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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济南地区体检人群甲状腺功能情况!探讨甲状腺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
!

采用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对
F?F+

例健康查体人员进行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总人群%男性

及女性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下称甲亢#患病率分别为
*DC)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为
?n,

&总

人群%男性及女性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下称甲减#的患病率分别为
*D(/i

%

*D)*i

%

*DF*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

比为
?n,D+C

&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亚临床甲亢患病率分别为
?D(C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为
?n

?D,,

$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
(D?)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为
?n,D?(

$不同

年龄阶段患病率也有不同$结论
!

济南地区甲状腺功能紊乱临床型以甲亢为主!亚临床型以亚甲减为主!亚临床型

患病率明显高于临床型!男性患病率均低于女性!不同年龄段患病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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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激素的代谢与分泌

对机体的生理调节广泛并且强烈,近年来#甲状腺激素测定技

术更加先进#甲状腺功能紊乱等疾病的检出率有所提高,甲状

腺激素的分泌调节-运输与降解过程对机体的影响重大#研究

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对于该病对机体的新陈代谢-生理调节以

及该病的早期预防与诊断#和后期该病的治疗具有深远意义,

现今#在临床众多检测甲状腺激素的技术与方法中#化学发光

法是目前特异性较好-灵敏度较高的方法*

?$(

+

,甲状腺激素水

平的测定可以更好地反映出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病情和用药治

疗情况#从而为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的理

论依据,本文就收集的
F?F+

例济南地区体检人员血液样本

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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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D$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

月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健康查体中心行甲状腺功能检测者的分离胶促凝血
F?F+

例,其中#男
/+FC

例#女
,(BB

例(年龄
?/

"

BF

岁#平均

$

/,D*(̂ ?(D+C

%岁#均为济南市常住居民,无菌采样后
,5

内

将样本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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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分离血清进行促甲状腺激素

$

=Y!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游离甲状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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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

$D/

!

仪器与试剂
!

西门子
'W#.'":K6@Q;]<

仪器与系统#

西门子公司提供配套试剂与技术支持,检测方法为直接化学

发光法,试验所用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仪器均已进行校准,检

测项目当日室内质控均在控且参加卫生部和山东省临床检验中

心室间质评均合格,正常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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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以下简称甲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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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

>=(

$

??D/

N

IJ9

"

2

(亚临床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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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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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正常范围内(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下称甲亢%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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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

甲亢
=Y!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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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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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

>=)

及
>=(

均在正常范围内,

$D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D*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

$

*D*/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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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D$

!

体检者基本情况
!

本次共检测
F?F+

例体检者甲状腺功

能#其中#女
,(BB

例#男
/+FC

例,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者

+?*

例#其中女性患者为
,C)

例$临床甲亢
,F

例#临床甲减
,*

例#亚临床甲亢
+?

例#亚临床甲减
?+(

例%#占女性调查人数的

?*DB,i

(男性患者为
))C

例$临床甲亢
),

例#临床甲减
?C

例#

亚临床甲亢
??(

例#亚临床甲减
?C(

例%#占男性调查人数的

/DB)i

,甲状腺功能异常女性患者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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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F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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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临床甲状腺疾病患者
BC

例

$临床甲亢
+*

例#临床甲减
)C

例%#发病率
?D?Fi

(亚临床甲状

腺疾病患者
/?)

例$亚临床甲亢
?C/

例#亚临床甲减
))F

例%#

发病率
+D,Ci

#亚临床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临床甲状腺

疾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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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性别人员甲状腺功能情况详见表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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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患病情况
!

见表
?

,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临床

甲亢患病率分别为
*DC)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

率之比为
?n,

(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临床甲减的患病率分别为

*D(/i

-

*D)*i

-

*DF*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
?n,D+C

,总

人群-男性及女性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分别为
(D?)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为
?n,D?(

#总人群-

男性及女性亚临床甲亢患病率分别为
?D(Ci

-

,D**i

-

,D((i

#男性与女性患病率之比为
?n?D,,

,临床甲状腺疾病

中甲亢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甲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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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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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中亚甲减的患病率明显

高于亚甲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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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甲状腺疾病和亚临床甲状腺疾病患病率男性均明显低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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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甲亢患病情况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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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甲亢患者中#女性患

病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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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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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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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b%,*??!U*?B

%(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鲁卫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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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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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低#分别占
*D)+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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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甲减患病情况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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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甲减患者中#女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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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最低#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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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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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病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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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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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甲亢患病情况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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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病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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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甲减患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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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性别人员甲状腺疾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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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甲状腺功能紊乱包括临床甲状腺疾病和亚临床甲状腺疾

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临床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临床甲状腺疾病包括亚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和亚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由于各种原因#甲状腺疾

病患者极易漏诊#以致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为了及早发现#尽

快治疗#改善预后#健康筛查成为必要的手段,

!!

作者发现#临床甲状腺疾病患病率
?D?Fi

#亚临床甲状腺

疾病患病率
+D,Ci

#均明显低于大连地区体检人群的
,D?*i

和
FD*Fi

*

/

+

,亚临床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临床甲状腺

疾病患病率#这与苏州地区和大连地区一致*

/$+

+

,临床甲状腺

疾病以甲亢为主#男性低于女性(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以亚甲减

为主#男性低于女性#与国内报道一致*

/$+

+

,男-女甲亢发病率

均低于大连的
?DFBi

$女%和
?D?Bi

$男%#这可能与大连地区

海产品丰富#居民饮食含碘食物较多有关*

C$B

+

,

本文数据统计显示#济南地区女性临床甲亢-临床甲减-亚

临床甲减患病率均以$

%

C*

"'

F*

岁%年龄组最高#亚临床甲

亢患病率以$

%

+*

"'

C*

岁%年龄组最高,甲状腺功能紊乱女

性多发生在$

%

+*

"'

F*

岁%年龄组的老年人,亚临床甲亢男

性和女性患病率均以$

%

+*

"'

C*

岁%年龄组最高,亚临床甲

减男 性 和 女 性 患 病 率 均 以 $

%

C*

" '

F*

岁%年 龄 组 最

高#$

%

)*

"'

(*

岁%年龄组最低,以上数据与大连地区亚临

床甲减女性和女性患病率均以$

%

)*

"'

(*

岁%年龄组最高不

同#这一方面可能与地区差异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作者

使用的检测方法差异所致*

/

+

,

本文研究数据提示#甲状腺功能紊乱的患病率与性别-年

龄-地区等相关#济南地区甲状腺功能紊乱的患病率对本地区

甲状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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