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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汉两族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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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新疆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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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汉族和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精神分裂症患者间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差异!分析跨文化对维族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方法
!

采用化学发光法对
!8.

例维族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8.

例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血清促甲状腺激

素"

=V&

%&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8

%&血清甲状腺素"

=

6

%水平检测!并进行比较'结果
!

维&汉两族精神分裂症患者
=

8

&

=

6

&

=V&

水平及异常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

$

$#$/

%'结论
!

维&汉两族精神分裂症患者间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无明显差

异!其水平是否异常不受跨文化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

甲状腺激素$

!

汉族$

!

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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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患病率高'易复发和致残的慢性精神疾

病#给患者及其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研究发现精神分

裂症的发病机制与甲状腺激素有关)

!

*

(维吾尔族$以下简称

-维族.&和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因民族的社会文化

背景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

"

*

(然而#维'汉两族

精神分裂症患者间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是否在不同民族间也

存在差异#本研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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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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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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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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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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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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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住院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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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第
8

版&0$

(()0,8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

准#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和内分泌代谢疾病患者(维族精神分裂

症患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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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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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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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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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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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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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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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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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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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受试者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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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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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罗氏
(>NC;@-$!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酶免

仪#试剂标准品和质控品均为罗氏原装进口产品#严格按说明

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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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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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入组患者于入院后第二天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血
6

$

/MT

#

8/$$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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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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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清检测#采用电化

学发光法进行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V&

&'血清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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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甲状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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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测定(正常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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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标本均无脂血及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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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3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N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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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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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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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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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与汉族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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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与大脑的发育和功能活

动密切相关(甲状腺激素有兴奋神经中枢#加速
/,

羟色胺$

/,

&=

&'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传递的作用(甲状腺激素过

多可以引起精神亢进'情绪激动'烦躁不安#与精神分裂症中的

一些阳性症状有相似之处(反之#则可引起情感淡漠'情感反

应迟钝和乏力#与阴性症状相似)

8

*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

者存在着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功能性紊乱#会出现甲状腺激素

水平的改变)

6,%

*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枢神经递质代谢紊乱也可导致甲状腺

功能水平异常(甲状腺激素作为重要的内分泌激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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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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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异常#致使这些水平

异常的递质对
=V&

的调节和控制异常#引起中枢神经递质紊

乱(中枢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造成内环境不稳定#可能导致精

神分裂症的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涉及遗传'神经发育'神

经生化及环境等(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有其独

特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维族与汉族有较大的文

化差异#维族和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临床特征'症状方面存

在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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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维'汉两族精神分裂症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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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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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精神分裂症患

者甲状腺激素总异常率为
67#%"5

#较汉族
66#/"5

的异常率

略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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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尔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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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家族史'性格

倾向'吸大麻和发病前重大精神创伤事件有关#其遗传因素在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性别'职务和文化程度

等无明显关系(

综上所述#维'汉两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

水平无明显差异#其水平异常不受跨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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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儿童肺炎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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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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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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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不同类型儿童肺炎中血清
(

反应蛋白"

(43

%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7

月至
"$!6

年
7

月该院收治的
"/-

例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病毒性肺炎组
7"

例!支原体肺炎组
--

例!细菌性肺炎组
!$7

例'同期选择
8$

例

健康儿童纳入健康对照组!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43

水平!并进行分析'结果
!

病毒性肺炎组&支原体肺炎组&细

菌性肺炎组患儿血清
(43

水平较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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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性肺炎组
(43

阳性率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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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肺炎组及细菌性肺炎组
(43

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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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肺炎组&细菌性肺炎组
(43

水平及阳性率明显高于病毒性肺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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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肺炎

组
(43

水平及阳性率明显高于支原体肺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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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检测对儿童肺炎诊断具有鉴别意

义!其动态观察可指导临床诊疗!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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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儿童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而支原体肺炎和细菌

性肺炎又是儿童肺炎的常见类型)

!

*

(儿童因机体免疫功能处

于发展阶段#尚不完善#抵御外来侵袭能力较弱#加上近年来环

境污染'抗菌药物滥用等因素影响#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

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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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肺炎'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在儿科较为常见#其诱因较多#目前认为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

是其主要的致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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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缺乏早期对细菌性肺炎

和支原体肺炎的鉴别诊断方法(支原体肺炎通过检测特异性

抗体来确诊#检测等待时间较长#延误患儿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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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缺乏特异性#但在炎性反应'感染组织损伤时#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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