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测定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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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总结分析血清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L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

G

#$促甲状腺激素

"

!&]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P: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CJ$P:

#的变化!对桥本甲状腺炎研究的临床价值%

方法
!

收集
())L

#

())F

年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MF

例!年龄
%%

#

A(

岁!男
%(

例!女
AO

例!根据最终的甲状腺功能分为两组'

P

组为甲亢组
(F

例!

>

组为甲减组
G)

例!分别在首诊时!半年后及
%

#

(

年后测血清
#!

L

$

#!

G

$

!&]

$

!"$P:

$

!CJ$P:

观察不同阶段的数值变化!同时设
()

例健康对照组%结果
!

桥

本甲状腺炎的早期患者
#!

L

$

#!

G

$

!&]

$

!"$P:

$

!CJ$P:

均在正常范围%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表现为甲亢!也可表

现为甲减%甲亢表现组的患者!

%

年后出现
#!

L

$

#!

G

增高!

!&]

降低!甲低组的患者!多年后发展为临床甲减!

!"$

P:

$

!CJ$P:

随者甲状腺的破坏出现不程度的增高%结论
!

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血清中
#!

L

$

#!

G

$

!&]

$

!"$P:

$

!CJ$P:

有不程度的改变!

!"$P:

$

!CJ$P:

异常升高是桥本甲状腺炎诊断的重要指标!但与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不

平行%

!关键词"

!

桥本甲状腺炎&

!

#!

L

&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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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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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甲状腺炎是一种原发性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又称

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近年来本病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

势#因而引起广泛的重视*桥本甲状腺炎的临床表现多种多

样#病程发展缓慢#初期时甲状腺功能正常#病程中有时可表现

甲亢#继而功能正常#但当甲状腺破坏到一定的程度时#又可表

现为甲减*但早期甲状腺炎只要生活工作合理安排)控制情

绪)合理饮食)配合临床治疗#甲状腺可明显缩小#症状缓解#体

征消失#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预后良好*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资料
!

收集
())L

#

())F

年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门诊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MF

例#年龄
%%

#

A(

岁#男
%(

例#女

AO

例*

%%

例患者甲状腺彩超正常#

G(

例患者甲状腺彩超示斑

块状低回声和点状回声增粗#

%%

例患者彩超示甲状腺弥慢性

结节#密度均匀#

A

例患者未做彩超*

()

例患者为健康志愿者*

DDE

!

方法

DDEDD

!

标本采集
!

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L09

于真空非抗疑

试管中#转速
%A)),

"

0/.

#离心
%)0/.

#分离血清以备检测#要

求血清标本均当日完成*

DDEDE

!

检测方法
!

采用美国雅培
Pg&!8

型自动免疫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

E

!

结
!!

果

根据患者后来甲状腺功能转归分为两组!

P

组甲亢组
%M

例&男
G

例#女
%(

例'#

>

组甲低组
AL

例&男
%)

例#女
GL

例'*

甲亢组中有
L

例亲戚患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甲低组中有
M

例亲戚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见表
%

)

(

*

表
%

!

P

组血清中
#!

L

$

#!

G

$

!&]

$

!"$P:

$

!CJ$P:

的变化

时间
#!

L

#!

G

!&] !"$P: !CJ$P:

发病时
ADO(b%D%M %HDL%b(D)A )DFMb)DOM GAD(Lb%HDFO (LDG%bADM(

第
%

次复诊
AD)%b%DL% %ODA(bGD%A )DFAb)DL% %(HDM)bG)DAH ALLD)%b%LHD()

第
(

次复诊
()D)%bMDAM G%D%(b%FDA% )D)%b)D)H MFHD%%bG)MD%( %)F(D))bL()DA)

对照组
LDHFb%DL( %ODM(bGD(A (D%(b%D%( (%DH%b%)DAM (LD(%bFD(A

!!

注!对照组与发病时比较#

!

%

)D)A

(对照组与二次复诊时比较
!

$

)D)%

*

#!

L

甲亢敏感*

表
(

!

>

组血清中
#!

L

$

#!

G

$

!&]

$

!"$P:

$

!CJ$P:

的变化

时间
#!

L

#!

G

!&] !"$P: !CJ$P:

发病时
LDOAb%D(L %GDA(bLDAF LDAFb%DMA L%DAMb%(DAA %FDFHbHDF%

第
%

次复诊
LDA(b%DAM %GD%AbAD%M MDALb%DMA OAD%)bA%DMG L(MDOOb()%DA%

第
(

次复诊
(DGAb(DLG FDAOb(DML OOD()bL)DAL A(LDM)bLMHDAM %(A)DLHbO(AD%%

对照组
LDHFb%DL( %ODM(bGD(A (D%(b%D%L (%DH%b%)DAM (LD(%bFD(A

!!

注!对照组与发病时比较#

!

%

)D)A

(对照组与二次复诊时比较#

!

$

)D)A

*

#!

G

甲减敏感*

F

!

讨
!!

论

桥本甲状腺炎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甲状腺功能可以亢进#

也可以出现甲减#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预后和转

归*尤其是青春期甲状腺肿是因为需求过多#通过肿大的甲状

腺使甲状腺功能得以代偿#在出现应激过劳或精神高度紧张

时#不能通过肿大的甲状腺使甲状腺功能得以代偿#而出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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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

,

*目前在多项研究中均显示
!CJ$P:

与甲减存在一定的

关系#高水平
!CJ$P:

已被认为是甲减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CJ$P:

阳性的甲状腺炎更易发展为甲低+

(

,

*另外#作者还发

现#治疗后随着
#!

L

)

#!

G

)

!&]

恢复正常#

!"$P:

)

!CJ$P:

阳

性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随着病情复发#其数值可以升高#但

与甲状腺激素水平不平行*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有
L

种主要的自身抗体#包括
!"$

P:

)

!CJ$P:

)

!8$P:

)目前认为
!CJ$P:

更敏感#从观察结果

可以显示出来#甲亢组)甲减组
!"$P:

)

!CJ$P:

从起病半年

后#已开始升高#但
#!

L

)

#!

G

)

!&]

在正常范围#说明桥
$

本病

早期甲状腺功能正常#抗体已开始升高*根据体内出现针对自

身抗原的高水平#自身抗体或自身反应细胞引起甲状腺功能障

碍或组织损伤#即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定义分析#患者体内

!"$P:

)

!CJ$P:

自身抗体水平升高+

L

,

#加之甲状腺激素水平

异常#可诊断为桥本甲状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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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酸染色冷染法和加温染色法的应用分析

岳小琴"重庆市南岸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
!

G)))M%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抗酸染色冷染法与加温染色法对检测抗酸杆菌的实际应用%方法
!

收集
%))MH

例标本!

对其标本分别采用冷染色法和加温染色法染色!对其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两种染色方法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

冷染法和加温染色法符合率
%))Y

!且冷染法更优于加温染色法%

!关键词"

!

抗酸染色&

!

冷染法&

!

加温染色法&

!

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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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酸染色是检测结核分支杆菌广泛使用的一种常用染色

方法#其意义在于通过染色可以将抗酸杆菌染成红色#用于结

核病的辅助诊断+

%

,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传染性

疾病*由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吸毒)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酗酒与贫困)难民迁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结核及其他分支杆

菌所致的感染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选择一种使用方

便)适用性较强的方法#是诊断结核病迫切需要的*一般采用

萋
$

尼染色法*但每次染色都需加温#过于繁琐*而冷染色法

就简化了操作环节*本实验对
%))MH

例标本分别采用冷染法

与加温染色法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D

!

材料与试剂

DDD

!

标本来源
!

本实验所用的标本来源于流行病学普查及医

院门诊)住院患者*

%))MH

例标本中所做痰直接涂片标本

HFHM

例#痰浓缩涂片标本
MHG

例#痰培养阳性标本
LFH

例*

DDE

!

试剂
!

&

%

'丙酮&为市售分析纯'*&

(

'石炭酸复红染液!

称取碱性复红
LD)

@

#溶解于
%)09FAY

乙醇中#然后加入
AY

石炭酸水溶液
F)09

*&

L

'盐酸乙醇溶液!浓盐酸
L09

缓慢加

入
FO09FAY

的乙醇中*&

G

'美蓝对比液!称取美蓝
)DL

@

#加

入
%))09

蒸馏水中*

DDF

!

方法

DDFDD

!

冷染法
!

&

%

'直接涂片法!直接将痰标本涂于玻片上#

使其自然干燥待染*&

(

'浓缩涂片法!将痰标本收集于小玻璃

杯中#加入等量的
%(Y

三磷酸钠*混合后放
LOZ

过夜&中间

需摇动
%

#

(

次'*将处理后的痰标本移入离心管中以
L)))

,

"

0/.

速度离心
%)0/.

后取出沉淀物涂片#待干燥后用水洗去

磷酸钠*将以上已固定的标本加丙酮
A

#

M

滴放置
%

#

(0/.

#

倾去丙酮#水洗#再加石炭酸复红液染
A0/.

#水洗#加美蓝液复

染
%

#

(0/.

#水洗*待于后镜检*

DDFDE

!

加温染色法
!

参照萋
$

尼&

h/2+3$T223<2.

'原法*即萋纳

石炭酸复红染红#加温促使菌体着色#

LY

盐酸乙醇脱色#然后

用吕氏美兰复染*

DDG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四格表格资料的
&

( 检验#以
!

$

)D)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将以上两种方法染色后的标本分别镜检#进行其阳性结果

对比#见表
%

*

表
%

!

抗酸染色冷染法与加温染色法的比较

涂片方法
(

冷染法

阳性 阴性

加温染色法

阳性 阴性

两法

符合率
Y

直接涂片
HFHM GMLG GLA( GMLG GLA( %))

浓缩标本涂片
MHG (O% G%L (O% G%L %))

培养阳性标本涂片
LFH LFH ) LFH ) %))

!!

注!两种方法检出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A

'*

F

!

讨
!!

论

抗酸染色的方法有多种#通常所用的方法有萋
$

尼&

h/2+3$

h223<2.

'染色法)金胺
J$

石炭酸染色法&荧光染色法')

c/.

1

-5.

石炭酸复红液法等+

(

,

*由于荧光法和
c/.

1

-5.

石炭酸复红液

法成本较高#不太适合基层及贫困地区使用#所以在很长时间

里多数地区医疗单位均采用萋
$

尼染色法进行抗酸杆菌的检

测#但通过多年来作者所作的
%))MH

例标本检测对比后发现!

冷染法和加温染色法两种染色方法对比#其中冷染色法更优于

加温染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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