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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甲状腺激素检测在孕期甲状腺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肖雪莲!颜
!

霞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析血清甲状腺激素检测在孕期甲状腺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该院收治的妊娠期甲状腺疾病

患者
#"4

例!按照患者疾病类型分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4A

例"亚甲减组&(甲状腺功能减退
(4

例"甲减组&(甲状腺功能亢进

T"

例"甲亢组&!再选择健康孕妇
T'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受试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D$

&(游离甲状腺素"

+D)

&(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

DD$

&(总甲状腺素"

DD)

&!促甲状腺素"

DU7

&水平!并分析各组受试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结果
!

亚甲减组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T

&!而
DU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甲减组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DU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甲亢组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DU7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在

亚甲减(甲减(甲亢诊断方面!

DU7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其余各指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亚甲减组(甲减组与甲亢组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结论
!

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对于孕期甲状腺疾

病的诊断具有着重要意义!其中以
DU7

诊断最为敏感!能够较好地反应机体甲状腺功能的实际水平!具有着重要的临床参考

价值'

关键词"甲状腺激素%

!

孕期%

!

甲状腺疾病%

!

诊断价值

!"#

!

"'%$A&A

"

B

%:CC8%"&($3)"$'%#'"(%'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

"

#'"(

&

'43""#"3'$

!!

妊娠期妇女是甲状腺疾病的高发人群#妊娠期母体患有甲

状腺疾病可造成多种妊娠不良结局#并可能发生多种预想不到

的相关并发症#同时会降低后代的智商水平#严重者可导致胎

死腹中'

"3#

(

)相关文献报道#妊娠期被诊断患有甲状腺疾病并

进行早期治疗之后#可使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减少
)

成'

$3)

(

)因此#对于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及时发现以及积极的

治疗#能够减少弱智儿童的出生率*提高优生优育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本研究探讨分析血清甲状腺激素检测在孕期甲状

腺疾病中的诊断情况#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4

月至
#'"T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患者
#"4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临床症

状*体征*实验室检查以及甲状腺超声等相关检查确诊#其中妊

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4A

例作为亚甲减组#妊娠期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
(4

例作为甲减组#临床甲状腺功

能亢进患者
T"

例作为甲亢组)此外选择同期来本院产检的健

康产妇
T'

例作为对照组)经比较#各组受试者一般资料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A%B

!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患者自愿接受本研

究检查%$

#

&单胎妊娠%$

$

&既往无自身免疫性疾病史%$

)

&既往

无甲状腺功能疾病史及相关家族史%$

T

&无妊娠期剧烈呕吐或

滋养细胞疾病史%$

&

&无相关药物服用情况%$

(

&无不良孕产史)

排除标准!$

"

&多胎妊娠%$

#

&无妊娠结局随访记录%$

$

&既往有

慢性高血压及糖尿病病史)

表
"

!!

各组受试者一般资料比较#

LaE

$

组别
'

年龄$岁& 孕周$周& 体质量$

M

L

&

亚甲减组
4A #(%"&a4%$$ "&%'4a(%$" T4%)(a"$%#'

甲减组
(4 #&%'Ta(%T" ")%$4aT%)( T&%($aA%'T

甲亢组
T" #4%'"a4%(& "T%A)aT%"" T4%$Ta"#%#$

对照组
T' #(%T(a4%"& ")%(&a&%)A T(%)Aa""%)$

/ '%AT# "%#4" "%'$(

H

&

'%'T

&

'%'T

&

'%'T

A%C

!

检测方法
!

采集各组受试者空腹静脉血
)=5

#分离血清

后将其置于
)[

冰箱内保存#

$K

内完成检测)采用美国贝克

曼
*110UU#

化学发光仪及其配套试剂#室内质控品采用美国

伯乐免疫质控品)检测各组受试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指标#包括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D$

&*游离甲状腺素$

+D)

&*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

DD$

&*总甲状腺素$

DD)

&#促甲状腺素$

DU7

&)

A%D

!

观察指标
!

比较各组受试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并比较各

甲状腺激素指标对疾病的阳性率)对各组受试者进行随访分

析#比较各组受试者不良妊娠结局患病率#不良妊娠结局包括

自然流产*早产*胎膜早破*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缺陷以及新

生儿窒息等孕产妇以及围生儿的不良结局)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8F]5JOV-K

!

*

E

.:>#'"(

!

,/>%$4

!

S/%4



A%E

!

正常参考值
!

+D$

正常参考值
$%4

#

&%'

E

=/>

"

5

%

+D)

正常参考值
(%A

#

")%)

E

=/>

"

5

%

DD$

正常参考值
"%T)

#

$%'4

8=/>

"

5

%

DD)

正常参考值
)%T

#

"#%'

!

L

"

K5

%

DU7

正常参考值

'%$

#

#%T=Z

"

5

)

A%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UU##%'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aE

表示#两组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计

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多组计数资料间率的比较采用

秩和检验#以
H

%

'%'T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甲状腺激素在不同甲状腺疾病中的水平比较
!

亚甲减组

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H

&

'%'T

&#而
DU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H

%

'%'T

&%甲减组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DU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H

%

'%'T

&%甲亢组患者
+D$

*

+D)

*

DD$

*

DD)

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DU7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表
#

!!

甲状腺激素在各组受试者中的水平比较#

LaE

$

组别
' +D$

$

E

=/>

"

5

&

+D)

$

E

=/>

"

5

&

DD$

$

8=/>

"

5

&

DD)

$

!

L

"

K5

&

DU7

$

=Z

"

5

&

亚甲减组
4A )%"4a"%A' A%)&a$%#( #%"&a"%"T 4%"$a$%)(

$%(Ta"%$A

"

甲减组
(4

"%(Aa'%&'

"

)%TAa#%$$

"

'%4$a'%$"

"

#%'Ta'%A(

"

)%&$a)%T4

"

甲亢组
T"

"#%$(a$%4)

"

T(%4(a"A%)4

"

T%A$a"%#T

"

(T%$4a#"%$'

"

'%"&a'%'4

"

对照组
T' )%T(a"%)T "'%#&a$%4) #%TTa'%A# 4%A&a#%(( #%'&a"%")

/ &%()4 "'%#A' (%$4# ""%#T" A%$4T

H

%

'%'T

%

'%'T

%

'%'T

%

'%'T

%

'%'T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H

%

'%'T

)

B%B

!

各甲状腺激素指标诊断阳性率比较
!

在亚甲减诊断方

面#各甲状腺激素指标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
DU7

&

+D)

&

+D$

&

DD$

&

DD)

#

DU7

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余各指标#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在甲减诊断方面#各甲状腺激素

指标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
DU7

&

+D)

&

+D$

&

DD)

&

DD$

#

DU7

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余各指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在甲亢诊断方面#各甲状腺激素指标阳性率从高

到低分别为
DU7

&

+D)

&

+D$

&

DD$

&

DD)

#

DU7

阳性率显著

高于其余各指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表
$

!!

各甲状腺激素指标阳性率分析(

'

#

@

$)

组别
' +D$ +D) DD$ DD) DU7

亚甲减组
4A

&

$

&%()

&

"

A

$

"'%""

&

"

T

$

T%&#

&

"

)

$

)%)A

&

"

&4

$

(&%)'

&

甲减组
(4

"4

$

#$%'4

&

"

#T

$

$#%'T

&

"

"'

$

"#%4#

&

"

")

$

"(%AT

&

"

$4

$

)4%(#

&

甲亢组
T"

"&

$

$"%$(

&

"

"A

$

$(%#T

&

"

""

$

#"%T(

&

"

A

$

"(%&T

&

"

#A

$

T&%4&

&

!!

注!与
DU7

阳性率比较#

"

H

%

'%'T

)

B%C

!

各组受试者不良妊娠结局
!

亚甲减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为
#&%A(@

#甲减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

#甲亢组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

#对照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

#亚甲减组*甲减组与甲亢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表
)

!!

各组受试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

组别
'

不良妊娠发生例数$

'

& 发生率$

@

&

!

#

H

亚甲减组
4A #)

#&%A(

"

4%#&#

%

'%'T

甲减组
(4 #T

$#%'T

"

甲亢组
T" ")

#(%)T

"

对照组
T' T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H

%

'%'T

)

C

!

讨
!!

论

!!

妊娠期由于女性下丘脑
3

垂体
3

甲状腺轴系统处于一种特

殊的应激状态之下#可导致妊娠期妇女其血清甲状腺素水平发

生较大变化'

T

(

)而甲状腺激素对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物质

能量代谢以及组织分化等各个功能均有着一定影响#尤其可影

响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目前学者认为#在脑发育的第一阶段#

母体甲状腺激素缺乏将造成胎儿脑发育发生不可逆障碍#从而

严重影响胎儿的智力水平'

&3(

(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异常指的是

DU7

水平异常#而甲状腺激素水平仍在统计学正常范围内)

其中亚临床甲减作为妊娠期常见的甲状腺疾病之一#又被称为

轻度甲状腺功能衰竭)典型的甲亢或甲减由于患者临床症状

明显#其针对较为容易#而对于亚临床甲状腺疾病#常常由于患

者其自身临床症状不明显而容易出现漏诊或误诊'

43"'

(

)

DU7

作为检测甲状腺功能最为敏感的指标#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血

清中
+D)

水平的高低)

从各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来看#亚甲减组*甲减组与甲亢组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H

%

'%'T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对母婴妊娠结局的影响毋

庸置疑#而对于亚临床甲减患者#虽然其
+D)

水平仍在非孕期

正常参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母体多提供的甲状腺激素已经不

能够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因此可影响胎儿发育期大脑皮

层中主管听觉*智力以及语言的部分不能够完全分化和发

育'

""3"#

(

)因此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早期诊断对于改善患者妊

娠结局具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探讨分析血清甲状腺激素检测在孕期甲状腺疾病

中的诊断情况#比较分析各组受试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结

果显示#在亚甲减患者中#仅
DU7

水平出现明显升高#而甲减

组
+D$

*

+D)

*

DD$

*

DD)

水平降低#

DU7

水平升高#甲亢组

+D$

*

+D)

*

DD$

*

DD)

水平升高#

DU7

水平降低#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H

%

'%'T

&)此外#分析各指标检出阳性率#结果显

示#在亚甲减*甲减*甲亢诊断方面#

DU7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其

余各指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这与相关研究

结果相似'

"$

(

#以上
T

种血清甲状腺激素检测对于孕期甲状腺

疾病的诊断均有着重要意义#其中
DU7

是诊断妊娠期甲状腺

疾病最为敏感的指标)但是由于目前各种甲状腺激素水平正

常参考值的争议较大#各指标最佳正常参考值范围还需要大量

研究分析验证'

")3"T

(

)

综上所述#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对于孕期甲状腺疾病

的诊断具有着重要意义#其中以
DU7

诊断最为敏感#能够较

好地反应机体甲状腺功能的实际水平#具有着重要的临床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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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恶性肿瘤诊断中的价值与应用

谢军花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4'''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恶性肿瘤诊断中的价值与应用'方法
!

分析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该院选择的

"T'

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作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该院
"T'

例良性病变者"非肿瘤组&和
"T'

例健康体检者"健康

组&!对比分析
$

组肿瘤标志物检测的价值与应用情况'结果
!

通过蛋白芯片技术检测!临床恶性肿瘤阳性率最高的种类为胰腺

癌!为
A'%''@

%观察组阳性检出率"

4&%&(@

&均高于非肿瘤组"

)'%''@

&和健康组"

&%''@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

观察组和健康组在生长激素(糖类抗原
"#T

(甲胎蛋白及癌胚抗原等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结论
!

临

床对恶性肿瘤患者应用多肿瘤标志物的蛋白芯片技术能够提高疾病诊断阳性率!有利于疾病确诊!从而为临床及时采取有效治疗

措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恶性肿瘤%

!

肿瘤标志物%

!

蛋白芯片技术%

!

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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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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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提高此类患者

治疗效果与预后恢复情况#临床于疾病早期确诊并开展有效治

疗措施至关重要%恶性肿瘤诊断中一项必不可少操作便是对肿

瘤标志物进行检测#以提高疾病诊断准确性'

"3$

(

)本研究分别

对本院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选取的
"T'

例恶性肿瘤患

者和同期本院
"T'

例良性病变者*

"T'

例健康体检者肿瘤标志

物检测价值与应用情况#旨在寻求可靠的肿瘤标志物检测指

标#从而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改善患者预后#现将本研究详细

内容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分析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本院选择的

恶性肿瘤$观察组#

"T'

例&患者及同期本院良性病变者$非肿

瘤组#

"T'

例&和健康体检者$健康组#

"T'

例&临床资料#本研究

全部恶性肿瘤者均通过组织学或者细胞学确诊#研究对象提交

的方案均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研究的人员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且将精神障碍者排除)观察组男女比例
$o#

#年龄

#'

#

4T

岁#平均$

T'%)Ta#%"T

&岁#其中胃癌
"'

例*结直肠癌

#'

例*肺癌
$#

例*卵巢癌
4

例*肝癌
&'

例和胰腺癌
#'

例%非肿

瘤组年龄
"A

#

4T

岁#平均$

T'%)$a#%")

&岁%健康组年龄
#'

#

4&

岁#平均$

T'%)(a#%"&

&岁#

$

组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H

&

'%'T

&)

A%B

!

标本采集和设备选择
!

对本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状态下

抽取
#=5

静脉血#不添加抗凝剂#借助离心泵$北京白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对血清进行分离#置于
)[

冰箱中保存#于
#K

内对所有标本予以检测%生物芯片检测仪由迈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型号为
<U"#''

#且选择其配套试剂盒#严格按照操

作说明书上进行#多肿瘤标志物$生长激素*糖类抗原
"#T

*糖

类抗原
"T$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甲胎蛋白及癌胚抗原&检测借

助蛋白芯片)

A%C

!

观察指标和评判标准'

)

(

!

观察恶性肿瘤$胃癌*结直肠

癌*肺癌*卵巢癌*肝癌和胰腺癌&阳性率情况#对比
$

组阳性检

出率及观察组与健康组生长激素*糖类抗原
"#T

*糖类抗原

"T$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甲胎蛋白及癌胚抗原等肿瘤标志物情

况)评判标准!以厂家试剂盒的正常参考值作为标尺#若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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