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徐爽"刘青宁"安万新"等
0

采供血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

^

-

0

中国输血杂志"

!"33

"

!6

&

#

'!

386&38$0

,

8

- 李玉梅
0

培训在血站人力资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0

中

国误诊学杂志"

!"3!

"

3!

&

9

'!

#!9"0

,

3"

-雷登平"刘军"张香兰
0

玉树地震后应急跨地域血液联动

的回顾,

^

-

0

中国输血杂志"

!"3!

"

!#

&

3

'!

9&$0

,

33

-邹鹏"何中臣"唐宗顺"等
0

重庆市采供血机构人力资源配

置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

0

重庆医学"

!"3!

"

63

&

:

'!

4:3&

4:#0

&收稿日期!

!"3:&"!&3$

!!

修回日期!

!"3:&"9&":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

抗苗勒氏管激素和性激素评价卵巢储备功能的临床应用%

何彩华3

!曾祥兴3

"

!刘伟国!

"河源市妇幼保健院*

30

检验科$

!0

妇科!广东河源
93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苗勒氏管激素"

7A[

%和性激素水平评价卵巢储备功能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该

院
:"$

例孕前检查的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7A[

水平!化学发光法检测卵泡生成激素

"

CB[

%&黄体生成素"

<[

%&雌二醇"

%

!

%&孕酮"

Y5F@

%&泌乳素"

Y5<

%及睾酮"

S%BS

%水平'按年龄将所有研究

对象分为
9

组!并按
CB[

#

<[

分为
6

组!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7A[

血清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

趋势!各年龄组间除
%

!

和
Y5F@

外!其他
6

项性激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受检者中

7A[

'

303.

,

#

'<

病例占
3:033E

!随年龄增长所占构成比逐渐增加"

3

#

"0"9

%$受检者中
7A[

$

40"

.

,

#

'<

病例占
!60"4E

!随年龄增长所占构成比逐渐减少"

3

#

"0"9

%$随着
CB[

#

<[

的升高!

CB[

血清水平升

高!

7A[

&

<[

&

%

!

&

Y5F@

&

Y5<

&

S%BS

水平均降低!不同
CB[

#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在育龄女性中!检测
7A[

血清水平和性激素水平能更全面地预测卵巢功能'

关键词#卵巢储备功能$

!

抗苗勒氏管激素$

!

性激素

中图法分类号#

566$03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

!!

卵巢储备功能是生育期女性能否正常生育的重

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当前优生优育的大背景下"准

确评价卵巢储备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和安排孕育

计划#抗缪勒氏管激素&

7A[

'和性激素是目前临床

上评价卵巢储备功能常用的指标#

7A[

是由两个相

同的亚基通过二硫键连接成的二聚糖蛋白"是转化生

长因子
0

&

S@C&

0

'超家族成员之一#在女性中"

7A[

仅在卵巢颗粒细胞中表达,

3

-

#性激素
$

项主要包括

卵泡生成激素&

CB[

'+黄体生成素&

<[

'+雌二醇

&

%

!

'+孕酮&

Y5F@

'+泌乳素&

Y5<

'及睾酮&

S%BS

'#

本研究通过对
:"$

例同时接受
7A[

和性激素
$

项

检测的孕前保健女性进行研究"探讨
7A[

和性激素

$

项在评价卵巢储备功能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3$

年
3"

月至
!"34

年
3!

月在本

院妇科门诊+女性保健科门诊+生殖内分泌专科门诊

进行孕前检查的育龄期女性
:"$

例"年龄
38

#

64

岁#

所选取病例应同时进行血清
7A[

水平和性激素水

平检测"月经周期规则&周期为
!3

#

#9J

'"并且无甲

状腺功能减低等影响月经的内分泌疾病"近
#

个月均

无任何激素类药物治疗史"既往无子宫附件手术史#

将纳入研究的
:"$

例孕前检查的育龄女性按年龄阶

段分为
9

组&

#

!9

+

!9

##

#"

+

#"

##

#9

+

#9

##

6"

+

$

6"

岁'*根据
CB[

(

<[

再将纳入研究的
:"$

例育龄女

性分为
6

组&

CB[

(

<[

'

3

为
7

组*

3

#

CB[

(

<[

'

!

为
V

组*

!

#

CB[

(

<[

'

#

为
;

组*

CB[

(

<[

&

#

为
?

组'#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0/

!

方法
!

患者均在月经周期第
!

#

#

天静脉采集

血液标本
$'<

&干燥管两支"一支进行性激素检测"

一支进行
7A[

检测'"室温静置
$"').

后"

#9""

2

(

').

速度离心
3"').

"分离血清后
6e

保存"

!6G

内

完成性激素
$

项检测"

3

周内完成
7A[

检测#血清

7A[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B7

法'"试剂

盒购于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试剂检测线性

范围为
"0"$

#

3:0"".

,

(

'<

"相关系数&

4

'

$

"088

"批

内变异系数&

@W

'

'

3"E

"批间
@W

'

39E

#采用深圳

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5S&$"""

酶标仪检测#

实验步骤均严格按试剂盒及仪器说明书操作#

性激素
$

项检测包括
CB[

+

<[

+

%

!

+

Y5F@

+

S%BS

及
Y5<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Z.);I*?X>:""

免疫分析系统和配套试剂盒均购于美国
VI/R'(.

;1P*NI2

公司"其中
CB[

检测线性范围为
303:

#

3:403!'>Z

(

'<

"

4

$

"08:

"批内
@W

'

9E

"批间
@W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

基金项目!广东省河源市科技计划项目&

!"3$&6:

'#

"

!

通信作者"

%&'()*

!

+I.

,

XX

.

"!":

"

3$#0/1'

#



$E

*

<[

检测线性范围为
"04"

#

:9084'>Z

(

'<

"

4

$

"084

"批内
@W

'

$E

"批间
@W

'

4E

*

%

!

检测线性范

围为
!#06

#

696!0#

O,

(

'<

"

4

$

"08:

"批内
@W

'

9E

"

批间
@W

'

$E

*

Y5F@

检测线性范围为
"0#8

#

#"063

.

,

(

'<

"

4

$

"084:

"批内
@W

'

3"E

"批间
@W

'

3"E

*

Y5<

检测范围为
"0$!

#

49046.

,

(

'<

"

4

$

"088

"批内

@W

'

#E

"批间
@W

'

4E

*

S%BS

检测线性范围为

"033

#

360:3.

,

(

'<

"

4

$

"08:

"批内
@W

'

9E

"批间

@W

'

$E

*实验步骤均严格按照试剂盒及仪器说明书

操作#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VD

;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中的
!

组比

较采用
<B?&

R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组间中的
!

组比较采用

H$;0-4

检验"

3

#

"0"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各年龄组女性血清
7A[

和性激素水平比

较
!

7A[

血清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各

年龄组间女性血清
7A[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

#

"0"9

'#各年龄组间女性性激素血清水平"除

%

!

和
Y5F@

外"其他
6

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3

#

表
3

!!

各年龄组女性血清
7A[

和性激素水平$

VD;

%

年龄&岁'

% 7A[

&

.

,

(

'<

'

CB[

&

'>Z

(

'<

'

<[

&

'>Z

(

'<

'

%

!

&

O,

(

'<

'

Y5F@

&

.

,

(

'<

'

Y5<

&

.

,

(

'<

'

S%BS

&

.

,

(

'<

'

#

!9 366 40!8D60#! 40#8D$04# 409!D90$$ 960""D##0!" #0!#D9036 3$0!:D8089 "09#D"0!#

!9

##

#" !33 90:8D60"9 40"8D!09: $06"D603: 9#044D#"0:9 !0:!D30:6 340$!D3:0$$ "06:D"03:

#"

##

#9 !"! 609$D#043 40:#D$0:: 90!8D6088 9809:D3"$0"4 !084D#04: 3#08!D8069 "06$D"0#3

#9

##

6" 3$4 !049D#0"6 :0#6D#06! 60!$D308" 9409$D9"0## #0"3D$0!9 3#0$6D4098 "06"D"0##

$

6" :! "086D"08: 390"9D3$0:3 $086D80"3 940#!D6!0!: !03$D30$! 3!069D$09: "0#:D"0!8

合计
:"$ 60$9D603" :06"D40" 908#D903$ 9$063D$#039 !08"D6038 3903"D3!0!$ "06$D"0!4

H 9:09"" 3808"" 3"0!!9 "0!8" "08!" 60$9$ $099$

3 "0""" "0""" "0""" "0::9 "069! "0""3 "0"""

表
!

!!

各年龄组女性
7A[

'

303.

,

&

'<

和
7A[

$

40".

,

&

'<

的分布情况

年龄&岁'

%

7A[

'

303.

,

(

'<

例数及构成比,

%

&

E

'- 平均值&

VD;

"

.

,

(

'<

'

7A[

$

40".

,

(

'<

例数及构成比,

%

&

E

'- 平均值&

VD;

"

.

,

(

'<

'

#

!9 366 9

&

#064

'

"048D"0#$ 4"

&

6:0$3

'

3"0:!D#0!8

!9

##

#" !33 3"

&

6046

'

"098D"06" $8

&

#!04"

'

3"049D#0""

#"

##

#9 !"! !!

&

3"0:8

'

"098D"0#9 6"

&

380:"

'

3"0$3D#039

#9

##

6" 3$4 9#

&

#3046

'

"09$D"0#6 39

&

:08:

'

3"0$4D#03!

$

6" :! 9$

&

$:0!8

'

"0#:D"0#" "

&

"0""

'

"0""D"0""

合计
:"$ 36$

&

3:033

'

"093D"0#6 386

&

!60"4

'

3"046D#03!

!

!

!3#069! 3"60:$6

3 "0""" "0"""

表
#

!!

不同
CB[

&

<[

女性的
7A[

及性激素水平比较$

VD;

%

组别
% 7A[

&

.

,

(

'<

'

CB[

&

'>Z

(

'<

'

<[

&

'>Z

(

'<

'

%

!

&

O,

(

'<

'

Y5F@

&

.

,

(

'<

'

Y5<

&

.

,

(

'<

'

S%BS

&

.

,

(

'<

'

7

组
3$$ :03:D60:! $06$D#04# 3"0$!D$0#! 4406!D3!!098 #0::D90:8 390$9D3908# "09!D"03:

V

组
#:3 604#D#06: 4048D40$# 90#!D6036 93088D!80!$ !08#D6068 3908:D3!09" "06$D"0!4

;

组
34! !0$!D!0$9 3"0#:D3"0!# 60#"D60!$ 9!038D6"06" !0!$D30!9 360$"D80$4 "06#D"0#$

?

组
:4 3094D30:9 3"0:6D90"4 !08!D309# 660"3D3:0#3 !034D3069 330!"D608: "063D"0!3

H 840!98 3304$" :!0!3$ :0#66 90#9$ #0:!: 90":!

3 "0""" "0""" "0""" "0""" "0""" "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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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龄组女性
7A[

'

303.

,

(

'<

和
7A[

$

40".

,

(

'<

的分布情况
!

所有受检者中
7A[

'

303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

,

(

'<

的病例占
3:033E

"随年龄增长"所占构成比

逐渐增加"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

所有 受 检 者 中
7A[

$

40" .

,

(

'<

的 病 例 占

!60"4E

"随年龄增长"所占构成比逐渐减少"其中
$

6"

岁年龄组中未见
7A[

$

40".

,

(

'<

的病例"各年

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

#

/0'

!

不同
CB[

(

<[

女性的
7A[

及性激素水平比

较
!

随着
CB[

(

<[

的升高"

CB[

血清水平升高"

7A[

+

<[

+

%

!

+

Y5F@

+

Y5<

+

S%BS

水平均降低"不同

CB[

(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3

#

"0"9

'#见表
#

#

'

!

讨
!!

论

!!

育龄期是卵巢功能成熟的时期"也是生殖+内分

泌疾病高发"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高需求的阶段"准确

评估育龄期女性的卵巢功能对临床医师的诊疗有重

要价值#如何更早+更准确地评价育龄期女性卵巢功

能是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任务#目前"主要从影像

学+内分泌学和年龄等方面去评价卵巢功能#但是"

由于方法学上的局限性各种方法预测效果仍不

理想,

3&!

-

#

研究证实"

7A[

在次级卵泡+窦卵泡和直径
#

6

''

的窦状卵泡的颗粒细胞中表达量最高"在直径
6

''

及以上的卵泡中表达量逐渐降低"直至不表达,

#

-

#

本研究显示
#

!9

岁育龄期女性
7A[

水平维持在一

个比较高的水平"

!9

##

#"

+

#"

##

#9

岁有一个较大

的下降幅度"但是在
!9

##

#"

岁时的下降幅度则较

小"

$

6"

岁育龄女性的
7A[

血清水平则极低"可见"

各年龄组女性血清
7A[

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现下

降趋势&

3

#

"0"9

'#近年来研究显示"

7A[

在评估

卵巢早衰和多囊卵巢综合征&

Y;FB

'方面具有较为明

显的优势,

3

-

#有研究显示"

7A[

&

9.

,

(

'<

对于
Y&

;FB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6

-

#另有研究显示
7A[

&

40".

,

(

'<

诊断
Y;FB

更加敏感,

9

-

#本研究显示所

有受检者中
7A[

$

40".

,

(

'<

的病例构成比随年龄

增长而逐渐减少#据此推测"本地区中低年龄段育龄

女性中
Y;FB

发病率则更高"但仍然需要扩大标本量

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关于
7A[

诊断
Y;FB

的阈

值尚未达成一致"因此仍需要排除各种混杂因素进行

深入研究#

Y;FB

是育龄女性常见的疾病之一"

Y&

;FB

在临床上表现出较明显的异质性"给该疾病的诊

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有研究显示
7A[

水平
'

303

.

,

(

'<

是评价卵巢储备功能降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

-

#

本研究显示所有受检者中
7A[

'

303.

,

(

'<

的病例

占
3:033E

"随年龄增长所占构成比逐渐增加"各年龄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据此推测"

本地区中高年龄段女性中卵巢储备功能降低发病率

则更高#提示女性应该根据自身情况评价自身卵巢

功能#

CB[

(

<[

也是临床上较常用的指标之一#在卵

泡发育过程中"

CB[

和
<[

发挥着协同作用,

4&:

-

#本

研究显示随着
CB[

(

<[

的升高"

CB[

血清水平升高"

7A[

+

<[

+

%

!

+

Y5F@

+

Y5<

+

S%BS

水平均降低"不同

CB[

(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3

#

"0"9

'#可见
CB[

(

<[

和
7A[

血清水平具有类似

的提示效应#卵巢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能分泌抑制素"

从而能抑制
CB[

的分泌#当卵巢功能出现衰减时"

抑制素分泌相应减少"导致对
CB[

的抑制作用相应

减弱"致使
CB[

水平会明显升高"引起
CB[

(

<[

也

随之升高,

:&3"

-

#因此"本研究并未获得
CB[

(

<[

评价

卵巢功能的阈值#卵巢功能异常对育龄女性生育功

能的影响直接而明显"目前对卵巢功能下降尚无有效

的治疗方法#因此"对于育龄女性卵巢功能的准确预

测对于制订合理的妊娠计划非常必要#本研究通过

分析
7A[

和性激素水平在各年龄段中的差异"以及

CB[

(

<[

在评价卵巢功能方面的临床应用"提示
!9

岁及以上育龄女性进行卵巢功能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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