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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和甲状腺刺激

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胡晓琳 张海燕

t摘要】 目的 探讨 G ra ve
s ’

病患者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 R Ab) 和甲状腺刺激免疫球蛋白(飞I)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方法 对正常对照组
、

G o ve s ’

病发作组及缓解组
、

桥本甲状腺炎组分别

进行 TR A b
、

仆I及甲状腺功能检测
,

其中抗体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或放射免疫法
,

甲状腺功能检

测采用微粒子发光技术
。

结果 G rav
es ’

发作组 TR A b
、

作I 阳性率分别为 86 .6 7 % 和 95
.

00 %
,

桥本

甲状腺炎组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咒A) 和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 A )维持较高水平
,

阳性率分别达到

85 2 9 % 和 91
.

18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结论 T R A b
、

TS I
、

T GA 和 T M A 联合检

测
,

结合甲状腺功能指标
,

对 G ra v e s ’

病的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有着非常重要的使用价值
,

并对与

桥本甲状腺炎病的鉴别诊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格雷夫斯病 ; 甲状腺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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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a ve 。 ’

病是最常见 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

占甲状腺亢进症(简称甲亢 )总数的 70% 以上 Il]
。

其

在临床上以神经兴奋性增强
、

组织代谢亢进及甲状

腺弥漫性肿大为特征
,

最为明显的免疫学特征是在

患者血清中检出促甲状腺激素( thyro tr o psc h o m o n e ,

TS H )受体抗体(T SH re e ep to r a n tib o dy
,

T R A b )和甲状

腺刺激免疫球蛋白(thyro id s tim u lat in g im m u n o g lo b u -

h n ,

仆I)
,

它们在疾病的发生
、

发展和转归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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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

本研究通过检测 G ra ve s ’

病患者 T R A b
、

TS I及甲状腺功能指标的水平探讨其临床意义及其

与桥本甲状腺炎的鉴别诊断
,

现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l) 正常对照组
:
40 例

,

男性 5 例
、

女性 35 例
,

年龄 18 ~
56 岁

,

平均 4 0. 5 岁
,

均为我院健康体检

者
,

无甲状腺疾病和其他免疫性疾病的病史
。

(2) G
r a v e S ’

病发作组
: 6 0 例

,

男性 13 例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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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例
,

年龄 20
一
48 岁

,

平均 36 .2 岁
,

临床上均有典

型 G ra ve S ’

病表现
,

T SH
、

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fr ee

tr iio d o thyr o n in e ,

刀
3

)
、

游离甲状腺素 (fr e e thyro x in e ,

以 )水平均高于正常上限的初诊患者
。

(3 ) G r a v e S ’

病缓解组
: 4 5 例

,

男性 1 5 例
、

女

性 30 例
,

年龄 19 一51 岁
,

平均 4 0. 2 岁
,

均为经抗

甲状腺药物正规治疗 l 年以上
、

甲亢症状消失
、

血

清 巧H
、

盯
3 、

IT
客

水平恢复正常的患者
。

(4 ) 桥本甲状腺炎组
:
34 例

,

男性 3 例
、

女性

31 例
,

年龄 25 ~4 4 岁
,

平均 37
.

6 岁
,

均为我院临床

上体征
、

实验室检查已确诊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

1
.

2 方法

(l) 所有受试者均取空腹静脉血 2一 3ml
,

离心

(300 0 转/m in )10 m in
,

分离血清置于 2 一 8 ℃
,

若 3 d

内不能完成检测
,

应置于
一4 0 ℃保存待检

。

(2) T R A b
、

TSI 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试

剂盒由天津瑞爱金公司提供
,

采用欧加侬 R E A D -

E R 2 3 0 5 型酶标仪检测
。

(3 )TS H
、

FT
3 、

IT
4

检测采用美国雅培公司的

A X SYM PLU S 型全自动微粒子发光检测系统
。

(4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th yr o g lo bu lin a n t ib o dy
,

T GA ) 和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 thyro id m iero p a rt ie le

an tih od y
,

TMA )用放射免疫法检测
,

试剂盒由天津

协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5) 所得数据以见七 表示
,

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

验及 才检验
。

2 结果

2
.

1 各组血清巧H
、

叮
3 、

F f
礴

检测值

正常对照组
、

C ra ve S ’

病发作组
、

G ra ve S ’

病 缓

解组及桥本甲状腺炎组患者血清的 仆H
、

I了
3 、

I了
4

测定值见表 1
。

2. 2 各组 TR A b
、

TS I
、

T〔; A
、

TMA 阳性率比较

正常对照组
、

G r a v e S ’

病发作组
、

G ra v e S ’

病缓

解组及桥本甲状腺炎组患者 的 T R A卜 T G A
、

TM A

阳性率比较见表 2
。

3 讨论

目前认为
,

Gr av e S ’

病发病的中心环节是体内产

生了针对甲状腺内细胞膜上 TS H 受体的自身抗体
,

即 T R A b
,

它主要包括甲状腺刺激性抗体和甲状腺

刺激阻断抗体[2l
,

可与 TS H 受体分子上的不同位点

作用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

Gr av e S ’

病的临床表现

复杂多变
,

大多表现为甲亢
,

其原因和发病机制

尚未阐明
。

一般认为
,

G ra ve S ’

病的发生是由于各

种疾病因素包括甲状腺 自身抗体引起的甲状腺组

织增生及功能亢进
,

其中 T R Ab 介导的免疫反应

占有重要作用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Gr av e S ’

病发作组血清 TS H
、

研
3 、

研
;

水平均显著异常于其他各组
,

而 Gr av e S ’

病

表 l 各组血清 作H
、

I巩
、

f讯检测值挤, )

组别 病例数
1习H

(m U几)

6 54 土 2
.

1 2

0
.

23 士 0
.

1 8

2
.

25 士 2 0 7

8
.

2 1 士 5
一

44

t 值

月飞

(m U几)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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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av e s ’

病发作组

G r av e s ’

病缓解组

桥本甲状腺炎组

18
.

7 80 *

9
.

40 8 *

1
.

6 87

6
.

44 土 2
.

5 6

26
.

7 3 土 144 1

5夕5 土 2石8

5 0 9 士 4
.

47

1 0 679 *

0
.

86 0

1
.

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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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几)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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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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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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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12
.

1 1*

13
.

87 士4
.

19 1
.

2 5 9

8 2 1土4 52 7
.

18 3 *

00
1勺4464

八、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了父0
.

01

表 2 各组 T R A b
、

TS I
、

T G A
、

T M A 阳性率比较 (% )

T R A b TM A

组别 病例数
飞1 T《弓A

阳性率 x ’

值 阳性率

0 (0 / 4 0 )

95
.

00 (57巧0 )

4 2
.

22 (19 / 45 )

涅’

值 阳性率 x Z

值 阳性率 x ’

值

正常对照组 40

G ra ves
’

病发作组 60

Grav
e S ’

病缓解组 45

2万0 (l/ 4 0 )

86石7 (5肠0 )

37 7 8 (17/4 5 )

桥本甲状腺炎组 34 2 3
.

53(8 / 34 )

6 8 25 *

1 5 7 9 *

2 7
.

2 8
#

7
.

6 1 *

4 3
.

7 7 洲

20
.

59(7 / 34 )

40 86 *

2 1
.

7 5 *

4
.

6 2
#

9
.

10 *

15
.

88 翻

5
.

00(2 / 40 )

4 3 3 3(26 / 60 )

3 1
.

1 1(14 / 4 5 )

10
.

00 (4 / 4 0 )

61
.

67 (37 / 60 )

35
.

56(16 / 4 5 )

85
.

2 9‘29/ 34 )

17
.

4 9 *

9
.

4 5 *

1
.

6 3
刹

4 8
.

6 7 *

15
.

74洲

9 1
.

1 8 (3仍4 )

26
.

4 8 *

7
.

6 9 *

7
‘

0 1
#

4 8
.

5 8 *

9
.

4 4 姗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0. ol ; # :

与 G ra ve s ,

病发作组比较
,

P< 0. 05 ; 麟
:

与 G ra ve , ’

病发作组比较
,

P< 0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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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桥本甲状腺炎组 T R Ab
、

TS I
、

T G A 和 TMA 阳

性率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显示甲状

腺自身抗体是 Gr av e S ’

病和桥本甲状腺炎的重要特

征
。

G ra ve S ’

病发作组 T R A b 和 TS I的阳性率显著高

于其他各组
,

阳性率分别达到 86
.

67 %和 95
.

00 %
,

说明这两种抗体可作为 G ra ve s ’

病诊断的特异性指

标之一 ; 而在此病缓解组各种抗体阳性率则显著下

降
,

因此认为 T R A b 活性的高低可作为判断Gr av e s ’

病患者病情监测的指标
,

这与有关文献报道相一

致f3]
。

同时有报道认为
,

TR A b 阳性患者
,

若甲状

腺功能亢进症状缓解
,

仅说明其功能方面有所缓

解
,

而其机体免疫方面的缓解仍需在 T R Ab 转阴才

可得到确认 [4l
。

桥本甲状腺炎组 T G A 和 TM A 维持

较高水平
,

阳性率分别达到 85
.

29 %和 91
.

18%
,

显

著高于 G ra v e S ’

病发作组和缓解组 ; 而 T R A b 和 TS I

水平低于 G ra ve s ’

病发作组和缓解组
,

说明 T G A
、

TMA 联合 TR A b 及 T SI 水平的检测对桥本甲状腺炎

和 G rav e S ’

病的鉴别诊断具有较高敏感性
。

由此可见
,

T R A b
、

TS I
、

T G A 和 TMA 的联合

检测
,

同时结合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测
,

能够对

G ra ve S ’

病的临床疗效检测及其预后判断有着非常

重要的使用价值
,

同时在与桥本甲状腺炎的鉴别诊

断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另外
,

本研究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代替放射免疫法测定 T R A b 和 Ts l
,

结果准

确可靠
,

同时具有操作简便
、

避免放射性污染
、

检

测费用低
、

有市售的成品试剂盒供应等优点
,

尤其

适合基层医院开展临床检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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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
。

李险峰等121 对该公式稍加修改
,

即得出公

式(1 )
,

其是将 O凡 与该期当量剂量值积
、

OFc 分

别与该期甲状腺和非甲状腺当量剂量值积
、

口Fvc
分别与该期甲状腺和非甲状腺当量剂量值积等 5 项

数值之和
,

再与投人
” ,I总活度之积

,

即为患者周

围人群接受的当量剂量值
。

本研究发现
,

对于 G ra ve S ’

病患者周围成人
,

单一公式法计算结果与患者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

距
,

明显低估了当量剂量值
。

Fr ied m en 等问建议应

考虑改用新的方法
,

对患者进行逐 日的当量剂量值

计算
,

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
,

适时提出必要的防

护知识指导
,

督促改进实际状况
,

诸如减少陪护

(或探视慰问 )人员
,

对儿童或老人或孕妇应严格区

别对待
,

每日接触的次数
、

每次接触的时间及距离

必须加以有效的限制
。

量累积法计算当量剂量值更实际
,

且适用于周围成

人与其接触时间蕊 6 d 的条件下 ; 而对接触时间> 6

d 的周围成人和限制条件下的儿童
,

可通过单一公

式法进行粗略的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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