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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抑郁症复发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性%方法
!

选取西安市精神卫生中

心精神科就诊患者
)=,

例!根据抑郁症发作情况分为首发组和复发组!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

比较认知功能评分(甲状腺激素水平(血清叶酸"

V/

$水平和同型半胱氨酸"

]&c

$水平之间的差异性!并分析各因素

与认知功能损伤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

复发组与首发组(对照组相比!各评分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进一步研究发现!复发组血清甲状腺素"

>=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V>=

$水平低于对照组和首发组!促甲状腺

激素"

>4]

$高于对照组和首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与对照组和首发组相比!复发组
]&c

升高!

V/

水平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相关性分析显示!

>4]

(

]&c

与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XX43

$呈现负相

关性!

>=

(

V>=

(

V/

与
XX43

呈现正相关性%结论
!

本研究证实了抑郁症复发的患者甲状腺功能的减退与认知功

能障碍相关!并分析发现可能通过
]&c

水平的升高和
V/

的下降所导致!为抑郁症复发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临床治疗提供分子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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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
*-

亿抑郁症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包括睡眠不足#

食欲下降#精神状况低下以及自卑和绝望等*传统观念认为#

抑郁症仅仅是一种情绪低落的症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抑郁症确诊的患者#也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障碍#甚至影响

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尤其是在老年抑郁症患者中#多伴有不

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表现为脑功能的全面受损#以及注意

力)记忆和执行功能的损害+

$

,

*抑郁症的发作与认知的改变有

关这一观点逐渐被人们广泛认可*

"G8

等+

)

,通过对
$.=

例抑

郁症患者的研究发现#其中有
-)T

的患者认知功能受到了影

响*

U?@B2K@C

等+

*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是否出现认知功能障

碍#可能不单纯因抑郁症严重程度差异而不同*赵琨等+

=

,研究

显示#抑郁症复发患者与首发患者相比#可能诱发更严重的认

知功能障碍#然而复发型抑郁症患者具体通过哪些因素#以及

相关分子调节机制导致的认知功能的损害#目前尚不清楚*

抑郁症患者因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在神经生化机制方面有

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的假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即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

][>

&的异常*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多存在

甲状腺功能的改变#其中王西田等+

-

,发现女性抑郁症患者血清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V>*

&和促甲状腺激素$

>4]

&低于健

康人群*另有学者研究发现
*

个月未接受药物治疗抑郁症患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者#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甲状腺素$

>=

&水平低于对照

组#而抑郁症复发的患者与首次发生抑郁症患者相比#具有更

严重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提示复发的患者具有更严重的
][>

轴功能减退+

.

,

*此外#多项研究显示#甲状腺功能异常可导致

同型半胱氨酸$

]&c

&水平的上升#而
]&c

与认知功能障碍具

有相关性+

1#5

,

*

/B#3C

'

GK

等+

$,

,通过对小鼠模型的研究显示#血

清叶酸水平的降低以及
]&c

水平的升高#均与认知功能障碍

相关*然而#复发抑郁症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叶酸水平

以及
]&c

水平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是否具有相关性#目前仍

不清楚*

因此#本文选择近几年本院抑郁症患者#首先分析了抑郁

症复发患者的认知功能与首发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进而就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应用化学发光法进行了检测#

同时分析了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叶酸水平以及
]&c

水

平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以期探讨抑郁症复发患者认

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可能的导致抑郁症患者并发认知

功能障碍的原因#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潜在的分子靶点*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西安市精神

卫生中心精神科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

例#所有患者症状均符

合2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

版$

:4X#

*

&3抑郁症诊

断标准%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在测评
*

个月内未接受过抗抑郁

症等精神药物的治疗%无双向障碍)焦虑)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

史%无转移癌症)脑肿瘤)心肌梗死等严重躯体疾病%无痴呆)脑

卒中)帕金森综合征)多发硬化等疾病史%无头部外伤和癫痫

史*由经验丰富的副高级职称以上医师进行病例诊断*收集

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婚姻状况)病程)家族史等情况*

$+/

!

量表的评定

$+/+$

!

简明精神状态量表$

XX43

&测评
!

采用
XX43

对所

有患者入院后进行
XX43

测定认知功能障碍#包括时间与地

点定向)语言$复述)命名)理解指令&)心算)即刻与短时听觉词

语记忆)结构模仿等项目#满分
*,

分#用时
-

'

$,8JK

#重测信

度
,+%,

'

,+55

#施测者之间信度
,+5-

'

$+,,

#痴呆诊断的敏感

性大多在
%,T

'

5,T

#特异性大多在
1,T

'

%,T

*中文版

XX43

评定#对于中学或以上文化水平患者#分值划界分为
)=

分#低于划界分为认知功能受损*

$+/+/

!

数字广度测验
!

数字广度测验目的在于测查患者的注

意力和短时记忆力*分为顺背和倒背两种*数字广度
#

顺背

$

:4V

&要求受试者顺背数字#计分数为成功背出的最高位数*

用于瞬时记忆力的测定*数字广度
#

倒背$

:49

&要求受试者倒

背数字#计分数为成功背出的最高位数*用于注意转换能力的

测定*

$+/+'

!

改良版连线测验$

>X>

&

!

>X>

是将原有连线测验
/

$

>X>/

&!一张纸上总共印有
)-

个圆圈#并标记为数字
$

'

)-

#记录受试者按顺序连接
)-

个圆圈的总共完成时间#测试视

知觉运动的选择性注意*连线测验
9

$

>X>9

&!

B

张纸上总共

印有
)-

个圆圈并包含
$

'

$*

数字与大写一至十二#要求受试

者持续转换地连接$

$

#一#

)

#二#

*

#三4

$*

#如此继续&#记录完

成时间#测试执行功能*

$+/+1

!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

&

!

主要判断老年抑郁症患者

生活能力是否减退*具体内容包括
$=

项测定!

.

项为躯体生

活自理能力#

%

项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总分量低
$.

分为

完全正常#大于
$.

分#则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所有测

试由受过专业培训主治及以上医师担任#保证各量表评定一致

性良好*

$+'

!

观察指标检测
!

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嘱患者前日凌晨

开始#禁进食#次日
5

点空腹静脉取血
)8"

#使用化学发光法

进行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测*包括
>4]

)

>=

)

V>=

)

>*

)

V>*

*

化学发光法使用仪器由深圳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的
X/U"OX!),,,["O4

#进行甲状腺功能五项的检测*

血浆
]&c

及血清叶酸$

V/

&水平检测!

V/

采用化学发光法进

行检测%

]&c

检测试剂采用
3"!4/

检测#空腹静脉取血
)8"

于抗凝管中#高速离心去除红细胞后#用
3"!4/

及配套试剂盒

检测血浆
]&c

水平*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1+,

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

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判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使用
4

6

@GC8GK

相关分析#

B

%

,+,-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通

过计算复发组与首发组各影响因子差值与
XX43

差值之间应

用
4

6

@GC8GK

相关分析法分析相关性*血清激素水平)

]&c

以

及
V/

等各影响因子差值
<

复发组水平
_

首发组水平*

XX43

差值
<

$复发组值
_

首发组值&"首发组值
$̂,,T

*

/

!

结
!!

果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本研究共选择近
)

年抑郁症患

者
)=,

例#根据病程将其分为首发组与复发组#其中首发组患

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5+.\$%+5

&岁%复发组患

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

&岁*另取同期

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包括男
1*

例#女
11

例#平均

$

*1+)\),+-

&岁*

*

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认知功能障碍评定
!

认知功能障碍评定结果显示#对照

组与首发组比较#

XX43

)

:4V

)

>X>/

)

>X>9

)

/:"

)

:49

各

项量表测定评分略有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复发组与

首发组)对照组比较#

XX43

评分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

*

/+'

!

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
!

*

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对比显

示#与对照组比较#首发组)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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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复发组表现出明显的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导致激素水平的异

常*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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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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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以及
]&c

对比分析
!

复发组
]&c

水平高于对照组

和首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此外#

V/

水平均低

于对照组与首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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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c

水平升高)

V/

水平降低可能与患者抑郁症的复发有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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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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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B

)

为复发组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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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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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发组与复发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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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影响因子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
!

结果显示

>4]

)

]&c

与
XX43

呈负相关#

>=

)

V>=

)

V/

与
XX43

呈现

正相关性*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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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V>=

)

>4]

)

]&c

)

V/

与
XX43

评分相关性分析

指标
5 B

>= ,+-.* ,+,,%

>* ,+)$* ,+**%

V>* ,+$$- ,+-*)

V>= ,+-*. ,+,)$

>4] _,+.-) ,+,,,

]&c _,+-%$ ,+,,5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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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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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抑郁症患者精神状况低下#且多伴有睡眠不足)情绪低落

以及食欲下降等#身心均遭受折磨*然而#抑郁症的危害不仅

仅如此#近年研究发现#抑郁症具有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可能#

而且这种危害的大小#可能不只是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相关*

部分学者研究显示#复发患者可能更易并发认知功能障碍*因

此#本文首先分析了首发与复发患者#认知功能之间的差异#结

果显示#与首次发作的抑郁症患者相比#复发患者
XX43

评分

以及患者的其他生活量表评分更低#提示复发患者比首发患者

具有更高的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这一结果#与国内外其

他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抑郁症患者多表现为情绪低落#而甲状腺功能与情绪具有

密切的关联*研究证实#抑郁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存在一定变

化#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抑郁症具有相关性+

$$

,

*甲状腺激素包

括
V>*

)

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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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

V>*

)

V>=

因不受甲状

腺激素结合蛋白的影响#直接反映甲状腺功能状态#其敏感性

和特异性明显高于
V>*

)

V>=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组
V>*

)

V>=

水平以对照组)首发组)复发组的顺序逐渐下降#首发组与

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复发组患者
>=

)

V>=

水平明显低于

首发组以及对照组#可见在抑郁症患者首发期#甲状腺功能趋

于正常#而在多次复发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导致甲状腺素水

平出现异常*

>4]

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且不受

>9U

浓度的影响#是反映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功能的敏感指

标*本研究结果显示#

>4]

在复发组中#表达水平上升#提示

甲状腺功能减退*

有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可导致血清
]&c

水平的上

升#而通过给予患者
V/

的治疗能够明显降低患者体内
]&c

水平+

$)

,

*另一方面#血清
]&c

水平的上升以及
V/

水平的下

降能够直接通过神经中毒诱发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

,

*因此#

本文进一步检测了患者血清
]&c

水平和
V/

水平#结果显示#

在复发组抑郁症患者血清
]&c

水平显著高于首发组和对照

组#

V/

水平显著低于首发组和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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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推测#抑郁症复发患者#可能因甲状

腺功能减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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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上升#

V/

水平下降#诱发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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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障碍*

为了分析甲状腺功能)

]&c

水平和
V/

水平与患者认知

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通过
4

6

@GC8GK

相关分析统计学

方法#进行了各因素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
>4]

)

]&c

与
XX43

呈负相关#

>=

)

V>=

)

V/

与
XX43

呈正相关*然而#本文存在的缺陷是#具体甲状腺功能低下导

致
]&c

水平上升的具体分子机制#

]&c

与
V>*

)

V>=

)

]4>

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及其他可能的导致认知功能下降的因

子没有进一步分析探讨#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还需进一步在动物实验进行具体的研

究证实*在后续实验中#还将构建抑郁症小鼠模型#通过药物

干扰甲状腺功能#分析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其他分子与抑郁复发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在

后续实验中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甲

状腺激素水平以及
]&c

)

V/

血清浓度进行检测#以及首发组)

复发组各因子之间的差异性分析#证实老年抑郁症患者复发组

可能因甲状腺功能导致
]&c

水平上升#通过神经毒素作用导

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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