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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质醇是由机体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皮质神经轴系

$

R+,

%的调节控制下分泌#受到生物节律性*体液性及神经的

调控'尽管当前大多实验室运用全自动生化仪器已能较为准

确地测定出血清中皮质醇的含量#但由于检测的标本在进入实

验室前的所有工作环节是不受检验科所监控#标本的采集质

量#检验人员是无从得知#检验质量更是无法保障'为了使广

大医务人员能对实验室分析前质量控制引起重视#了解皮质醇

在检测前所需要注意的事项#有效提高皮质醇测定的检验质

量'本文在此重点阐述皮质醇分析前的各类影响因素#并探讨

如何尽量控制和避免这些因素对皮质醇测定的影响'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皮质醇分析测定前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生理因

素*病理因素*外界因素和人为影响四类'以下将对这些因素

作一综述'

C

!

生理因素

C2C

!

性别
!

性别的差异是否能成为男性与女性间机体分泌皮

质醇水平不同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尚未统

一'其中以
[@K

?

AG79

*

*K8=9;BB

*

);8M@G=9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青少年及成人的皮质醇分泌水平存在有性别上的差异'而

NJL@DJ8

#

.9K>88;9

等学者则认为#性别因素不是引起机体皮

质醇分泌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

C2D

!

心理
!

紧张*焦虑和压抑等心理状态可促使皮质醇分泌

增加'其原因在于患者抽血时产生的紧张*恐惧等心理状态变

化易引起
R+,

轴的持续激活#致使机体分泌皮质醇增加#导

致检测结果与患者体内原有的皮质醇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有

学者研究表明#心态的变化会影响皮质醇的分泌水平(

1

)

'

C2E

!

睡眠
!

睡眠时间的合理性及规律性可影响皮质醇的分

泌'其原因可能为人体脑神经的功能性调节和生理性休整需

要在规律且充足睡眠时间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机体应有的良好

状态'当机体在睡眠时间不足时#大脑神经会因其生理性休整

受限而影响其功能性调节能力下降#从而抑制了
R+,

轴的活

性#最终导致体内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减少'有研究显示#受试

者在失眠的不同条件下#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均较在正常睡

眠条件下其体内皮质醇水平低(

"

)

'

C2F

!

运动
!

运动的方式*强度及时间不同对皮质醇分泌水平

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其主要的原因为运动造成体内的高能消

耗需要机体大量血糖和脑神经通过调节加速脂肪动员及分解

蛋白质为体机提供能量来支持'其过程为运动带来的机体内

部高能代谢可引起
R+,

轴兴奋#从而刺激肾上腺分泌皮质醇

增多'另外#由于皮质醇具有抗炎作用#其水平升高还可能与

运动引起的炎症有关'有研究表明(

3

)

#小*中强度运动后机体

各组织对皮质醇摄取量增加#使血液循环的皮质醇浓度减少&

剧烈运动或是运动持续时间长时#可使机体皮质醇水平升高'

C2G

!

妊娠和分娩
!

妊娠可使女性机体皮质醇分泌水平发生变

化'其原因为女性在妊娠期间#胎盘给机体造成的劳力负担可

促使脑神经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R

%和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

,-(R

%促进肾上腺合成#造成分泌皮质醇增多'

且该途径不受激素反馈调节'有研究表明#妊娠期女性的血清

皮质醇浓度较其正常状态下的血清皮质醇浓度水平高'另外#

分娩时的女性也会因为处在应激状态中#精神极度紧张而导致

皮质醇增多&有文献(

$/#

)报道#皮质醇水平的变化与分娩的发生

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C2X

!

先天遗传
!

皮质醇合成酶的基因缺失和突变可影响皮质

醇在机体的分泌水平'其主要原因为人体合成皮质醇某些酶

的基因存在有先天缺陷或基因突变#这些基因的
TQ,

编码序

列在
)Q,

转录和翻译后#无法合成一类具有有效促进皮质醇

合成的皮质醇合成酶#最终导致皮质醇无法合成或合成不足#

致使该类疾病患者血清的皮质醇水平较正常人低'有研究表

明(

5/:

)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患者#其体内皮质醇水平较正

常人低'

C2Y

!

年龄差异
!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的血清皮质醇水平也可

能不尽相同'其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器官组织发

生功能性衰退导致骨质修复功能减弱#造成成骨细胞合成能力

下降#破骨细胞合成能力增多'因破骨细胞具有促进皮质醇分

泌的能力#因此皮质醇的分泌水平会随着老龄人体内破骨细胞

的增加而升高'有文献表明#老年组血清中的
,-(R

水平和

皮质醇水平略高于青年组水平(

0

)

'还有研究结果显示#年龄的

增长与皮质醇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老年人血清皮质醇水平较

健康成年人显著升高'此外#新生儿在出生后其体内皮质醇的

改变是由于新生儿处在人体内外环境的改变中#本能的应激反

应刺激了他的大脑神经中枢#激活了新生儿的
R+,

轴系统#

最终促使皮质醇分泌增多#以便于新生儿更快适应子宫外环

境'有研究显示(

4

)

#刚出生的新生儿脐血皮质醇水平明显

升高'

C2Z

!

营养不良
!

营养不良可影响机体皮质醇分泌水平'其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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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于食物或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或缺乏#导致脑神经得不到

足够的能量供应#造成
R+,

轴功能紊乱#迫使肾上腺分泌皮

质醇增多#提高机体对自身脂肪*蛋白质的分解能力#为机体提

供能量以维持正常代谢活动'有资料提示#营养不良可使皮质

醇分泌水平增多(

1%

)

'

C2[

!

饥饿
!

饥饿可使机体皮质醇水平分泌增多'其主要是由

于机体进食少或不进食#胃肠排空后周期性的蠕动收缩会形成

一种饥饿信号刺激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引起
R+,

轴兴奋#促

进皮质醇合成*分泌增多#加强肝糖原及脂肪分解代谢#促进糖

异生#以保证机体葡萄糖的供给'有研究表明(

11

)

#随着饥饿时

间的延长#血浆皮质醇水平呈上升趋势'

C2C\

!

肥胖和减肥
!

肥胖对机体皮质醇分泌水平有一定的影

响'其原因为过多的脂肪组织在大脑内堆积#造成脑神经受到

周围脂肪组织的压迫#促使脑神经常因受到内环境限制的刺激

而做出相应的调节指令'这些指令作用于下丘脑#使其合成及

释放
-)R

并激活了
R+,

轴#导致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增多#以

调节机体脂肪的分解和分布'另外#减肥时进食少或是服用减

肥药等#均可使机体产生一定的应激反应#导致
R+,

轴兴奋#

造成机体皮质醇分泌异常'有文献(

1"

)报道#机体皮质醇浓度

与肥胖程度呈正相关'

C2CC

!

其他因素
!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可影响皮质醇的分泌

水平#如脱水或水中毒等导致的血液浓缩或稀释*进食*站立

体*耐力*哺乳*前列腺素
P"

"

*衰老(

13

)

*个体间差异*个体内差

异*经前综合征*闭经*绝经期潮红及各种手术产生的应激作用

等(

1%

)

#均可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机体皮质醇测定水平存在偏

高或偏低的现象'

D

!

病理因素

D2C

!

脑部创伤
!

脑部创伤影响皮质醇在血清中的分泌水平'

其原因为脑部的损伤可刺激丘脑下部的第三脑室近旁的室旁

核传递损伤冲动信号到背内侧核中#激活了合成
-)R

的神经

元#使其合成及释放
-)R

增多#引起
R+,

轴兴奋#导致肾上

腺分泌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增强机体抵抗力#维持和恢复内环

境稳定'有学者研究认为皮质醇水平随颅脑损伤程度加重而

显著#对估计患者伤情轻重及估计预后有实际的临床意

义(

1$/1#

)

'

D2D

!

糖尿病
!

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肾上腺皮质合成分泌皮质醇

存在异常'其原因可能为糖尿病患者体内环境的高糖异常代

谢状态促使机体启动了氧化应激系统#造成体内产生过多的高

活性分子如活性氧自由基和活性氮自由基'这类分子不仅可

以直接氧化和损伤
TQ,

*蛋白质*脂类等物质#还可以作为分

子信号#激活神经多种应激敏感信号通路#其中也包括激活了

R+,

轴#使皮质醇分泌增多参与机体内代谢的调节'其次#氧

化应激作用产生的高活性分子可直接损伤应激敏感区海马#导

致海马退行性变#使海马对
R+,

轴抑制功能减弱#最终也可

引起血浆皮质醇水平升高'有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存在皮质

醇分泌增高的现象(

15/10

)

'

D2E

!

肿瘤因素
!

肿瘤性疾病影响血清皮质醇分泌的水平'其

原因为克隆性增生的肿瘤细胞能产生具有
,-(R

或
-)R

活

性的物质#刺激垂体及肾上腺分泌过量皮质醇导致机体皮质醇

水平升高'有研究表明#前列腺癌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明显高

于前列腺增生者(

14

)

&肿瘤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明显高于常人#

且不同类型肿瘤皮质醇升高程度不一'

D2F

!

抑郁症
!

抑郁症亦能使血清皮质醇水平变化'其主要原

因为抑郁症患者下丘脑的
#/

羟色胺受体功能低下或缺陷#导

致能产生愉悦情绪的
#/

羟色胺神经递质与相应受体结合障

碍#使患者长期处于情绪消沉的状态中#该状态又能刺激
R+,

轴功能兴奋#使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增多'另外#抑郁症患者中

枢的去甲肾上腺素受体功能敏感性降低#导致下丘脑不受去甲

肾上腺素的反馈调节#引起下丘脑脱抑制性分泌
-)R

增多#

使皮质醇水平升高'有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皮质醇水平升

高#且与抑郁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1

)

'

D2G

!

肝脏疾病
!

肝脏病变时也可影响到血清皮质醇的水平'

其原因为皮质醇的代谢大部分在肝脏内与硫酸或葡萄糖醛酸

结合而灭活*降解#后经肾脏排出体外'因此#肝脏发生疾病会

导致肝分解代谢皮质醇的能力下降#导致血清中的皮质醇含量

改变'

D2X

!

血液透析
!

血液透析可引起机体皮质醇浓度的变化'其

主要原因为血液透析可有效清除严重创伤患者血中的皮质醇

和炎性因子#避免了因炎性因子而诱发的脑神经的应激反应和

机体大面积炎性反应#有效降低了患者发生全身炎性反应的可

能性#从而改善了人体内环境中皮质醇分泌调节的变化状态#

维持机体的正常运作'有文献显示#血液透析可有效改善机体

血中的皮质醇浓度(

""

)

'

D2Y

!

其他疾病
!

此外#当患者有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或萎缩*

脑垂体瘤*系统性红斑狼疮*视觉障碍*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及

处于濒死状态时(

1%

)

#亦可影响到皮质醇的合成分泌#导致血清

皮质醇水平升高或降低'

E

!

外界影响因素

皮质醇的分泌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外界因素如气候*温

度*海拔*吸烟*环境中有毒物质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

体脑神经的调节反应#从而造成皮质醇的分泌发生变化#进而

使人体内皮质醇浓度发生变化'

E2C

!

气候与温度
!

皮质醇的分泌水平受气候和温度影响'其

原因为不同的气候与温度条件可刺激机体外周和中枢的温觉

感受器#温觉感受器会将这种刺激转化为信号传递给中枢神经

系统#信号经中枢神经系统整合及加工后#由中枢神经系统
/

靶

腺系统发出指令#作用于各个靶腺#使各靶腺的活动发生改变#

其中也包括抑制或是激活
R+,

轴#使肾上腺分泌皮质醇水平

变化#共同参与机体调整产热或散热的过程#从而达到保持体

温的相对稳定#使机体更快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有资料显示

高温*高湿条件下皮质醇分泌增多(

"3

)

'

E2D

!

海拔的变化
!

海拔的变化也会造成人体内皮质醇浓度发

生变化'原因为人体从平原地区进入高原地区后#大气氧分压

迅速降低#机体处于高原缺氧的应激状态#可迅速激活
R+,

系统#促进皮质醇分泌增加#加速蛋白质*脂肪分解及糖原异生

以提高血糖浓度#为机体提供更多的能源#有利于机体适应高

海拔低氧的环境'相关研究表明#平原人群进入高原低氧环境

后#血浆皮质醇浓度随海拨的增高明显升高(

"$

)

'

E2E

!

职业
!

人体内皮质醇浓度还受到从事的职业的影响'职

业紧张可作为一种紧张信号被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和整合并传

递给下丘脑#下丘脑接收刺激信号分泌
-)R

增多作用于垂体

释放
,-(R

#促进肾上腺皮质合成*释放皮质醇#使体内皮质

醇浓度升高'国外对职业紧张与皮质醇浓度的关系研究发现

职业紧张可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了职业

紧张促进皮质醇的分泌'

E2F

!

吸烟
!

吸烟可引起机体皮质醇分泌增多导致检测结果偏

高'其原因为香烟里的尼古丁成分有类似
-)R

的活性#可激

活垂体释放
,-(R

#使血浆皮质醇增高'有研究显示用尼古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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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注入小鼠体内#其血浆皮质醇明显增高#将小鼠垂体切除后#

则此种作用消失'同时也有报道指出长期吸烟者血浆皮质醇

水皮高于健康人'

E2G

!

环境中有毒物质
!

环境中有毒物质的接触或吸入可使皮

质醇分泌异常'原因可能为接触或吸入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后#

其在体内蓄积达到一定程度#超过机体的自主清除能力#造成

机体某些组织功能损伤#甚至是机体活动障碍'故当毒性物质

积累超出机体清除能力时#可损伤肾上腺内分泌功能#造成皮

质醇分泌异常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大鼠在隔暴露的情况下血

浆皮质醇浓度高于对照组'

E2X

!

噪音
!

噪音可促使机体分泌皮质醇水平升高'其原因为

噪音可刺激人体大脑#使其处于应激状态中#造成脑神经交感

神经兴奋#激活了
R+,

轴#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有研究表明#

人体暴露于噪音中可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升高(

"#

)

'有学者研究

发现#受到噪声刺激的实验组大鼠#皮质醇水平比对照组高'

E2Y

!

致热源
!

致热源可影响机体皮质醇分泌水平'原因为外

源性致热源物质进入机体后#使机体因发生应激反应而合成各

类免疫细胞和免疫细胞因子增多#这些物质可分泌或作为致热

信号作用于脑神经中枢的体温调定细胞#使其发出产热信号并

作用于下丘脑#从而造成
R+,

轴兴奋#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增

多#最终引起机体体温升高'有研究报道#内源性致热源白细

胞介素
/5

是机体应激反应中最灵敏和最重要的标志物#该物

质在体内的含量与皮质醇分泌水平呈正相关'

E2Z

!

酒精中毒和戒酒
!

酒精在机体的滞留可导致机体皮质醇

水平分泌异常'其原因为超负荷的饮酒#可导致过多的酒精因

不能得到肝脏的有效代谢而随血液进入大脑#刺激或破坏神经

元细胞膜#促使神经元细胞传出损伤信号'中枢神经系统在接

收此类信号后#通过整合并加工处理后发出调节指令#激活各

种神经应激系统通路$包括
R+,

轴%#促使其肾上腺分泌皮质

醇增多'另外#由于饮酒者对酒精有依赖性#急性戒酒也会使

机体感到不适产生应激反应#从而使
R+,

轴功能紊乱#导致

皮质醇分泌异常'有报道表明#酒精可通过
R+,

轴促进肾上

腺分泌大量皮质醇(

"5

)

'

E2[

!

异嗜性抗体
!

异嗜性抗体在使用免疫法检测皮质醇浓度

时可对其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其原因为异嗜性抗体可同时结

合捕获抗体与标记抗原#形成异常的反应复合物#消耗了可与

待测皮质醇结合的捕获抗体#导致出现了检测结果假性偏低的

现象'另外#异嗜性抗体还可以只与捕获抗体结合#占据了待

测皮质醇的位置与空间#从而使得检测结果假性偏高'可因异

嗜性抗体与试剂中标记物抗体的结合形式不同而导致不同的

测定结果'有文献表明#免疫法检测皮质醇浓度#受异嗜性抗

体干扰可使结果假性降低(

":/"4

)

'

E2C\

!

其他
!

人长期处在光线偏暗或偏强*水体酸碱性过高或

过低的环境或是胸部刺激*乳腺手术*铅中毒*吸入一氧化碳*

电击治疗*季节变化和太空旅行等因素(

1%

)

#机体为适应环境而

作出应激反应#神经系统兴奋#

R+,

轴活性增加#最终表现为

皮质醇分泌出现异常#使测定结果出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

F

!

人为影响因素

在实验分析前的标本采集过程中#护士或实验室工作人员

操作不当或工作中某一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响标本的质量#从

而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异常'常见的人为因素如下!

F2C

!

采集时间
!

标本采集的时间正确与否可影响到血清中皮

质醇的结果分析'其原因为皮质醇的分泌呈明显的昼夜节律

性#呈脉冲式变化#其分泌峰值约在上午时段#随后逐渐下降#

至午夜达最低水平'因此#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建议患者早晨

空腹前来采血'另外#一次的测定结果可具偶然性#应多次检

测或动态随访观察#以较准确地评价及诊断内分泌系统的

功能'

F2D

!

抗凝剂的使用
!

抗凝剂使用不当可对皮质醇的分析测定

产生影响'原因为使用含有抗凝剂的血浆对皮质醇的测定结

果影响较大#直接用血清测定结果影响小'有学者研究发现#

荧光示踪物$

NK3X

%易受化学物质的影响#当
NK3X

与抗原或

抗体及酶结合形成酶标免疫复合物时#抗凝剂可参与其中反

应#致使结合物原来的结构出现改变#该结合物可导致荧光免

疫竞争法和免疫荧光分析法测定皮质醇产生假性结果'

F2E

!

标本的保存与处理
!

不合理地保存和处理标本也会造成

皮质醇的检测结果不具可比性现象'其原因是对血标本进行

离心分离血清时#玻璃试管因管壁的脆性及硬性#在离心过程

可以使标本成分破坏#导致血清的皮质醇含量发生改变'塑料

管柔韧性很好#对标本有形成分破坏较小#对测定结果影响不

大#而且塑料管应用于标本运送和自动化标本处理过程不易破

碎#安全性更好#使用后也易于处理'此外#采集后的标本应立

即送检#不宜长期保存及反复冻融#因为标本在离体环境中时

间过长#血清中的皮质醇浓度或活性可能降低#反复冻融的标

本对皮质醇的测定结果产生偏低现象'

F2F

!

添加剂干扰
!

添加剂的误用可影响皮质醇测定的方法学

选择'原因为目前市场出售的用于分析测定皮质醇的试剂常

含有与检测方法相联系的添加剂#如防腐剂*塑化剂*吸附剂*

荧光物质等#这些物质除了具有本身的作用特点外#还可能与

待测物竞争标记物#干扰待测物的抗原或抗体与标记物的结

合#或影响免疫复合物的发光强度'

F2G

!

标本质量
!

标本的溶血*脂血和黄疸等质量问题均可影

响皮质醇分析测定#导致其结果失真'其原因主要如下!标本

一旦溶血#红细胞破裂致使胞质成分进入到胞体外#而稀释血

清中的皮质醇#最终导致皮质醇测定结果偏低&标本为脂血时#

脂血中的乳糜微粒具有散射光及屏蔽效应作用或脂血增大的

粘度阻碍了抗原抗体的结合概率#影响免疫比浊法和放免法对

皮质醇的分析&黄疸标本含有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及能吸收特定

光谱的胆红素#两物质都可造成以辣根过氧化酶为标记物的

N[\!,

法产生非特异性显色和异常的吸光度值'因此#为能

获得更能准确的分析结果#在标本采集过程中#应严格按要求

操作#把好分析检测前标本质量关'

F2X

!

其他因素
!

除了以上提及的人为因素外#还有些因素也

可影响皮质醇水平的分析#如混淆患者的血样而贴错标识条形

码'采集量过少或是服用含
5

#

/

羟基皮质醇*

11

#

/

羟基皮质醇*

1:

"

/

羟基皮质醇*

5/

甲氢化泼尼松*卵磷脂的药物等因素(

1%

)

'

G

!

讨
!!

论

综上所述#下丘脑
/

垂体
/

靶腺轴参与皮质醇等内分泌激素

的分泌与调节#其机制和过程复杂多变#且易受到内外环境及

某些疾病的干扰'虽然影响皮质醇分泌水平的因素看似繁多#

但是把这些所有的因素归结起来我们不难看出#皮质醇分泌水

平的调节是依赖
R+,

轴神经系统的控制#无论什么原因刺激

到
R+,

轴神经系统的每一个功能组织环节#均会影响皮质醇

分泌水平的变化'因此#如何确保人体
R+,

轴神经系统功能

调节的稳定性#就成为确保皮质醇检测结果质量的重要问题'

此外#人为技术性的影响也是导致皮质醇检测结果失准的常见

原因'

由于现在医疗单位制度的局限性#检验科无法$下转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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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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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监测#管理和控制检验标本分析前受到的影响$以致实验结果

常表现出不能符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的现象$因此给临床医生在

诊断疾病时增加难度%如何改进现存的状况$已成为医学界必

须重视的问题%就医院而言$应建全医疗基础设施$可在抽血

室和等候区增设空调和进行适当的装饰$保证患者处在舒适的

环境$控制患者受到的外界环境刺激到最少%对于医生而言$

应注意患者就诊时各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身体状态$正确告知

患者检测项目的注意事项和把握患者的抽血时间%至于患者

本身内在因素的影响$相关医疗工作人员和患者都较难掌控$

但在此之前可安排护理人员与患者沟通交流和指导如何更好

地配合工作$以缓解抽血前患者的紧张及恐惧感%凭借提供优

质的服务促使患者以最合适的状态前往抽血检查%对于人为

技术因素$医院可通过加强相关人员的知识及技能培训并严格

考核其对本业务的掌握和熟练程度%针对实验科室而言$在接

收血样时$着重检查标本是否浑浊#乳糜#溶血及足量等质量问

题&分离血清或血浆等处理时$严格遵循标准操作规则$对存在

质量问题的分析物$应当选出合格#标准的部分来测定分析%

为此方可降低因人为的失误对皮质醇分析前的影响%此外$实

验室还可以为患者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如此可短期或长期多次

监测患者皮质醇的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综合的数据$减少漏

诊或误诊%

随着医学科学不断地发展进步和社会对医疗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医院也需要持续不断改进各种管理制度和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但仅依靠实验室的单方努力改进是远达不到目的的$

还应有临床科室和护理部等部门的共同参与合作$最好相关部

门能够配合并按照实验室要求标准分别对本科室的工作制度

与准则进行规范及完善$提高工作和服务质量%有了上述各部

门的支持与配合$皮质醇分析前影响因素的监控工作将做得全

面到位$确保检测和就医服务质量$最终达到既能准确分析标

本又能提升医院高品质服务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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