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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比不同妊娠阶段及年龄的妊娠妇女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分析妊娠妇女进行甲状腺功能监测的合理时

机!并探讨高龄妊娠妇女"

$

*0

岁#发生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风险$方法
!

选取
#"/0

年
+

月至
/#

月在产科门诊建卡的
!44

例健康妊娠妇女为研究对象!留取其空腹静脉血!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甲状腺激素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P8*

#%游离甲

状腺素"

P8!

#%及促甲状腺素"

8$&

#水平$将妊娠早期至中期按孕周分阶段!观察各阶段妊娠妇女的
P8*

%

P8!

%及
8$&

变化趋

势$同时将孕早%中期的妊娠妇女分别按年龄分为
!

组!对比各年龄组妊娠妇女在孕早%中期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差异$结果
!

妊

娠妇女甲状腺激素
P8*

及
P8!

水平自孕早期开始升高!

P8!

的高峰在孕周
$

,

#

/#

周!而
P8*

的升高比较持久!至孕周
$

/+

#

#"

周达峰值$

8$&

则在孕早期显著下降!孕
+

#

,

周降至最低值!之后持续上升至孕中期结束'高龄妊娠妇女"

$

*0

岁#在妊娠早%中

期的
P8*

%

P8!

值都低于同期
*0

岁以下妊娠妇女!呈分泌低下状态'而
8$&

值均高于
*0

岁以下妊娠妇女$结论
!

不同妊娠阶段

及年龄的妊娠妇女甲状腺功能会呈现不同的状态!妊娠妇女的甲状腺功能筛查不仅要在孕早期开展!孕中期也非常必要!尤其对

高龄产妇的甲状腺功能筛查更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关键词"妊娠'

!

甲状腺功能'

!

甲状腺功能减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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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是常见的妊娠合并症之一#妊娠期甲状

腺功能低下及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对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

及母体妊娠结局的影响在近几年来备受关注(

/6#

)

'受妊娠因素

的影响#妊娠妇女的甲状腺功能会发生一系列生理性的改

变(

*

)

#掌握其变化规律有助于临床选择合理的时间对妊娠妇女

的甲状腺功能进行监测'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高龄

产妇大量涌现#而年龄这一因素对妊娠妇女甲状腺功能变化的

影响亦值得关注'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将
#"/0

年
+

月至
/#

月在本单位产科门诊建

卡的妊娠早-中期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美国临床生化研究

院$

W5.Y

%的标准!$

/

%排除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

球蛋白抗体$

8

@

5J

%阳性者$免疫化学发光等敏感测定方法%&

$

#

%排除有甲状腺疾病个人史和家族史者&$

*

%排除可见或者可

以触及的甲状腺肿&$

!

%排除服用药物者$雌激素类除外%'确

认入选对象
!44

例#其中孕早期$

&

/#

周%

#7,

例#孕中期$

/*

#

#,

周%

/47

例'另外#随机抽取在本院体检的健康非孕妇女

#"/

例作为对照'

$1/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雅培
:#"""

化学发光仪#雅培公司

配套试剂#所有检测项目均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1'

!

方法
!

所有入选对象留取空腹静脉血#

*"""F

"

L:;

#离心

0L:;

#分离血清后待检'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P8*

%-游

离甲状腺素$

P8!

%-及促甲状腺素$

8$&

%均采用化学发光法检

测'全部研究对象按孕周分为
+

个阶段!孕
+

#

,

周-

$

,

#

/#

周-

$

/#

#

/+

周-

$

/+

#

#"

周-

$

#"

#

#!

周-

$

#!

#

#,

周'孕

早期-中期妇女按年龄分为
!

个组!

#/

#

#0

岁-

$

#0

#

*"

岁-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W917

"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科技计划医疗卫生$扶持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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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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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志敏#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分子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

#

*0

岁及大于
*0

岁组#低于
#/

岁患者未列入统计'

$11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输入
':CF9>9E?]_C=D

表格#使用

$V$$/7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I\C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研究对象情况
!

对照组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1//\

!1!*

%岁&孕
+

#

,

周
//!

例#平均年龄$

#,17#\!1!"

%岁&

$

,

#

/#

周
/,!

例#平均年龄$

#71"!\01#*

%岁&

$

/#

#

/+

周
7*

例#

平均年龄$

#,1""\01/,

%岁&

$

/+

#

#"

周
!"

例#平均年龄

$

#,1!+\+1,/

%岁&

$

#"

#

#!

周
#4

例#平均年龄$

#4100\

41"0

%岁及
$

#!

#

#,

周
/7

例#平均年龄$

*"1"+\+1*#

%岁'各

妊娠阶段孕妇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说明

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可排除年龄影响'

/1/

!

各妊娠阶段妇女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
!

P8*

及
P8!

水平自孕早期开始升高#

P8!

的高峰在孕周
$

,

#

/#

周#孕中

期开始持续下降#而
P8*

的升高比较持久#至孕
$

/+

#

#"

周达

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8$&

则在孕早期显著下降#孕
+

#

,

周

降至最低值#之后持续上升至孕中期结束'见表
/

'

表
/

!!

各妊娠阶段妇女的
P8*

'

P8!

及
8$&

!!!

水平比较#

I\C

$

孕周
0 P8*

$

N

L9D

"

S

%

P8!

$

N

L9D

"

S

%

8$&

$

L%i

"

S

%

+

#

,

周
//! !1+,\"100 /!1/0\/1!+ "17"\"1+!

$

,

#

/#

周
/,! !14#\"1!! /!1/4\/14" /1#*\"1,4

$

/#

#

/+

周
7* !14!\"1!, /*1!4\/100 /1*!\"1,/

$

/+

#

#"

周
!" !1,0\"1+# /#1++\/1!! /1!4\"140

$

#"

#

#!

周
#4 !1*4\"1*7 //1,"\/1"+ /1+#\/1#4

$

#!

#

#,

周
/7 !1##\"1#* //1!/\"10/ /14*\/1#7

/1'

!

妊娠早-中期不同孕龄妊娠妇女
P8*

-

P8!

及
8$&

的对

比分析
!

对孕早-中期各年龄组孕妇
P8*

-

P8!

-及
8$&

进行

测定#结果显示#妊娠早期#甲状腺激素
P8*

及
P8!

水平随着

年龄增长而降低#

$

*0

岁组较
#/

#

#0

岁及
$

#0

#

*"

岁组都有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0

岁组与
$

*"

#

*0

岁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

$

*0

岁组的
8$&

值较前
*

组都有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妊娠中

期#在
*0

岁之前的
*

组孕妇中#

P8*

及
P8!

水平出现了不同

方向的变化#

P8!

依然延续妊娠早期的结论#随着年龄增长分

泌下降#而
P8*

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8$&

水平也随着

年龄增长而下降'但超过
*0

岁组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又与

孕早期的结论一致#呈分泌低下状态#

P8*

及
P8!

水平较前
*

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8$&

水平增高#差异较

前
*

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

'

表
#

!!

孕早期不同年龄组孕妇的
P8*

'

P8!

及

!!!

8$&

水平#

I\C

$

组别
0 P8*

$

N

L9D

"

S

%

P8!

$

N

L9D

"

S

%

8$&

$

L%i

"

S

%

#/

#

#0

岁
47 !14!\"1!4 /!1*0\/17* /1/#\"1,4

$

#0

#

*"

岁
/"/ !14#\"10* /!1##\/1*0 /1/*\"14+

$

*"

#

*0

岁
+# !1+4\"1!/ /*1,4\/100 /1/!\"14+

$

*0

岁
*,

!1+!\"1*#

"%

/*14"\/1,4

"%

/1/7\"17*

"%,

!!

注!与
#/

#

#0

岁组比较#

"

!

#

"1"0

&与
$

#0

#

*"

岁组比较#

%

!

#

"1"0

&与
$

*"

#

*0

岁组比较#

,

!

#

"1"0

'

表
*

!!

孕中期不同年龄组孕妇的
P8*

'

P8!

!!!

及
8$&

水平#

I\C

$

组别
0 P8*

$

N

L9D

"

S

%

P8!

$

N

L9D

"

S

%

8$&

$

L%i

"

S

%

#/

#

#0

岁
47 !14/\"1+" /*1#!\/1!7 /1#/\"14#

$

#0

#

*"

岁
/"/ !14!\"1!! /*1/+\/10, /1#+\"1+4

$

*"

#

*0

岁
+# !14,\"100 /*1"/\/104 /1#4\"1,,

$

*0

岁
*, !10,\"1+7

"%,

//1//\/1!0

"%,

#1//\/1"7

"%,

!!

注!与
#/

#

#0

岁组比较#

"

!

#

"1"0

&与
$

#0

#

*"

岁组比较#

%

!

#

"1"0

&与
$

*"

#

*0

岁组比较#

,

!

#

"1"0

'

'

!

讨
!!

论

!!

甲状腺激素参与全身各系统的新陈代谢#尤其在胎儿中枢

神经系统的发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6+

)

#妊娠期甲状腺

功能减退严重影响母体妊娠结局和胎儿的神经智力发育(

46,

)

'

由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妊娠因素的影响正常妊娠妇女的

甲状腺功能确实有所改变'甲状腺激素
P8*

及
P8!

水平在妊

娠早期即开始上升#但
P8!

的上升期在妊娠早期就已结束#

P8*

的上升期持续到妊娠中期#至孕
$

/+

#

#"

周达峰值之后

开始下降'目前#国内多家医院应*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

治指南+的建议已开展在妊娠早期对妊娠妇女的甲状腺功能进

行监测#但本研究结果提示甲状腺激素
P8*

在妊娠中期依然

会升高#所以建议有条件的医院对妊娠中期的孕妇也应进行甲

状腺功能筛查#以及时发现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及亚临床甲

减#以免对母体和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中建议对高危妊娠妇

女进行甲状腺功能筛查#其中的高危因素就包括高龄产妇'随

着我国.二孩/政策的放开#高龄产妇越来越多#诸多的研究结

果表明#高龄产妇与母胎的并发症密切相关(

7

)

'本研究亦着眼

于妊娠年龄这一因素#分析了不同妊娠年龄妇女的甲状腺功能

状态'结果显示#在妊娠早期#孕妇甲状腺激素
P8*

及
P8!

水

平随着妊娠年龄增长而降低#

8$&

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

在妊娠
/#

周之前#胎儿的甲状腺激素主要来源于母体#母体甲

状腺功能受损#可引起胎儿不可逆的大脑损伤(

!

)

#所以妊娠早

期高龄产妇的甲状腺功能筛查更应引起特别的重视'但本研

究对妊娠中期的结果分析显示#妊娠中期
*0

岁之前的
*

组孕

妇的
P8*

和
8$&

水平变化却不符合孕早期的规律#

P8*

随着

妊娠年龄的升高而升高#

8$&

值随着妊娠年龄的升高而降

低#

$

*0

岁组孕妇的
P8*

-

P8!

及
8$&

水平变化依然符合妊

娠早期的规律#呈分泌低下状态'对此结果目前国内外文献中

尚无报道#仍需后续大样本的研究证实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

综上所述#不同妊娠阶段及年龄的孕妇甲状腺功能会呈现

不同的状态#加强妊娠早-中期的甲状腺功能筛查可以及时地

发现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及亚临床甲减#尤其对高龄产妇的

甲状腺功能筛查更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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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组织适当的扩张和回缩#同时其也能够减少表面张力对肺毛

细血管总液体的吸引作用#从而达到防止肺间质和肺泡内组织

液增多#降低肺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保证肺泡的相对干燥'

综上所述#预防性补充外源
V$

可有效降低肺透明膜病的

发生率#缩短病程#减少与机械通气和氧疗相关的潜在并发症'

早期应用
V$

可减少用药次数#缩短机械通气和氧疗时间#提

高患儿生存质量#减轻患儿家属经济负担'故早期预防性补充

V$

对预防肺透明膜病疗效显著#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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