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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患者血清骨吸收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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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特殊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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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0::4=

3

:

$和骨形

成指标总
'

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6VFNV

$浓度变化%方法
!

选择甲亢患者和体检健康者各
#"

例!分别纳入甲亢

组和对照组%采集所有受试对象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标本后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

.L50::4=

3

:

'

6VFNV

水平%采

用独立样本
3

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甲亢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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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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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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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对照组"

A

$

")"!

$%结论
!

甲亢患者因甲状腺激素水平增高导致

骨代谢速度加快!骨转换过程呈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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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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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

之一#以高代谢症候群,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和促甲状腺激素

$

/SU

%水平降低为主要特征#也是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的主

要疾病之一)

!

*

+甲亢患者血清骨代谢标志物水平普遍存在异

常)

%.$

*

#其中与骨转换最为密切#且最为特异的指标包括骨形成

标志物总
'

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6VFNV

%和骨吸收标志物

&

.

胶原特殊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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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了甲亢患者和健康者

血清中上述
%

种骨代谢标志物的水平+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确诊的甲亢患者

#"

例纳入甲亢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g!%

%岁+所有患者排除肝,肾,骨骼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疾

病#无服用钙剂,维生素
R

及激素类药物史+另选取同期于该

院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g!"

%岁+所有女性受试者均为绝经前女性+

$)/

!

方法
!

所有受试者均于早晨
*

点至
,

点采集空腹静脉

血#常规方法离心分离血清标本+采用德国罗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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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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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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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标本检测前进行各指标的校准#

且室内质控品检测结果均在控制范围内+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V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采用单样本
_0490

@

050H.S9;5<0H

方法对计量资料进行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IgD

表示+组间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3

检验(采用
V1=5:0<

相关分析方法分

析各研究组内
&

.L50::4=

3

:

,

6VFNV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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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

差异或统计分析参数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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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甲亢组和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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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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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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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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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甲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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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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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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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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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组和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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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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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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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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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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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VFNV

%是
'

型骨胶原形成过程

中#其前体被特异性蛋白酶水解去掉氨基端和羧基端延长肽后

形成的#是反映骨形成的特异性标志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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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骨重建

过程中
'

型骨胶原降解后的产物#是反映骨吸收的特异性标志

物+一项关于应用骨转换标志物预测骨折风险的
K16=

分析

显示!对于未经骨密度校正的患者#

VFNV

浓度每增加
!

个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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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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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发生骨折的风险将增加
%&+

(

&

.L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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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每增加
!

个

标准差#发生骨折的风险将增加
!*+

#发生髋关节骨折的风险

则增加
%&+

)

'

*

+此外#骨质疏松症患者在抗吸收或合成代谢

治疗后
&

个月左右#即可出现
VFNV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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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变

化#远远早于影像学检查所反映的骨密度改变+因此#国际临

床化学家联合会$

F[LL

%和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F][

%推荐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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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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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骨质疏松症患者疗效监测及骨折

风险评估的参考标志物+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表面均表达甲状腺激素受体和促甲

状腺激素受体#因此甲状腺激素和促甲状腺激素均有可能在维

持正常骨代谢进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

可加快骨的重建周期#而促甲状腺激素水平降低可导致骨密度

降低+甲亢患者骨形成和骨吸收均呈活跃状态#以骨吸收为

主#可导致骨密度下降或骨质疏松#进而导致发生骨折的风险

增加)

(.,

*

+本研究通过比较甲亢患者和健康者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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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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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析了甲亢患者骨代谢状态的变化#结果显

示!甲亢患者血清
&

.L50::4=

3

:

和
6VFNV

水平均高于健康者

$

A

$

")"$

%#说明甲亢患者体内骨代谢状态较为活跃+血清
&

.

L50::4=

3

:

和
6VFNV

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健康者骨吸收

和骨形成保持平衡状态#而甲亢患者体内二者水平相关性增

加+因此#对于已确诊的甲亢患者#尤其是绝经期以后的女性

患者#有必要通过检测血清
&

.L50::4=

3

:

,

6VFNV

水平#对其骨代

谢状态进行初步评估#从而提高此类患者骨质疏松症的早期诊

断率+

本研究所纳入的患者均为未接受治疗的甲亢初诊患者#未

探讨抗甲状腺治疗对甲亢患者骨转换水平的影响+有研究报

道#甲亢患者经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后#骨转换指标可下降至正

常水平#且与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和游离甲状腺激素水平保持

动态相关)

!"

*

+因此#在甲亢患者治疗过程中#应对其骨转换指

标进行动态监测#并与其接受治疗前的基线水平进行比较#从

而实现骨质疏松症的早期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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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霉素,罗米沙星的耐药率均大于
$")""+

#对万

古霉素敏感#与文献)

!!

*报道一致+

本研究调查了临床医生对检验结果的处理情况#发现有

*!)*!+

的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被临床医生采用#这提示检验

科需要做好细菌培养及药敏检验全程的质量控制以便及时,准

确地向临床提供检验结果#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对于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应尽早送合格的

痰标本进行痰培养及药敏试验#以便及时掌握引起呼吸道感染

的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性#帮助临床及时,合理地使用抗菌药

物#避免由于经验性使用抗菌药物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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