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甲硫咪唑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黄旭映（云南省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６５４３９９）

　　【关键词】　甲状腺功能亢进；　甲硫咪唑；　甲状腺功能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０９．０８９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０９１１９７０１

　　甲状腺疾病是内分泌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类，所占比例约为

８０％左右。甲状腺功能检测的结果是临床诊断中经常需要参

考的数据。为此，作者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在本院经甲硫咪唑治

疗的２８２例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治疗前后甲状腺

刺激激素（ＴＳＨ）、甲状腺素（Ｔ４）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３）测

定值进行观察，探讨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变化及相关性，为临

床提供客观指标，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２月本院内科住院确

诊的甲亢患者２８２例，男１１８例，女１６４例，年龄１８～６８岁，平

均４３岁，其中初诊者１７６例，甲硫咪唑治疗后６～１２个月复查

随访者１０６例。经临床症状、体征、病史、甲状腺功能测定等检

查确诊为甲亢。

１．２　方法　空腹采静脉血３～４ｍＬ，分离血清，试剂由郑州安

图绿科生物有限公司提供，仪器为奥地利生产的Ｌｕｃｙ２型化

学发光仪。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甲硫咪唑治疗，成人常用量

开始剂量一般为每日３０ｍｇ（６片），可按病情轻重调节为１５～

４０ｍｇ（３～８片），分３次口服，病情控制后逐渐减量，每日维持

量５ｍｇ，服１次，治疗半年定期随访。

２　结　　果

１７６例初诊临床确诊为甲亢患者ＴＳＨ低于正常者１６８例

（９５．５％），正常者４例（２．３％），Ｔ３高于正常占９８．０％，Ｔ４高

于正常占９０．０％，９８例经甲硫咪唑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好转

的５０例患者中，Ｔ３、Ｔ４均下降至正常范围，ＴＳＨ 有３６例

（７２．０％）恢复正常，６例（１２．０％）低于正常，下降者 ５例

（１０．０％），无明显变化者３例（６．０％）。

３　讨　　论

甲状腺激素分泌量增加或减少均可导致甲状腺功能失调，

内分泌代谢紊乱。因此，检测甲状腺相关激素，对于诊断治疗

甲状腺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甲状腺分泌有生理活性的Ｔ４、Ｔ３

及无生理活性的反Ｔ３等。血浆中Ｔ４来自甲状腺，血液中的

Ｔ３和Ｔ４以结合和游离两种形式存在。游离的甲状腺激素在

血液中含量甚微，与蛋白结合的激素和微量游离激素处于动态

平衡。一般情况下，甲状腺激素的异常变化与病情是平行关

系，甲亢时由于Ｔ３、Ｔ４含量明显增高，其可反馈抑制ＴＳＨ的

分泌，使ＴＳＨ含量较低。本文结果显示，甲亢患者以Ｔ３增高

最明显，符合率为９８．０％，而ＴＳＨ及Ｔ４的符合率为９５．５％和

９０．０％，表明Ｔ３可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并与细胞中的受体

结合，起到影响蛋白质或调节代谢的作用，它不受血清中蛋白

浓度的影响而直接发挥生理效应，能准确反映甲状腺功能

状态［１２］。

甲硫咪唑治疗甲亢具有疗效确切、疗程短、简单、经济、方

便等特点。尤其适合于病情较轻，甲状腺轻至中度肿大患者，

甲状腺手术后复发，又不适于放射性１３１Ｉ治疗者，手术前准备，

作为１３１Ｉ放疗的辅助治疗，青少年、儿童及老年患者，有效率达

６０％以上。血清中ＴＳＨ、Ｔ３、Ｔ４是临床上对甲亢甲硫咪唑治

疗疗效的评价和预测的主要指标，由于个体差异性，各项激素

水平根据治疗剂量和治疗时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特点。

正确掌握血清中各项激素水平间的变化及相关性，有利于正确

评估治疗效果，以便在甲状腺功能低下时补充适当的甲状腺

素，以及在甲亢未完全控制时继续用药以减少复发率的发生。

下丘脑促甲状腺素释放素（ＴＲＨ）的促进与靶腺激素（Ｔ３、

Ｔ４）反馈抑制的影响而出现较复杂的激素水平变化。因此，正

确掌握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规律及激素水平间的相关性，对正

确判断甲状腺功能，临床治疗效果及防治并发症有重要

意义［３］。

本文结果表明，Ｔ３、Ｔ４在反映甲亢治疗过程中变化较快，

而ＴＳＨ则变化迟缓，在９８例Ｔ３和Ｔ４完全恢复到正常者中

有３６例，表明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仍未完全恢复正常。甲硫

咪唑治疗甲亢是安全、有效、经济、简便的方法，但在治疗过程

中应观察病情变化。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测定有助于评估病情

的严重程度，对防治并发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４］。同时也有助

于疗效观察及估计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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