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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孕妇妊娠期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与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3Ne8I

#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1%$1

年
$$

月至
1%$0

年
2

月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的
$2%

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3Ne8I

对孕妇进行分

组&比较两组孕妇的临床资料$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

$2%

例患者中!

3Ne8I

阳性者

00

例!阴性
$%)

例&两组孕妇的年龄$孕周和
W7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妊娠早中期和晚期!两组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观察组"

3Ne8I

阳性#孕妇妊娠前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两组孕

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妊娠期的
3Ne8I

对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

能减退的诊断和妊娠结局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

妊娠并发症)甲状腺激素类)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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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异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多发生于

育龄期的妇女&

$

'

)妊娠期间#由于胎盘分泌多种激素#孕妇的

内分泌和代谢发生改变!母体的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处于应

激状态(同时#母体的自身免疫系统发生改变#上述因素功能作

用导致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

$

'

)妊娠期间的甲状腺

功能异常可以导致孕妇的贫血*产后出血和流产*早产等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生#同时可以影响胎儿的神经系统和智力发

育&

1

'

)研究发现#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孕妇免疫功能的

紊乱和自身抗体的产生密切相关&

'

'

)本次研究中#选取
$2%

例

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孕妇妊娠期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与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3Ne8I

%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1

年
$$

月至
1%$0

年
2

月来石嘴山

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的
$2%

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初次

妊娠
$%-

例#再次妊娠
0'

例(所有孕妇年龄
1'

!

'2

岁#平均

$

1/&/:0&-

%岁#孕周为
0

!

10

周#平均$

$-&/:)&%

%周#其

中#

$

$1

周$早期妊娠%者
)(

例#

$1

!

10

周$中期妊娠%者
/$

例(

W791'

!

1(P

@

"

K

1

#平均$

1)&2:1&2

%

P

@

"

K

1

)所有孕妇均

符合以下标准!$

$

%所有妊娠期妇女停经时间
0

!

10

周#子宫大

小符合妊娠周数#均为单胎妊娠(超声检查子宫内有胚胎#排除

宫外孕和稽留流产(孕妇子宫发育正常#不存在先天性子宫畸

形*子宫黏膜下肌瘤*宫腔粘连等)$

1

%孕妇无全身系统的疾病

和感染史#如心力衰竭*全身高热*贫血*高血压*未控制的妊娠

期糖尿病*弓形虫感染和巨细胞感染(排除具有习惯性流产史

的孕妇(排除具有遗传性疾病家族史的孕妇)$

'

%排除具有明

显的甲状腺肿大和近
$

年内有影响甲状腺功能药物应用史的

预付)$

0

%孕妇妊娠期间无较大的外伤*情绪波动*既往无不良

生活嗜好)

>&?

!

方法

>&?&>

!

甲状腺激素测量及
3Ne8I

测量
!

空腹抽取静脉血
)

KR

并置于干燥试管中#离心
1%K#,

后分离血清#所有样本于

U1% m

下保存#呈批检测)应用酶联免疫吸 附 测 定 法

$

VR9X8

%检测患者的血清的促甲状腺激素$

3XZ

%*总甲状腺素

$

33

%*游离甲状腺素$

Q30

%和
3Ne8I

水平)

VR9X8

试剂盒

深圳新产业有限公司生产)

3Ne8I

%

$%%f

"

R

为阳性)

>&?&?

!

治疗措施
!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清晨空腹口服

(/%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

%)

!

作者简介%李彩霞$

$(/%U

%#本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的工作)



甲状腺素片#早孕反应明显的患者可推迟至呕吐消失(患者注

意休息并加强营养#勿劳累过度)

>&?&@

!

观察指标
!

$

$

%记录
$2%

例患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和

3Ne8I

检查结果#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的诊断标准参照
1%$1

年-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

0

'

)

.

甲状腺功能减退!

对于的妊娠早期的孕妇#

3XZ

%

1&2K9f

"

R

且
Q30

$

$$&2

K9f

"

R

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3XZ

%

1&2K9f

"

R

而
Q30

为

$$&2

!

11&-K9f

"

R

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对于妊娠中晚

期$

%

1/

周%的孕妇#

3XZ

%

'&%K9f

"

R

且
Q30

$

$$&2K9f

"

R

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3XZ

%

'&%K9f

"

R

而
Q30

为
$$&2

!

11&-K9f

"

R

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

单纯型低
30

血

症#

3XZ

正常而
Q30

$

$$&2K9f

"

R

)

0

单纯型
3Ne8I

阳性#

即孕妇仅
3Ne8I

阳性#其他甲状腺激素检查结果正常)$

1

%

根据
3Ne8I

检查结果对孕妇进行分组#其中
3Ne8I

阳性为

观察组#阴性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的一般临床资料)$

'

%记

录两组孕妇的
3XZ

*

33

和
Q30

水平#同时#复查妊娠晚

期$

%

1/

周%的
3XZ

*

33

和
Q30

水平)$

0

%对两组孕妇进行随

访#比较两组孕妇的妊娠结果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两组

孕妇的年龄*孕周*

W79

和初孕"再孕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

/:=

#岁%

孕周

$

/:=

#周%

W79

$

/:=

#

P

@

"

K

1

%

初孕"再孕

$

*

"

*

%

观察组
00 1/&-:0&' $-&2:2&) 1)&0:1&2 0/

"

$(

对照组
$%) 1/&/:0&2 $-&/:2&- 1)&2:1&0 2(

"

10

5

"

!

1

%&2'- %&(-2 $&%%- $&1$2

!

%

%&%2

%

%&%2

%

%&%2

%

%&%2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NXX$2&%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妊娠前后的激素水

平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所有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和
3Ne8I

检查结果
!

$2%

例产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和
3Ne8I

检查结果#见表
1

)

$2%

例孕妇均进行甲状腺激素和
3Ne8I

的检测#其中临床型甲状

腺功能减退
10

例#亚临床型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单纯型低

30

血症
0

例#单纯型
3Ne8I

阳性
$

例)

表
1

!!

所有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和
3Ne8I

检查结果'

*

)

检查结果 妊娠早期 妊娠中期 合计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 $2 10

!

3Ne8I

阳性
/ $' 1$

!

3Ne8I

阴性
$ 1 '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 $( 1(

!

3Ne8I

阳性
- $2 11

!

3̂Ne8I

阴性
' 0 -

单纯型低
30

血症
1 1 0

单纯型
3Ne8I

阳性
$ % $

无异常
0- 02 (1

总和
)( /$ $2%

?&?

!

两组孕妇的
3XZ

*

33

和
Q30

的水平比较
!

妊娠早中期

和晚期#两组间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观察组孕妇妊娠前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2

%#对照组孕妇妊娠前后的激素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的
3XZ

"

33

和
Q30

的水平'

/:=

(

f

&

R

)

组别
* 3XZ 33 Q30

观察组
00

!

早中期
1&-:%&2

"

0&-:%&2

"

$/&(:'&2

"

!

晚期
'&1:%&0

"

0&$:%&'

"

$2&0:$&2

"

对照组
$%)

!

早中期
1&$:%&' 2&(:%&) 1'&$:0&0

!

晚期
1&1:%&0 )&$:%&2 11&(:0&2

!!

"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

!

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
!

两组孕妇的不

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i

)&$'0

*

0&'1-

#

!

$

%&%2

%#见表
0

)

表
0

!!

两组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

*

'

;

)$

组别
*

不良妊娠结局

流产 贫血 产后出血 总发生率

新生儿并发症

早产 低出生体质量 羊水误吸 总发生率

观察组
00 $

$

1&1-

%

'

$

)&/1

%

1

$

0&22

%

)

$

$'&/1

%

$

$

1&1-

%

1

$

0&22

%

1

$

0&22

%

2

$

$$&')

%

对照组
$%) $

$

%&(0

%

$

$

%&(0

%

% 1

$

$&/(

%

% $

$

%&(0

%

$

$

%&(0

%

1

$

$&/(

%

@

!

讨
!!

论

研究发现#妊娠期$尤其是早期妊娠%孕妇机体的甲状腺激

素需求量明显增加#妊娠期甲状腺激素的不足可以导致不良妊

娠结局的出现#并明显影响胎儿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增加新生

儿的病死率和残疾率#故早期发现孕妇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并

及时进行干预对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2

'

)

妊娠期间女性的血容量增加#在雌激素的作用下#血液中

的
*

球蛋白和甲状腺结合球蛋白$

3W[

%水平升高#甲状腺激素

的容池扩大#故孕妇在妊娠早期即可出现低甲状腺素血症&

)

'

)

目前#根据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可以将妊娠期甲状腺功能

减退划分为临床型和亚临床型#后者可以随着妊娠的进行而进

展#故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

'

)研究发现#妊娠期甲状腺功

能减退与孕妇免疫功能的变化密切相关#淋巴细胞浸润甲状腺

而产生自身抗体#影响甲状腺功能)

根据
3Ne8I

检查结果对孕妇进行分组#两组孕妇的年

龄*孕周和
W7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Ne8I

阳性的孕妇妊娠

早中期和妊娠晚期的
3XZ

水平高于
3Ne8I

阴性的孕妇#前

者的
33

和
Q30

水平低于后者)随着妊娠的进展#

3Ne8I

阳

性孕妇的
33

和
Q30

水平降低#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

说明
3Ne8I

阳性与孕妇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

相关性#

3Ne8I

对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具有提示作用)对
$2%

例孕妇的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进行随访和记录#

%(%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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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8I

阳性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

高于阴性组#母儿预后较差)新生儿的羊水吸入与产程的延

长*过期产和母亲的并发症有关)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

时#最常见的有疲乏*软弱*无力#产妇产程延长#新生儿羊水吸

入综合征的发生率升高)说明
3Ne8I

阳性一定程度上可以

提示不良的妊娠结局)

对
3Ne8I

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进行分析如下!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

3Ne

%是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过程的关键酶#可以催

化碘离子氧化*酪氨酸碘化及碘化酪氨酸偶联等过程&

/

'

)当胎

儿细胞进入母体的循环系统后#母体免疫系统激活#免疫细胞

浸润甲状腺#破坏甲状腺滤泡结构并产生特异性的
3Ne8I

#甲

状腺发生免疫损伤&

(

'

)同时#

3Ne8I

可以直接与
3Ne

结合并

抑制其活性&

$%

'

)

3Ne8I

属于甲状腺抑制性抗体#其生成过多

会造成甲状腺素的产生减少#引起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但

3Ne8I

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中也有较高的阳性率#这可能

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存在多种自身抗体#产生了大量的

3Ne

溢漏入血而产生
3Ne8I

有关)与刺激性抗体相比#属于

抑制性抗体的
3Ne8I

仍处于弱势#临床表现为甲状腺功能

亢进&

$$

'

)

国外 研 究 发 现 妊 娠 期 妇 女 的
3Ne8I

的 阳 性 率 为

$2&';

!

$);

#国内为
(&$-;

#

3Ne8I

阳性孕妇的临床和亚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3Ne8I

阴性孕妇#

3Ne8I

阳性与孕妇的自然流产*早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和后

代智力减低等不良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

$1

'

)

综上所述#妊娠期
3Ne8I

对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

退的诊断和妊娠结局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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