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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毒性低钾周期性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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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简称甲亢%的并发症之一#以突发,复发及可逆发作的低钾性

麻痹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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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于成人#儿童期少见#周期性麻痹

可以为甲亢的首发表现及就诊原因#容易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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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收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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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周期性麻痹为首发

症状的甲亢患儿#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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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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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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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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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临床表现到入院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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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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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周期性麻痹发作诱因!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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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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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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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呼吸道感染合并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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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明显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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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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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均为首次发作#追问病史及体格检

查无甲亢临床表现#未扪及甲状腺肿大)周期性麻痹表现为对

称性瘫痪#近端重于远端#下肢重于上肢#无深浅感觉障碍)肌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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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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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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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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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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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腱反

射减弱或消失(单纯下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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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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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肢瘫痪合

并呼吸肌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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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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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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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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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均做肝肾功能,电解质,血

糖,甲状腺功能及心电图检查)肝肾功能,血糖,血钠,血钙及

血镁均正常(血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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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异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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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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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低平倒置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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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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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下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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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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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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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房

室传导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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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甲状腺功能检查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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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游离甲状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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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行颈部彩超检查#

"

例双侧甲状腺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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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见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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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及转归
!

所有患儿入院后立即补钾治疗!口服
"#1

氯化钾
8#

毫升"天#血钾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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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加用
"#1

氯化

钾持续静脉滴注(每小时复查电解质
"

次#血钾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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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静脉补钾#血钾恢复正常后停止补钾)确诊甲亢

后给予他巴唑,丙氧嘧啶等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

+

)

""

例患儿

肌力及血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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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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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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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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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钾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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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病至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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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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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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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房室传导阻滞及呼吸机麻痹%经口服及静脉补钾,呼吸机支持

无效#入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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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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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房室传导阻滞继发心搏骤停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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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存活患儿失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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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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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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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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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甲状腺

功能检查均恢复正常#未再发生周期性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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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患儿起病急#发病年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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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男性为主#占

/".+1

#均无甲亢临床表现)发病前有诱因者占
0;.;1

#诱因

以劳累最为常见#占
+#.#1

)周期性麻痹表现为对称性肢体

肌力降低#肌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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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肌力
,

级为主#占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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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腱反

射减弱或消失#占
/".+1

)瘫痪以单纯下肢瘫痪为主#占

+%.#1

#呼吸肌麻痹少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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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均有血钾降低#血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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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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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异常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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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低平,倒置和"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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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低钾血症特异性改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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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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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均高于正常#

*̀ O

降低#

符合甲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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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诊太晚入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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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痊

愈)随访病例均预后良好#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未再出现周

期性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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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依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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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期性麻痹的临床表现即

反复发作的对称性肢体无力或瘫痪#下肢为主#严重者可以累

及上肢甚至呼吸肌($

,

%伴低血钾但尿钾无降低,心电图呈低血

钾相关改变#如
*

波低平或出现
P

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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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甲亢的高代谢

综合征和"或实验室检查支持甲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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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正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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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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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钾治疗有效#甲亢控制后周期性麻痹一般不

再发作($

%

%除外其他因素#如利尿剂所致低钾性麻痹等)本组

患儿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符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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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O))

是甲亢的神经肌肉并发症#国内报道
*O))

占甲

亢患者的
;1

#误诊或就诊不及时可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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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

于亚洲黄种人群#男女比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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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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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

中仅
"

例女性发病#与文献相符)

*O))

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发作时常出现低血钾而尿钾并

不增加,肌细胞内钾浓度正常或偏高#表明其最主要的生理缺

陷是肌无力发作时钾离子由细胞外转移到细胞内所致而机体

钾总量正常#因此补钾不宜过快过多#以避免出现高钾血症)

血钾降低及肌无力表现不重者首选口服补钾#若低钾血症明显

或口服补钾疗效不佳可给予静脉补钾(补钾后需密切监测血

钾#血钾正常,肌无力症状消失后必须停止补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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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还与其他潜在机制有关)甲亢患者钠离子
:

钾离子
:

三磷酸

腺苷酶活性增高#而雄性激素可能激活钠离子
:

钾离子
:

三磷酸

腺苷并促进钾离子转移到细胞内#致血钾降低而发生周期性瘫

痪#因此
*O))

多发于青年男性#发病可能与雄激素水平增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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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生于中国和日本#该种族人群以高碳水

化合物饮食为主#可因血糖迅速升高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长

期作用可导致高胰岛素血症#甲亢患者肾上腺素活性过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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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可促进钾离子从细胞外向细胞内转移#

导致低钾血症#从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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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患者治疗后甲状腺功

能恢复正常#

*O))

不再发生可能与此有关)

随着儿童定义的改变#目前小于
"0

岁患者多于儿科而不

是成人科室就诊)

*O))

多于青壮年期发病而儿童发病较少#

以周期性麻痹为首发症状的报道更为少见#容易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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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年长儿劳累后出现周期性麻痹需行电解质测定

及甲状腺功能检查除外
*O))

)电解质检查耗时至少
"A

#本

组数据显示#

*O))

患儿多有低钾血症特有的心电图改变#故

周期性麻痹患儿应该常规行心电图检查#若有
*

波低平甚至

出现
P

波等表现#可先行补钾以避免延误治疗)由于
*O))

低钾血症系钾离子分布异常而机体总钾浓度正常#故对于低钾

血症和肌无力表现不重的患儿应该以口服补钾为主#密切随访

血钾变化#避免出现医源性高钾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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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最常见的检测项目之一)各级医疗机

构为了缩短门急诊患者的就医时间#通常采用抗凝末梢血进行

全血细胞计数#并在
;#H>7

内发送报告)血常规标本放置时

间是否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一直没有科学定论)为探究不

同放置时间与检测结果的关系#本文选取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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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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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的血常规标本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表明抗凝末梢血不同放置对血常规检测的部分结果影响较

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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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装配套产品)试剂,质控品批号均

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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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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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计数仪每天按常规做好室内质控)采用毛

细血管法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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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记录结果并对其进行统计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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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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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标本放置不同时间对各检测结果的影响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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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等检

测项目各时间点数据无明显变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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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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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常规检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检测方法#能够有

效评估人体的健康状况#准确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定位#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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