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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疾病孕妇尿碘及超氧化物歧化酶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刘伟旗!刘伟玲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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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甲状腺疾病孕妇尿碘&超氧化物歧化酶"

H\X

$及甲状腺激素的关系!探讨甲状腺疾病与氧化应激的关系!

为甲状腺疾病孕妇预防不良妊娠结局提供依据%方法
!

随机选取禅城区中心医院门诊产检孕妇
4-(

例!其中疾病组
2((

例&对照

组
'-(

例!分别抽取静脉血
-#V

及随机收集一次晨尿%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自身抗体!采用碘催化砷铈

反应检测尿碘!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检测
H\X

浓度%结果
!

4-(

例研究对象结果分析发现!对照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g:2

$&游离甲状腺素"

g:4

$&促甲状腺激素"

:H[

$及
H\X

浓度明显高于疾病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碘适量组

H\X

浓度明显高于碘异常组!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甲状腺疾病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不良妊娠结局孕妇
H\X

浓度明显低于正常者!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甲

状腺疾病孕妇尿碘&

H\X

及甲状腺疾病三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及时处理甲状腺疾病与氧化应激反应对预防甲状腺疾病孕妇不

良妊娠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甲状腺疾病#

!

孕妇#

!

超氧化物歧化酶#

!

氧化应激#

!

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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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遗传(免疫(感染等因素的影响"甲状腺疾病在人群中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孕妇在妊娠期间合并甲状腺疾病仅次

于糖尿病"为较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

的必需元素"碘合成甲状腺激素过程是产生活性氧自由基

%

F\H

'活跃的过程"因此"碘与甲状腺的氧化损伤密切相关#

妊娠这一特殊生理状态下"由于碘营养水平与氧化应激(甲状

腺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本次研究拟通过对甲状腺疾病

孕妇尿碘(超氧化物歧化酶%

H\X

'与甲状腺激素的关系探讨"

为临床治疗甲状腺疾病孕妇提供实验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禅城区中心医院门诊产检孕妇
4-(

例"其中疾病组
2((

例"对照组
'-(

例#入选标准为妊娠前无

个人或家族性甲状腺疾病史&无触及甲状腺肿大&近
2

个月无

服用含碘药物或抗甲状腺药物史&无不良嗜好等#

?/@

!

标本采集
!

妊娠妇女静脉采血
-#V

"分离血清进行甲状

腺激素及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同时分离血清置
b+(U

保存"

统一进行
H\X

检测&随机收集一次晨尿
'(#V

"置
+

"

,U

保

存"统一进行尿碘测定#

?/A

!

方法

?/A/?

!

甲状腺激素测定
!

采用贝克曼
XhI,((

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进行测定"试剂盒由贝克曼公司提供#

?/A/@

!

尿碘检测
!

采用碘催化砷铈反应原理"使用指示剂指

示反应终点"根据尿碘浓度与反应时间成幂函数的定量关系计

算尿碘浓度#试剂由武汉众生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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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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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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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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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伟旗"男"主管检验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免疫学检验研究#



?/A/A

!

H\X

测定
!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在贝克曼
9S-,((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试剂由福建福缘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

?/B

!

诊断标准

?/B/?

!

甲状腺疾病诊断
!

甲状腺疾病诊断参照我国
+('+

年

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

*

&妊娠期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

g:4

'及促甲状腺激素%

:H[

'参考值参考由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沈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制定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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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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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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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自身抗体参

考范围参照厂商提供"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9A

'

$

24S

$

#V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F9A

'

$

'/*-S

$

V

&甲状腺

球蛋白抗体%

:

B

9A

'

$

''-S

$

#V

"超过参考范围上限为阳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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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营养诊断标准
!

碘营养参照
+((*

年
Z[\

提出妊

娠期和哺乳期碘营养标准"以孕妇
PIS

以
'-(

%

B

$

V

为标准"

PIS'-(

" $

+-(

%

B

$

V

为碘适量组"

PIS

$

'-(

%

B

$

V

或

PIS

&

+-(

%

B

$

V

为碘异常组#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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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

诊断标准
!

根据试剂盒厂家提供的参考范围进

行判断结果"参考范围为
''(

"

+'-S

$

#V

#

?/B/B

!

孕周划分
!

孕
'+

周末以前为早孕"孕
'2

"

+*

周末为

孕中期"孕
+,

周以后为孕晚期#

?/K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 HH'*/(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分析"正态分布资料分析采用
>

检验"偏态分布资料分析采用

非参数
P$88"Z@%?8=

L

"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

+ 检验"

B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H\X

与甲状腺疾病关系
!

4-(

例研究对象结果分析发

现"对照组
H\X

(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g:2

'(

g:4

呈正态分

布"

:H[

呈偏态分布&疾病组除
H\X

呈正态分布外"

g:2

(

g:4

及
:H[

呈偏态分布#疾病组
H\X

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

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疾病组孕妇体内抗

氧化能力下降"较易出现氧化应激状态#见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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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与疾病组甲状腺激素与
H\X

浓度变化

@/@

!

碘营养与
H\X

的关系
!

研究对象根据碘营养水平进行

H\X

浓度分析发现"碘适量组
H\X

浓度明显高于碘异常组"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碘营养异常较易

发生氧化应激反应#见图
+

#

图
+

!!

碘适量组与碘异常组
H\X

浓度比较

@/A

!

甲状腺疾病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

研究对象根据不良妊娠

结局分析发现"疾病组不良妊娠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甲状腺疾病孕妇甲状腺疾病与妊娠

!!!

结局的关系#

'

$

3

%&

组别
'

流产 早产 死胎 其他# 合计

疾病组
2((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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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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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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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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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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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其他包括低出生体质量儿(窘迫等妊娠结局#

@/B

!

H\X

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

研究对象依妊娠结局对
H\X

浓度分析发现"不良妊娠结局孕妇的
H\X

浓度明显低于正常

妊娠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体内氧化应激

反应与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见图
2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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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妊娠结局孕妇与正常妊娠孕妇
H\X

浓度比较

A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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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 \

是催

化剂过氧化氢
[

+

\

+

为氧化剂"

[

+

\

+

可以氧化生物大分子中

的巯基使生物膜脂质发生过氧化蛋白质变性酶失活"导致机体

的氧化损伤#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具有由
H\X

(过氧化氢酶

%

E9:

'(谷胱甘肽
"H"

转移酶等强抗氧化系统"保护甲状腺免受

F\H

损伤"维持机体氧化与抗氧化平衡#

研究发现"

O>$J=7

病患者的氧化应激水平明显升高)

+

*对

抗氧化系统变化部分"

9A$&1J%0@

等)

2

*发现甲状腺疾病组与对

照组对比"血中
H\X

(

E9:

降低&

F17?$#%

等)

4

*研究发现桥本

氏甲状腺炎患者相较于对照组其平均
OH[

水平降低"而
OH[

含量与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滴度及
:H[

活性呈负相关"

:H[

水平与
:̂ \9A

滴度呈正相关#结果表明自身免疫的存在是

导致
F\H

升高的重要因素&宋长虹)

-

*研究表明甲减和亚甲减

患者的
H\X

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本次研究表明甲状腺

疾病孕妇与正常孕妇
H\X

浓度进行比较"疾病组
H\X

浓度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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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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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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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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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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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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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低于正常组"提示甲状腺疾病孕妇体内的抗氧化能力下降"

表明氧化应激可能在妊娠期甲状腺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

表明了甲状腺疾病孕妇处于氧化应激激活状态#

低浓度碘可刺激甲状腺内
[

+

\

+

的产生"高浓度碘则抑制

[

+

\

+

的产生)

)

*

"碘缺乏时"

:H[

的慢性刺激使
[

+

\

+

产生增

多"碘离子相对不足"

[

+

\

+

作为电子受体和供体"可单独与

:̂ \

发生级联反应"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

*

*

&碘过量时可刺激

机体产生更多的自由基"但抗氧化酶活性没有明显升高"机体

不能有效地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同时高碘可降低甲状腺潜在的

抗氧化能力"而甲状腺潜在的抗氧化能力下降"将降低甲状腺

抵御自由基损伤的能力"使甲状腺更易于发生氧化损伤"增加

进展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危险性#人类胚胎期脑神经

发育时主要依赖于甲状腺激素)

,

*

"在
+(

周前供给胎儿脑发育

所需的甲状腺激素主要来源于母体"因此"妊娠期间甲状腺功

能异常可直接影响其后代的发育)

5

*

#本次实验发现"碘适量组

孕妇
H\X

浓度明显高于碘异常组"说明碘异常组孕妇易出现

氧化应激反应"从而证明了碘与氧化应激反应密切相关"因此"

监测孕妇
H\X

浓度变化来了解妊娠期氧化应激状态"氧化应

激可能是碘缺乏导致甲状腺疾病的机制之一"协助诊断妊娠期

甲状腺疾病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认为妊娠处于高氧化应激状态"

K$;8%$;_

等)

'(

*实

验证明胎盘外周血液中高氧浓度可以引起局部区域的绒毛退

行性改变"从而促进平滑绒毛膜的形成#研究发现孕妇抗氧化

能力下降或生成减少"则可导致妊娠妇女流产#妊娠期可能由

于胎盘功能减退"母胎液体循环障碍使得氧自由基与代谢废物

过多堆积"容易使宫内局部环境的炎症与氧化应激平衡被打

破"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可造成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率

等发生率上升"从而影响妊娠结局)

''"'+

*

#本次研究表明甲状

腺疾病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不良妊娠结局孕

妇
H\X

浓度明显低于妊娠者"提示体内抗氧化应激能力的下

降可能造成不良妊娠的发生#

综上所述"分析甲状腺疾病孕妇尿碘(

H\X

及甲状腺激素

之间互相关系"对预防甲状腺疾病孕妇不良妊娠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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