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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甲状腺激素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生存状况的研究

张
!

露!王学忠!徐光辉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人民医院呼吸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甲状腺激素对无原发性甲状腺疾病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0!2+"

$患者

生存状况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治疗的
4)

例患者%抽取所有患者血清进行

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包括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77,

$&总甲状腺素"

77$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7,

$&游

离甲状腺素"

T7$

$&促甲状腺素"

7Y/

$%将患者治疗前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进行比较!并对患者出院后进行电

话随访!询问其生存状况%结果
!

血清甲状腺激素与
*0!2+"

患者的生存状况具有相关性!甲状腺激素水平

较高的患者!其生活质量及生存状况越好%无呼吸衰竭组
77,

为"

%'(#]('&)

$

:K8B

'

R

&

77$

为"

4%'-)]

&%').

$

:K8B

'

R

&

T7,

为"

,'%$](').

$

G

K8B

'

R

&

T7$

为"

%#'-.])'$.

$

G

K8B

'

R

!均高于
'

&

!

型呼吸衰竭组%无

呼吸衰竭组患者健康生命质量总评分为"

4'$&]('4.

$分!比
'

&

!

型呼吸衰竭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情缓解组患者
.4

例"

)('#%5

$!病情加重组
%,

例"

%,'&.5

$!病死组
#

例"

#'%&5

$!病情缓解组

77,

&

77$

&

T7,

&

T7$

水平均高于病情加重组和病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T7,

&

T7$

&

7Y/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清甲状腺激素与
*0!2+"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治疗后甲状腺激

素水平越高!

*0!2+"

患者生存状况越好%

关键词"甲状腺激素#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

原发性甲状腺疾病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

$

($6(--)6(,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0!2+"

&是一种

呼吸系统性疾病#常合并支气管炎等并发症#病死率

极高*

%6&

+

)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患者

病发时呼吸困难#无法自行排痰#则可能导致窒

息*

,6$

+

)该病病程长'发病时痛苦#给患者及其家属带

来极大的心理负担)

*0!2+"

与机体分泌系统具有

相关性#包括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等*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接受治疗的
4)

例
*0!2+"

患者#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平均病程$

&',$]

%'%&

&

E

)全部患者均排除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

能减退等原发性甲状腺疾病#其发病原因为感染'营

养不良'过度饥饿等)纳入标准*

#

+

!$

%

&无肺癌等呼吸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T<IHC@H

J

&(%)

!

U8B'%-

!

V8'$



系统疾病)$

&

&无精神'意识障碍性疾病)$

,

&无肾脏

等重要器官损伤疾病)$

$

&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检测方法
!

无菌血液采集管收集所有患者清

晨
#

!

((

空腹静脉血#消毒灭菌处理后离心#注意离心

速度和离心时间#取上清液使用超声检查法检测患者

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对治疗前后的检测结果进行记

录并统计分析)出院后多次访问患者的生存状况并

跟踪记录)

$'/'/

!

评价标准
!

按患者入院后的血气分析结果#

将病情严重程度分为
,

个标准!/无呼吸衰竭0/

'

型

呼吸衰竭0/

!

型呼吸衰竭0$并分成
,

个组#每组分别

,)

'

,%

'

&4

例&)运用改良健康生命质量评价表评估患

者的生命质量)根据电话回访患者的自我行为管理

状况'心理状态'生活态度等指标进行健康生命质量

评分#满分
%-

分#分数越高#生命质量越高)将治疗

后的患者分为病情缓解组'病情加重组'病死组并进

行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每组分别为
.4

'

%,

'

#

例)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
*0!2+"

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结果比

较
!

除促甲状腺素$

7Y/

&水平外#无呼吸衰竭组患者

其他各项指标均高于
'

'

!

型呼吸衰竭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各组
*0!2+"

患者健康生命质量评分结果比

较
!

无呼吸衰竭组患者健康生命质量评分较
'

'

!

型

呼吸衰竭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3

('($$

%

!

$

('(-

&)见表
&

)

/''

!

各组
*0!2+"

患者治疗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

平结果比较
!

病情缓解组患者
.4

例$

)('#%5

&#病情

加重组
%,

例$

%,'&.5

&#病死组
#

例$

#'%&5

&)病情

缓解组患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77,

&'总甲状腺素

$

77$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7,

&'游离甲状腺素

$

T7$

&水平均高于病情加重组和病死组#

77,

'

77$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T7,

'

T7$

'

7Y/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各组
*0!2+"

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结果比较#

F]@

$

组别 例数$

-

&

77,

$

:K8B

"

R

&

77$

$

:K8B

"

R

&

T7,

$

G

K8B

"

R

&

T7$

$

G

K8B

"

R

&

7Y/

$

[̂

"

R

&

无呼吸衰竭组
,) %'(#]('&) 4%'-)]&%'). ,'%$]('). %#'-.])'$. %'(.](',-

'

型呼吸衰竭组
,% ('#)](',$ .4'%)]%4'$) &'%)]('#. %$'&)].'%% %'4#]('#)

!

型呼吸衰竭组
&4 ('#4]('&. .%'$-]%#'&- &',%]('-) %,'4)].'() (').]('-.

; %'.%4 %'4)- %'4&. &'%$4 &'(%)

! ('(#% ('($& ('(-% ('(,. ('($,

表
&

!!

各组
*0!2+"

患者健康生命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自我行为管理 心理状态 生活态度 总分

无呼吸衰竭组
,) ,'%-]('). ,'&(]('.4 ,'(.]('#. 4'$&]('4.

'

型呼吸衰竭组
,% &'-%]('-& &'$,]('$# &',%](',& .'&-]('#&

!

型呼吸衰竭组
&4 &'%,]('$. &'%)](',. &'(%]('$, #',&]('-,

表
,

!!

各组
*0!2+"

患者治疗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结果比较#

F]@

$

组别 例数$

-

&

77,

$

:K8B

"

R

&

77$

$

:K8B

"

R

&

T7,

$

G

K8B

"

R

&

T7$

$

G

K8B

"

R

&

7Y/

$

[̂

"

R

&

病情缓解组
.4 ('4#]('&, ),'$.]&%'() &')$]('#$ %#'&,]-'&) %'%$]('&,

病情加重组
%, ('.%]('&$ .)'#)]%4'-) &'$)]('$) %-'4)]$'). %'&-]('&)

病死组
# ('#&]('%) .$'-$]%)'## &'(&]('-& %-'$)]-'%$ %'-#](',#

; &'(,. &'&#) %'4(# %'#)- %'-,4

! ('($& ('(&% ('(-) ('(#4 ('(.&

'

!

讨
!!

论

!!

*0!2+"

是一种进行性疾病#病情随时间延长

而加重#且越到后期越痛苦#造成患者无法正常生活

和学习#严重影响生命质量#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极

大的负面影响*

.6)

+

)

*0!2+"

发病原因复杂#与各种

分泌系统的机制均有相关性#其中甲状腺激素水平决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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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HC@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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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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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患者病情#从而影响其生存状况*

46%(

+

)致使
*0!26

+"

发生甲状腺激素性疾病并非甲状腺激素分泌异

常#是激素运输和接受异常造成#进而影响患者生命

质量)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不仅对患者治疗前后的

甲状腺激素水平和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检测和研究#出

院后还以电话回访方式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

况进行调查#保证了数据的稳定性'真实性'可研究

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

均比治疗前提高#且治疗效果越好#甲状腺激素水平

越高#说明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患者病情具有相关性)

不同严重程度的
*0!2+"

患者结果表明#除
7Y/

水

平外#无呼吸衰竭组患者其他各项指标水平均高于

'

'

!

型呼吸衰竭组$

!

$

('(-

&#而
7Y/

水平则相反#

可能与患者缺氧状态下#下丘脑中垂体甲状腺轴功能

受损伤#从而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也有可能在各

种应激因素不断刺激下丘脑中垂体肾上腺激素系统#

从而使儿茶酚胺'糖皮质激素等释放增加#促进蛋白

分解#对下丘脑中垂体有反馈性抑制作用#抑制
7Y/

释放)各组
77$

'

T7$

'

7Y/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同时#对
*0!2+"

患者进行健康生

命治疗评分结果显示#无呼吸衰竭组患者健康生命质

量评分较
'

'

!

型呼吸衰竭组高#即无呼吸衰竭患者

健康生命治疗较呼吸衰竭患者好)本研究各组治疗

后结果提示#病情缓解组患者
77,

'

77$

'

T7,

'

T7$

水平均高于病情加重组和病死组#

77,

'

77$

水平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T7,

'

T7$

'

7Y/

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2+"

患

者病因通常包括各类外伤'急性心肌梗死'头部损伤'

各种感染类疾病等#目前许多研究表明#甲状腺激素

是检测呼吸衰竭'心血管等疾病的重要方法*

%%6%&

+

)因

此对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测及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0!2+"

是一种以持续性气流受阻为发病特征的疾

病#易对呼吸系统造成直接影响#而
*0!2+"

患者发

病后
77,

水平下降是一种保护性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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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情况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但对患者的电话随访时间较短#无法提供更长期

的有效信息#这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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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血清甲状腺激素与
*0!2+"

患者病

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治疗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越

高#

*0!2+"

患者生存状况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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