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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人群血清甲状腺激

素水平与进口试剂盒给定的参考区间有差异!建立四川地区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甲状腺激素(

!

参考区间(

!

化学发光法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0'%)

%

')-'/)'-'.

3-+-+8+75+-K@,8+

F

78+9-9:,@;AC8E

>

;9+DE9;C9-@;@:@;@-6@;7-

F

@7C9-

F4

7;8+75E@758E

>4

9

4

A578+9-+-R+6EA7-7;@7

!

17=A#$%90$%&

*

%

#

D7=A@C;&90$&

0

%

%PJ;&>;-

:

?-,?0;I20%-A;&;>$I3

)

0PG;

4

%->/;&>?

:

=2I0;%-,;H$I$&;

#

B$IC2%&

)-?K$&I$%0);?

4

0;R3!?3

4

$>%0

#

JC;&

*

H2

#

B$IC2%&)%''/0

#

JC$&%

&

'

3<,8;768

(

!

"<

*

@68+K@

!

23

6

847=,=+;8=7

C

=+I4E9=

>

;949:484@484+A4=+948I;7E3@E48F,98==3?39:

C

83+=+4

%

22.

&#

9:

C

835=+4

%

22&

&#

@84498==3?39:

C

83+=+4

%

\2.

&#

@8449:

C

835=+4

%

\2&

&

;+?9:

C

83=?-E9=,F7;9=+

>

:38,3+4

%

2aR

&

;,3+

>

6

;89=;7:4;79:

C6

3

6

F7;9=3+=+a=A:F;+;84;HL@8E9D,

!

$AA38?=+

>

939:4EA844+=+

>

84

G

F=84,4+9E@387;B38;938

C

EF

66

389

@389:4?=;

>

+3E=E;+?,3+=938=+

>

3@9:

C

83=??=E4;E4E=+9:4#;9=3+;7$A;?4,

C

3@L7=+=A;7"=3A:4,=E98

C

%

#$L"

&

7;B3-

8;938

C

,4?=A=+4

6

8;A9=A4

>

F=?47=+4E

#

/%);

66

;84+97

C

:4;79:

C

=+?=I=?F;7ED=9:+38,;7

6

:

C

E=A;745;,=+;9=3+;+?847;94?

7;B38;938

C

?494A9=3+ED484EA844+4?3F9@83,a=A:F;+;84;

#

=+A7F?=+

>

&0%,;74E;+?01*@4,;74E

#

;

>

4?%(O)*

C

4;8E

37?H\;E9=+

>

E48F,D;EA3774A94?@38?494A9=+

>

22.

#

22&

#

\2.

#

\2&;+?2aRB

C

FE=+

>

9:4$,48=A;+$BB399=0'''

;F93,;9=AA:4,=7F,=+4EA4+9;+;7

C

e48H2:474I47E3@;B3I4=+?=A;938ED484A3,

6

;84?B49D44+?=@@484+9

>

4+?48E;+?;-

,3+

>

?=@@484+9;

>

4

>

83F

6

EHM@,A58,

!

2:474I47E3@22.

#

22&

#

\2.

#

\2&;+?2aR=+9:4,;74

>

83F

6

D484

%

%H10i

'H0(

&

+,37

"

Q

#%

(/H)*i%*H(1

&

+,37

"

Q

#%

*H0%i'H*(

&

6

,37

"

Q

#%

%.H/.i%H/'

&

6

,37

"

Q

#%

0H&1i%H&*

&

,J

"

Q

#

84E

6

4A-

9=I47

C

#

D:=74D:=A:=+9:4@4,;74

>

83F

6

D484

%

%H(/i'H.(

&

+,37

"

Q

#%

10H.)i%)H.(

&

+,37

"

Q

#%

*H'/i%H%0

&

6

,37

"

Q

#

%

%.H1/i0H%'

&

6

,37

"

Q

#%

.H'0i0H'*

&

,J

"

Q

#

84E

6

4A9=I47

C

#

9:422&;+?2aR74I47E:;?E9;9=E9=A;77

C

E=

>

+=@=A;+9

?=@@484+A4B49D44+?=@@484+9

>

4+?48E

%

>

%

f.H&0

*

>

0

f0H/0

#

)

$

'H'*

&

H2:4A38847;9=3+;+;7

C

E=E84EF79EE:3D4?9:;9

22.;+?\2.D484+4

>

;9=I47

C

A38847;94?D=9:;

>

4

%

-

%

fO'H%0

#

-

0

fO'H0&

#

;77)

$

'H'*

&

H22.

#

22&

#

\2.

#

\2&;+?

2aR84@484+A4=+948I;7ED484

%

%H0)O0H*&

&

+,37

"

Q

#%

*'H.(O%%1H).

&

+,37

"

Q

#%

.H/.O)H).

&

6

,37

"

Q

#%

%'H&%O

%/H..

&

6

,37

"

Q;+?

%

'H.(O*H.&

&

,J

"

Q84E

6

4A9=I47

C

HN9-65A,+9-

!

a48F,9:

C

83=?:38,3+474I47E=+a=A:F;+;84;:;I4

?=@@484+A4ED=9:9:484@484+A4=+948I;7E

6

83I=?4B

C

9:4=,

6

3894?84;

>

4+9<=9E

#

9:484@3844E9;B7=E:=+

>

9:49:

C

83=?:38-

,3+4E84@484+A4=+948I;7E=+a=A:F;+;84;:;E;+=,

6

389;+9E=

>

+=@=A;+A4H

'

O@

>

?9;D,

(

!

9:

C

83=?:38,3+4E

)

!

84@484+A4I;7F4E

)

!

A:4,=7F,=+4EA4+9,49:3?

!!

目前我国临床实验室测定血清中甲状腺激素指标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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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反映甲状腺功能的重要指标#但在应用进口化

学发光法试剂盒所提供的参考区间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参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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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激素水平在性别*年龄间的变化#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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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患有临床甲状腺疾病#而亚临床

甲状腺疾病患病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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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妇女达
0'X

#这就要求实验

室不仅要提高甲状腺激素检验的灵敏性和特异性#还应有适合

本地区人群的参考区间-国内研究报道#无明显甲状腺疾病的

健康人群中#

2NY$

阳性率为
&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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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Y$

为一种自身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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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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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常见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其水平与疾病活动期相关-这说明在以往甲状腺激素参考区

间建立时仅靠排除临床症状#未进行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有

很大的风险和不足-

本研究严格按照
#$L"

检验医学应用准则中关于甲状腺

疾病诊断与监测的实验室支持中的原则#特别排除甲状腺自身

抗体
2NY$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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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的志愿者-在性别间的比较

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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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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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刘春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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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有差异#结果有待增加样本量和扩大

地域范围来进一步证实-目前#从临床角度出发#没有必要按

年龄进行分组#但既往研究表明#甲状腺疾病在中老年人及女

性中发病率较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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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患者不具有典型症状#反而

表现为表情淡漠*抑郁*迟钝*嗜睡#同时伴有体质量下降*食欲

减退*腹泻等消化道系统症状#而且甲状腺肿大不明显#眼突也

少#所以要求临床医生在诊疗活动中对这两类人群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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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报道#健康孕妇在早*中*晚孕期以及产前和产

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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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建立本地区健康

人群参考区间外#还应建立本地区妊娠妇女不同孕期的参考区

间-在临床工作中#目前只有成人的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而没有

儿童的参考值#这也给儿科医生对甲状腺疾病患儿的诊断带来

不便#而甲状腺激素在儿童期对儿童的神经和机体的发育都有

很大的意义#因此#能联合多中心建立中国健康儿童的甲状腺

参考值非常必要-目前已经公布的
2aR

研究数据多来自西

方人群#还没有中国人群
2aR

参考区间的资料见诸报道#基

本上是沿用生产厂商提供的主要来自于欧美人群的资料-本

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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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西方人群的

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更说明了建立本地区健康成年人甲状

腺激素参考区间的必要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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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者的例数偏少#且只

限四川地区#还应扩大区域范围#增加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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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稳定的激素#易受糖

皮质醇激素类*生长抑素*多巴胺的影响#本研究未涉及该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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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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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分析实验也可能识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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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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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及隐性甲状腺功能紊乱的人员-

综上所述#建立本地区健康成年人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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