

*

*(1_

*

%('6_

'

&#'

(

)可见#妊娠甲状腺疾病中#亚临床甲减最常

见)至目前为止#妊娠甲状腺功能异常对母体和后代的不良影

响已基本明确'

$#7

(

#尤其是母体甲减在早期对胎儿大脑发育的

潜在危害)因妊娠期特殊性#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的临床表现不

典型#医生主要依赖实验室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O

&*游离甲

状腺素$

Q,7

&检验指标来评估孕妇甲状腺功能)研究表明#妊

娠期甲状腺功能各项指标的参考值受妊娠本身#以及种族*伦

理*经济文化*饮食营养和所在地区的碘营养状态*医院检测试

剂不同等因素影响'

%#1

(

#而对于同一人群#使用不同的参考范

围#在甲状腺功能的评估上会出现明显差异'

6

(

)潮汕地处沿

海#海产品丰富#人群碘的摄入不同于其他地区#同时有着自己

特别的饮食习惯和经济文化#为了使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疾

病得到正确诊断和正确干预#以确保母婴围妊娠期安全及胎儿

的健康发育#本研究以本院产检孕妇为研究对象#应用美国临

床生化研究院$

U+X-

&推荐的方法#建立本院潮汕地区妊娠妇

女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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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对象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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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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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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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门诊产检的健康单

胎妊娠妇女
)1$

例)排除标准!$

&

&有甲状腺疾病个人史和家

族史者%$

'

&可见或者可以触及的甲状腺肿者%$

$

&排除服用药

物者$雌激素类除外&)

A(B

!

检测指标
!

纳入的对象留取空腹肘静脉血各
$@"

#用

MW!)**

化学发光仪$美国贝克曼公司&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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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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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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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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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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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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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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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1

"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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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汕头市重点科技计划项目$汕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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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号&)

!

作者简介!黄华#女#副主任检验师#主要从事临床医学检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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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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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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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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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

性)各血清指标批内变异系数均小于
%_

#批间变异系数均小

于
&*_

)

A(C

!

方法
!

纳入对象中
,Lf+G

*

,

J

+G

阴性者$排除桥本甲

状腺炎*妊娠期甲状腺炎及其引起的一过性甲状腺功能亢进和

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研究组&#根据临床分期#分为早期妊

娠$

&

$$

&'

周&

,&

组
'**

例#中期妊娠$

&'

$$

'6

周&

,'

组

'**

例#晚期妊娠$

'6

$

7*

周&

,$

组
'%&

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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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的方法#选择妊娠各期血清
,/O

*

Q,7

的
0%_

可信区间作为参

考范围#即
;

'(%

为下限和
;

06(%

为上限)另外#根据本研究建立

的妊娠参考范围#对
)1$

例孕妇进行亚临床甲减*血清
,/O

升

高患病率统计#并参照其他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结果进行分析

比较)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6(*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

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
D\@

表示#呈非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中

位数$

S

&表示#正态分布资料的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85:#F?

H

+UfT+

&#非正态分布资料的两两比较和多组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

S?55#YE3;5:

H

和
cAB4C?>Y?>>34O

&)率的比

较采用
&

' 检验*

S<U:@?A

法)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

!

结
!!

果

B(A

!

一般资料分析
!

研究组的对象均为汉族潮汕居民#在年

龄*种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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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分析%

D\@

&

组别
#

年龄$岁& 孕周$周&

,&

组
'** '0(')\%('% %(17\'(*$

,'

组
'** ')()6\7(6& &)($7\$(10

,$

组
'%& ')(')\7(&) $1(0$\$(7%

B(B

!

妊娠
$

期血清
,/O

*

Q,7

水平比较
!

妊娠早期与晚期#

妊娠中期与晚期血清
,/O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妊娠
$

期血清
Q,7

水平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且血清
,/O

水平在妊娠晚期呈逐渐升高趋势#血

清
Q,7

水平在妊娠中期和晚期呈逐渐下降趋势#见表
'

)

B(C

!

本研究得出的妊娠
$

期血清
,/O

*

Q,7

范围值
!

见表
$

)

B(D

!

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值比较
!

不同种

族妊娠
$

期妇女的甲状腺功能指标不同#同一国家不同地区

$族群&#检测采用的试剂不同#妊娠
$

期妇女的甲状腺功能指

标也有差别#见表
7

)

表
'

!!

妊娠
$

期血清
,/O

及
Q,7

水平比较

组别
# ,/O

$

S

#

@!b

"

"

&

Q,7

$

D\@

#

=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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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

,'

组
'** &($7 0(*0\&(17

"

,$

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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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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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与
,&

组相比%

'

!

;

$

*(*%

#与
,'

组相比)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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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

期血清
,/O

$

Q,7

范围值

孕期
样本量

$

#

&

百分位数

;

'(%

;

06(%

,/O

$

@!b

"

"

&

!

妊娠早期
'** *(&& 7(&)

!

妊娠中期
'** *(&7 7(%%

!

妊娠晚期
'%& *(7* %(1)

Q,7

$

=

@8>

"

"

&

!

妊娠早期
'** )(6) &%(1$

!

妊娠中期
'** 1('6 &'(1%

!

妊娠晚期
'%& %(%) &&(0'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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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

期血清
,/O

$

Q,7

参考值比较%

;

'(%

$

;

06(%

&

参考值 试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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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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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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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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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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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

%(1* *(7*

$

%(1) )(6)

$

&%(1$ 6(0*

$

&7(7* %(%)

$

&&(0'

本研究建立
-:<C@?5 *(&$

$

$(0$ *(&7

$

7(%% *(7'

$

$()% &'(**

$

'$($7 1('6

$

&'(1% 0()*

$

&)('*

中国指南推荐
MLX *(*$

$

$(1* *('1

$

$(%* *(')

$

%(*6 &&(70

$

&)()7 &&('*

$

'&(71 0(1$

$

&)($$

+GG8;; *(*%

$

%(&6 *('6

$

$()* *(1*

$

1()7 &'(0&

$

''($% 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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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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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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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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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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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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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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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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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Z

无数据)

B(H

!

根据不同妊娠期参考值指标获得亚临床甲减*血清
,/O

水平升高的患病率比较
!

按中国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

指南和美国甲状腺学会$

+,+

&指南标准对本组孕妇进行亚临

床甲减等疾病诊断#并与本研究得出的参考值诊断结果进行比

较#由于
+,+

指南标准中只有
,/O

#没有
Q,7

值#因此#只比

较
,/O

升高的患病率$亚临床甲减的可能&

'

)#0

(

)采用普通人

群的参考值#本组妊娠
$

期孕妇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明显低于

采用本研究建立参考值所得患病率#漏诊率分别为
%*_

*

&**_

*

1'(%_

)采用本研究建立参考值#本组妊娠
$

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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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推荐的参考值所得

患病率#两者患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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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采

用后者的阳性检出率较高#即参考
+,+

指南推荐的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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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有导致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妊娠妇女被诊断为亚临床甲

减的可能)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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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在妊娠后#体内激素水平和代谢发生的变化影响

着甲状腺相关激素水平#同时#甲状腺为了适应妊娠生理需求

会作出相应的正常生理功能调整#妊娠妇女体内甲状腺激素水

平会随着孕期的进展呈动态变化)本研究结果表明#妊娠晚期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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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较妊娠早期*妊娠中期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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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妊娠早期#妊娠晚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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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

别低于妊娠早期和妊娠中期#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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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孕妇在妊娠中期和妊娠晚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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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逐渐下

降趋势)以上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妊娠各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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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具有特异性的事实)这种特异性使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指标

参考范围明显不同于非妊娠女性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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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普通人群的

参考值诊断妊娠甲减会发生不同的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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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甲状腺

功能正常的妊娠妇女有被诊断为亚临床甲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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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个地区的碘营养状态*医院检测试剂等不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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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考范围也有导致甲状腺疾病诊断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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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

的差异性提示与族群*经济文化*饮食习惯*所在地区的碘营养

状态*医院检测试剂等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针对潮汕地区属海滨城市#人群生活饮食*碘摄

入*经济文化等不同于其他地区#建立本地区妊娠各期血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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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正常参考值有助于对本院产检孕妇的妊娠甲状腺

疾病作出早期诊断和及时的有效干预#是母婴安全及妇女儿童

保健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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