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杰#男#检验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物化学的研究'

!论
!!

著!

武汉市青山地区
%$3#

例月经失调女性性激素检测结果分析

刘
!

杰!王
!

强!夏
!

洁!谢跃文

"武汉市普仁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
*$##3%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武汉市青山地区
%$3#

例月经失调女性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方法
!

应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

中孕酮"

D8bB

#'睾酮"

':;'

#'泌乳素"

D8-

#'雌二醇"

:!

#'促黄体生成素"

-̂

#'卵泡刺激素"

0;̂

#浓度$结果
!

D8bB

异常
%++

例!占
%*2*!i

&

':;'

异常
%!3

例!占
+2!3i

&

D8-

异常
$!$

例!占
!$2*%i

&

:!

异常
$$*

例!占
!*2!#i

&

-̂

异常
"73

例!占

*%2%7i

&

0;̂

异常
""$

例!占
*#2#)i

$结论
!

武汉市青山地区月经失调女性中!

-̂

与
0;̂

异常所占比例最高!卵巢功能失调

可能是女性月经失调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月经失调&

!

性激素&

!

女性

!"#

!

%#2$+7+

"

F

2@GGA2%7)$6*%$#2!#%72#3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6*%$#

"

!#%7

#

#36%#376#$

9)(/

3

+.+,)+.F1&+12&+8/1+,-+&F%,20,)&-,2%$3#0&)+128(/4.+,24&25,0&).)

]

.)

*

+%()4.+12.'1,- 8̂%()>.1

3

(%#$%-

#

"*&

'

M%*&

'

#

)%*$%-

#

)%-/#-W-&

$

5-

6

*789-&8+

,

10%&%>*0(*:+7*8+7

;

#

!#7-&2+@

6

%8*0+

,

"#3*&>%8

;

#

"#3*&

#

2#:-%*$##3%

#

13%&*

%

97+12('1

!

"7

:

&'1.;&

!

'<@AHIG=@

E

>=@<A=JIGINTMGI?J<NM<AILIHILG<K%$3#MIAG=NT>LP@G<NPINQ<MIA@Ae@A

E

GJ>AP@G=N@.=<K

WTJ>A.@=

O

2<&1%,4+

!

&

UU

L

O

@A

E

:LI.=N<.JIM@LTM@AIG.IA.I@MMTA<>GG>

O

$

:(-5&

%

=<PI=I.=@<A=JIPIAG@=

O

<K

U

N<

E

IG=IN<AI

$

D8bB

%#

=IG=<G=IN<AI

$

':;'

%#

U

N<L>.=@A

$

D8-

%#

IG=N>P@<L

$

:!

%#

LT=I@A@_@A

E

J<NM<AI

$

-̂

%

>APK<LL@.LI6G=@MTL>=@A

E

J<NM<AI

$

0;̂

%

@A

GINTM2=&+8/1+

!

%++.>GIG<KD8bBQINI>SA<NM>L

#

QJ@.J>..<TA=IPK<N%*2*!i

&

%!3.>GIG<K':;'QINI>SA<NM>L

#

QJ@.J>..<TA6

=IPK<N+2!3i

&

$!$.>GIG<KD8b-QINI>SA<NM>L

#

QJ@.J>..<TA=IPK<N!$2*%i

&

$$*.>GIG<K:!QINI>SA<NM>L

#

QJ@.J>..<TA=IP

K<N!*2!#i

&

"73.>GIG<K-̂ QINI>SA<NM>L

#

QJ@.J>..<TA=IPK<N*%2%7i

&

""$.>GIG<K0;̂ QINI>SA<NM>L

#

QJ@.J>..<TA=IPK<N

*#2#)i2>,)'/8+.,)

!

5A=JIMIAG=NT>LP@G<NPINQ<MIA@Ae@A

E

GJ>AP@G=N@.=<KWTJ>A.@=

O

#

-̂ >AP0;̂ >A<M>L

O

@G=JIJ@

E

JIG=

U

N<

U

<N=@<A

#

<H>N@>AP

O

GKTA.=@<AM>

O

SI=JIM>@ANI>G<AK<NKIM>LIMIAG=NT>LP@G<NPIN2

?&

3

5,24+

!

MIAG=NT>LP@G<NPIN

&

!

GI?J<NM<AI

&

!

Q<M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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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失调的原因非常复杂#内分泌失调(器质病变(精神状

况与生活习惯等均可引起'由表
%

可见#前来就诊的月经失调

女性随年龄增加逐渐增多#

*#

岁以上妇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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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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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以下青年女性月经失调比例不高#除身体功能较好#也可能是

由于工作(学业繁忙或未足够重视而放弃就诊'李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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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名女大学生#月经失调者达
)"23!i

&朱晓玲等)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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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二女生#月经失调发生率为
$3i

'同类人群调查数据虽

然差异悬殊#但也说明了月经失调在女性中存在普遍性(复杂

性及认知不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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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黄体分泌的最重要的天然孕激素#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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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多见于更年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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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功能衰退可

能是其主要原因&孕酮异常升高则在女性各年龄段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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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体内的生物学作用尚未彻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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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是否为高雄激素血症则尚难判定#因为血液

中
7#i

的睾酮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 ,B

%结合而不具生物

学活性)

$

*

'单纯
':;'

增高对高雄激素血症的临床诊断意义

虽然有限#但可起到辅助提示作用#总体来说
':;'

异常在性

激素
7

项检测中所占比例最低$

+2!3i

%'

:!

是雌激素中生物活性最强的一种#其异常降低在
*"

#

""

岁女性中比例最高#可能是由于更年期卵泡成熟发生障碍#

雌激素分泌减少所致&

:!

异常增高在
$#

岁前平均仅占

"2#)i

#

$#

岁以后则大幅升高至
%327)i

#除与某些病理因素

相关外#大量使用某些含雌激素的化妆品及避孕药物(暴露于

高雌激素环境可能也是女性
:!

增高的原因'高雌激素环境

对性激素甚至月经失调发生的影响#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D8-

降低一般无病理生理意义#本组试验中仅占
!2$!i

&

D8-

水平过高则可抑制卵巢功能及排卵'导致继发性闭经的

病因中有
%"i

#

!"i

为高泌乳素血症)

*

*

#其中约
!#i

可发现

垂体泌乳素瘤'由表
$

可见#各组
D8-

增高比例均在
!#2##i

左右#无年龄段差异'本组试验检出的
$%$

例
D8-

增高患者

中#有
3

例经计算机断层扫描$

('

%确证为脑垂体瘤'泌乳素

长期增高特别是大幅增高者#有必要进一步行头部影像学检查

$

C85

或
('

%'

-̂

与
0;̂

合称为,促性腺激素-$

BA

%#同时增高可提示

卵巢功能衰退&

-̂

"

0;̂

&

$

是诊断多囊卵$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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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关人员操作不当的因素#因

此#医疗机构需要督促相关人员认真掌握污水处理技术#杜绝

因人员操作不当带来的不良影响'

引起医院感染的因素很多#其中医院环境中的致病菌是引

发医院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而医院环境复杂#空气(物体

表面(医护人员手(使用中消毒剂等均可能存在致病菌或条件

致病菌#因此消毒灭菌在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

*

'而基层医护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卫生知识缺乏#消

毒意识薄弱#消毒设施不完善#消毒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是导致

医院消毒质量监测合格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

*

'

医疗机构消毒质量需要定期(长期监测#这是控制医疗机

构消毒质量和预防医院感染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作用在于既

可让医疗机构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有效整改#还可增强医护人

员的感控意识#提高消毒质量#同时也为管理部门制定和规范

相关感控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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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综合征$

D(b;

%的依据之一&

-̂

与
0;̂

同时降低则可提示

下丘脑或垂体功能减退'表
$

针对以上几种模式分组加以统

计'

-̂

与
0;̂

同时增高以更年期女性为主$

*$2+!i

%#符合

预期&在
!#

#

$"

岁年龄段中有
$2)3i

$

%"

"

$+)

%的年青女性
BA

水平升高#可能是由于现代女性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以致

影响卵巢功能'

D(b;

是妇女月经紊乱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本

组实验
-̂

"

0;̂

&

$

的女性占
$2))i

#随年龄增大呈下降趋

势&

!#

岁以下女性中有
)

例$

%)2#)i

%

-̂

"

0;̂

&

$

#经诊断均

排除
D(b;

#其激素异常原因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女性卵巢功能

尚未稳定的缘故'本组实验仅检出
$3

例患者
-̂

与
0;̂

同

时降低#所占比例最低$

!2)"i

%'总体来说#

-̂

与
0;̂

水平

是性激素
7

项中最具意义的指标'

本组实验中有
!*237i

的月经失调女性性激素水平处于

正常范围#由于影响激素分泌的原因很多且生理波动范围较

大#一次检查并不足以完全排除性激素发生异常改变的可能'

在全部
%$3#

例月经失调患者中#有约
*#i

的女性可以发

现
-̂

或
0;̂

异常#可见卵巢功能失调是引起女性月经失调

的重要因素'性激素
7

项检测可以大致判断月经失调发生的

原因#在临床诊疗中有着重要意义#如条件许可#建议中青年女

性定期进行性激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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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内容

按工作性质及其先后顺序#可将医学统计工作分为实验设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实验设计是开展某项医

学研究工作的关键#包括医学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医学专业设计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样本含量(获取

样本的方法(分组原则(观察$检测%指标(统计方法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各种试验(检测或调查#要求资料完整(准确(及

时(有足够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整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的检查与核对(对资料进行分组与汇总等'分析资料即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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