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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 78例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为观察组 , 80例不

接触毒物的健康人为对照组 ,用磁分离均相酶联免疫法测定血

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3)、总甲状腺素(TT4)、游离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水

平。观察组 TT
3
、 FT

4
降低 , TSH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急性砷化氢中毒可抑制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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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04 ～ 2008年收治了多例急性砷化氢中毒 , 对其中

部分患者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 , 以了解砷化氢对甲状腺功能

的影响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观察组 78例 , 男 63例 、 女 25例 , 年龄 20 ～ 46岁 , 平均

33岁 , 均为我院近年来住院确诊为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从

事开采 、 冶炼 、 检修和烧炉作业 , 有明确的毒物接触史 , 既

往体健 , 无甲状腺病病史。对照组 80例 , 男 58例 、 女 22例 ,

年龄 22 ～ 50岁 , 平均 36岁 , 均为正常健康人群。

1.2　检查方法

两组均抽取静脉血 , 用磁分离均相酶联免疫定量法测定

血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T3), 甲状腺素 (TT4)、 游离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 游离甲状腺素原氨酸 (FT4)及促甲

状腺激素 (TSH)水平。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0.0软件 , 对两组上述指标进行检验。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 观察组血清 TT3、 FT4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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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TT
4
、 FT

3
下降虽无统计学意义 , 但也呈降低趋

势 , TSH较对照组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血清 TT3、 TT4 、 FT3、 FT4 、 TSH水平

组别 例数
TT3

(nmol/L)

TT4
(nmol/L)

FT3
(pmol/L)

FT4
(pmol/L)

TSH

(×10-3U/L)

观察组 78 1.90±0.56＊ 102.02±25.62 3.89±1.00 13.40±3.77＊ 3.06±4.67＊

对照组 80 2.01±0.75　 103.30±32.00 4.26±1.20 14.96 ±4.94　 1.60±1.53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3　讨论

砷化氢气体经呼吸道吸入人体后 , 95% ～ 99%迅速吸收

入血 , 并与 RBC中 Hb结合形成砷-血红蛋白复合物及砷的氧

化物 , 抑制 RBC内谷胱甘肽 (GSH)合成 , 降低 GSH对 RBC

的保护作用 , 使 RBC膜脆性增加进而破裂 , 引起急性血管内

溶血 [ 1 , 2] , 释放出大量的 Hb和 RBC碎片。溶血发生后使甲状

腺血流量减少 , 同时 , 血红蛋白 、 含铁血黄素等红细胞破坏

分解产物沉积于甲状腺内 , 影响甲状腺细胞的能量代谢 , 抑

制甲状腺 Na+-K+-ATP酶 、 脱单碘酶和过氧化物酶活力 , 导

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 , 血中 T3、 T4明显降低。镜下可见甲

状腺滤泡上皮增生 , 滤泡扩大 , 腔内胶质增多 , 提示滤泡上

皮处于低功能状态。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 , 砷化氢中毒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较

对照组降低 , TSH水平升高 , 其中 3例 TSH水平明显升高 ,

TT3、 TT4 、 FT3、 FT4水平降低 , 说明急性砷化氢中毒可抑制

甲状腺功能。临床医生应注意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甲状腺功

能改变 , 以便及时发现 , 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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