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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不同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的参考区间& 方法$收集 !"# 例不同妊娠期妇女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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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甲状腺素"?@A#数据$采用中位数"B#及百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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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D)" H1=4IJ'?@A*D.! F!D#. 1KLIJ& 采用本标准和美国甲状腺协会指南标准筛查临床甲减的

检出率分别是 *G"*I!"##和 +D+G"EI!"##$指南标准检出率高于本标准的检出率"!M*D*)E#& 本标准和指

南标准筛查亚临床甲减的检出率分别是 +D,G".I!"##和 +*D*G"!,I!"##$指南标准检出率高于本标准的检

出率"!M*D***#& 结论$建立妊娠期特异性参考值区间$可准确'及时诊断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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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疾病是妊娠期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

一& 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可引起流产'早产'死

胎'胎儿宫内生长迟缓'先天性畸形及婴儿甲状腺功

能异常& 临床上及时诊治孕妇甲状腺疾病能有效防

止危害的发生& 妊娠期诸多生理性改变$对母体甲

状腺功能影响很大$导致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检验指

标的参考区间与非孕期存在差异& 因此$建立早'

中'晚孕期相应的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指标的参考值

范围$对于临床正确诊断和评估孕产妇的甲状腺功

能至关重要& 本研究调查 !"# 例不同妊娠期孕妇的

甲状腺功能情况$为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参考区

间的建立提供参考&

E<资料与方法

EFE<一般资料<收集 )*+,(*+ F)*+.(*) 在哈尔滨

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进行常规产检的单胎正常孕

妇 !"# 例$孕妇年龄 )* F-# 岁$平均年龄 ), 岁& 分

为孕早期 + 组"孕 " F#

"̀周#'孕早期 ) 组"孕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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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孕中期"孕 +- F),

"̀周#和孕晚期"孕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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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选取标准根据 )*+) 年国内+妊娠和产后

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

!单胎妊娠%常住地为大庆

地区$日常生活中碘摄入相近%甲状腺过氧化酶抗体

"?CaOT#'甲状腺球蛋白抗体"?[OT#阴性%排除

有甲状腺疾病个人史或家族史%排除可见或可触到

的甲状腺肿%排除 - 个月内服用药物者"雌激素类

除外#%排除有其他严重疾病或代谢性疾病者&

EFG<检测方法$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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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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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甲状腺激素"?@A#检测

具体步骤!抽取空腹静脉血 E 14$置无抗凝剂真空采

血管$静置 -* 136$待完全凝集后$) -#* 7离心 +* 136$

分离血清$当天检测血清 >?

-

'>?

!

'?@A水平& 采用

L63\R4YbK.**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试剂和相应

校准品均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质控品为

cKaNOY公司提供的低'中'高值 - 个不同水平质控

血清& 实验室普通人群的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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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H<统计学方法<根据美国临床生化研究院的标

准对数据进行筛选$符合要求的数据以 @C@@+,D* 进

行统计学分析$通过正态性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中位数表示$根据国内指南(+)采用中位数"B#

及百分位数"C

)DE

FC

#,DE

#建立 #EG参考区间& 多组间

比较采用dV9Qe24f2443Q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f34<=Z=6

秩和检验$

!

M*D*EI" M*D**.& 疾病检出率的比较

采用
!

) 检验& !g*D*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结果

GFE<妊娠不同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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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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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参考区间范围的

确定$孕期甲状腺功能变化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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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孕早

期 + 组最高$孕中晚期下降%>?

!

在孕早期 + 组最

高$随后下降$在孕晚期又有所升高%?@A在孕早期

+ 组最低$随后升高&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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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与孕早期 )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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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孕中期比较$

"

!g*D**.

GFG<两种 #EG不同参考区间标准的比较$纳入的

!"# 例病例数据$采用本研究建立的标准和美国甲

状腺协会指南())标准筛查不同妊娠期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检出率见表 )&

采用本研究建立标准和指南标准筛查临床甲减的检

出率分别是 *G"*I!"##和 +D+G"EI!"##$指南标

准检出率高于本研究标准的检出率"

!

)

MED*),$!M

*D*)E#& 本标准和指南标准筛查亚临床甲减的检

出率分别是 +D,G".I!"##和 +*D*G"!,I!"##$指

南标准检出率高于本研究标准的检出率"

!

)

M)#D-,,$

!M*D***#&

表 )$采用不同参考值标准诊断妊娠甲状腺

$ $功能异常的检出率$/"G#%

组$别

本研究建立的标准 指南标准

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

亚临床甲状
腺功能减退

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

亚临床甲状
腺功能减退

孕早期 + 组 *"*D**# +"*D.## *"*D**# E"!D!"#

孕早期 ) 组 *"*D**# )"+DE,# )"+DE,# +#"+!D#"#

孕中期组$ *"*D**# -")D-.# -")D-.# +*"*D-)#

孕晚期组$ *"*D**# )"+D#)# *"*D**# +-"+)DE#

H<讨论

HFE<妊娠期母体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妊娠激素

的改变'血液的生理性稀释等$导致妊娠期甲状腺功

能指标的参考区间与非孕期存在差异& 特别是妊娠

早期$胎盘分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U\[#增加$通

常在 . F+* 周达到高峰& U\[因其
!

亚单位与?@A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相似$具有刺激甲状腺作用$导致血清>?

!

水平较非

妊娠时升高 +*D*G F+ED*G& 增多的甲状腺激素部

分抑制 ?@A分泌$使血清 ?@A水平降低 )*D*G F

-*D*G& ?@A水平降低发生在妊娠 . F+! 周$妊娠

+* F+) 周是下降的最低点(-)

& 由于以上因素$导致

妊娠早期的甲状腺功能改变更为明显&

HFG<为了更好地评价妊娠期女性的甲状腺功能$本

研究调查了 !"# 例不同妊娠期孕妇的甲状腺功能情

况$并将甲状腺功能改变比较显著'对早期诊断尤为

重要的孕早期细分为"孕 " F#

"̀周和孕 +* F+)

"̀

周#两个阶段(!)

$这种分段方式非常符合孕期 ?@A

的动态变化规律$能更准确地反映甲状腺激素水平

的变化$更有利于孕早期甲状腺疾病的诊断& 国内

外的研究(! F.)均表明$?@A在妊娠期有别于非妊娠

期$且在妊娠的不同孕周是有变化的& 指南(+$))中

同样强调?@A在妊娠期是有别于非妊娠期$因此本

研究未做正常育龄期组$而是着重研究妊娠各期甲状

腺水平的相对变化& 本研究显示$>?

-

在孕早期 + 组

最高$孕中晚期下降%>?

!

在孕早期 + 组最高$随后

下降$在孕晚期又有所升高%?@A在孕早期 + 组最

低$随后升高& >?

!

和?@A的变化$与前面所述的妊

娠生理变化一致& 孕早期 + 组"孕 " F#

"̀周#与孕

早期 ) 组"孕 +* F+)

"̀周#比较$只有>?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与陈黎等(!)报道有不同$其他指标与文

献(! F")所报道的部分地区和医院建立的参考区间也

有一定差别$但总体变化趋势一致$其原因除了与检

测试剂密切相关外$还受地域差别'人种差别'检测

方式'样本例数'所在地区的碘营养状态的影响& 因

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不同地区妊娠期特异性参考值

区间& 我校附属医院一直采用的是+妊娠和产后甲

状腺疾病的诊治指南,推荐的参考区间$在临床应

用过程中发现该参考区间存在误诊的问题& 运用本

研究建立标准和指南标准筛查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指南标准检出率高于本

研究标准的检出率$表明存在过度诊断风险& 因此$

应建立本实验室的生物参考区间$从而准确'及时诊

断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 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为妊

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参考区间的建立提供参考$为

妇产科医生更好地评价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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