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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摘
"

要"目的
"

系统评价甲状腺自身抗体的表达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通过对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

2"FM

$&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XM]

$&万方数据库&

]BU64L

&

G6U9<4

&

@0?

H

B<

&

2?0C:9/4

图书

馆!以及国内外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等进行系统检索!检索起止时间为建库至
(+'O

年
'

月所有

正式发表的科研文献%检索条件为在期刊数据库的主题中检索包括(甲状腺自身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或(

$]D#U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或(

$&#U

)&(甲状腺微粒体抗体)或(

$6#U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

或(

$!#U

)&(桥本氏甲状腺炎)或(桥本氏病)%在符合标准的研究中!对几种甲状腺自身抗体&桥本氏甲状腺炎

等各方面数据进行
6489

分析!找出最佳临床证据%结果
"

对纳入的
--

篇文献进行
6489

分析!桥本氏甲状腺

炎组患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D#U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U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U

$水平

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桥本氏甲状腺炎组患者
$]D#U

&

$&#U

&

$!#U

&

$6#U

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甲状腺自身抗体
$]D#U

&

$&#U

&

$!#U

&

$6#U

的检测对桥本氏甲状

腺炎的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桥本氏甲状腺炎#

"

甲状腺自身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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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本氏甲状腺炎$

1$

&是一种由
$

细胞介导的甲

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多发生于女性%好发年龄在

I+

$

*+

岁%其发病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以外%还与环

境+药物+精神状况等多种因素相关)

';I

*

(甲状腺功能

在
1$

的发生过程中可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如无症

状期+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期%后期因甲状腺组织

不断萎缩持续表现为甲状腺功能减退)

(

%

,;*

*

(目前随

着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如超声+甲状腺核素扫描+穿

刺细胞学检查+血清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等%对
1$

术前诊断的误诊率明显降低)

O;J

*

(研究证实%在
1$

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和减退期%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U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6#Z

&+甲状腺过氧

化物酶抗体$

$]D#U

&均持续阳性)

'+;''

*

(可见%甲状

腺自身抗体的检测对
1$

的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相关文献%采用
64;

89

分析评估甲状腺自身抗体的表达对
1$

的诊断价

值%旨在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依据(

E

"

资料与方法

E)E

"

文献来源
"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2"FM

&+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XM]

&+万方数据

库+

]BU64L

+

G6U9<4

+

@0?

H

B<

+

2?0C:9/4

图书馆%以及

国内外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等数据库

进行系统检索%经手工检索的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

检索词包括,甲状腺自身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或,

$]D#U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或,

$&#U

-+

,甲状腺微粒体抗体-或,

$6#U

-+,促甲状腺激素受

体抗体-或,

$!#U

-+,桥本氏甲状腺炎-或,桥本氏

病-(检索时间为从建库至
(+'O

年
'

月(

E)F

"

纳入与排除标准

E)F)E

"

纳入标准
"

$

'

&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回顾

性研究($

(

&研究对象观察组为临床确诊的桥本氏甲

状腺炎患者%对照组为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人群($

-

&

观察指标至少包括
'

项甲状腺自身抗体在桥本氏甲

状腺炎为诊断指标%自身抗体表达水平及阳性率(

E)F)F

"

排除标准
"

$

'

&对照组为非健康人群($

(

&动

物实验($

-

&数据重复或信息不全的文献(

E)G

"

资料提取
"

所有文献由
(

名研究者经交叉核对

后共同决定是否纳入%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发表时

间+纳入病例数+病例一般情况$

1$

组与对照组性别+

年龄等&及观察指标(

E)H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4S69/,)-

软件进行
6489

分析%二分类变量指标采用风险差$

L7

&和
J,d

可信

区间$

J,d2M

&作为衡量危险因素的合并效应量%连续

性变量指标采用标准平均差$

@67

&作为衡量危险因

素的合并效应量(各纳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采用

M

( 检验%当各研究间有同质性$

M

(

'

,+d

&%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对各研究进行分析'如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

M

(

&

,+d

&%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H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文献检索结果
"

初筛相关文献
J'

篇%通过阅读

题目+摘要和全文排除文献
,P

篇%最终纳入
--

篇文

献进行
6489

分析(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

(

图
'

""

文献筛选流程图

F)F

"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

在纳入符合标准的
--

篇文献中%有
(-

项研究报告了
$]D#U

水平%共纳入

1$

样本
'-J+

例和对照组样本
',++

例'

((

项研究

报告了
$]D#U

阳性率%共纳入
1$

样本
'-(-

例和

对照组样本
''JI

例'

'O

项研究报告了
$&#U

水平%

共纳入
1$

样本
'+''

例和对照组样本
'(-O

例'

'P

项研究报告了
$&#U

阳性率%共纳入
1$

样本
'-'*

例和对照组样本
''-P

例'

P

项研究报告了
$!#U

水

平%共纳入
1$

样本
,(+

例和对照组样本
II+

例'

'+

项研究报告了
$!#U

阳性率%共纳入
1$

样本
*(*

例

和对照组样本
IJ,

例'

I

项研究报告了
$6#U

阳性

率%共纳入
1$

样本
--,

例和对照组样本
(,(

例(各

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

(

表
'

""

纳入
--

篇文献基本特征

作者 年份
样本量$

/

&

1$

组 对照组
结果指标

刘桂芬等)

'(

*

'JJ( (,' 'OJ

01

蒲丹等)

'-

*

(+++ '+( -+

+

宋斌等)

'I

*

(++, '+* ''+

+,

李翠等)

',

*

(++O (' '(+

+,

许毓霞)

'*

*

(++P -+ I'

21

申珍淑)

'O

*

(++P (- -+

2

秦辛玲等)

'P

*

(++J I- *,

+,20

朱杰等)

'J

*

(++J (, -,

+,20

黄芳)

(+

*

(++J (+ '++

+,20

徐冬岩等)

('

*

(+'+ P* (+

203

潘云芳)

((

*

(+'+ 'O+ '(+

20

龙飞飞)

(-

*

(+'+ '* '(

+42031

朱利国等)

(I

*

(+'+ (J (*

+423

陈忠城等)

(,

*

(+'' 'P ,+

+,20

马慧英)

(*

*

(+'' ,- -O

+,203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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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纳入
--

篇文献基本特征

作者 年份
样本量$

/

&

1$

组 对照组
结果指标

厉淑红等)

(O

*

(+'' ''( ''*

+,

杨国清等)

(P

*

(+'' -, ,+

+

吴开李)

(J

*

(+'' -+ (,

20

刘婧茹等)

-+

*

(+'( (( (+

+,

&%#!#37M

等)

-'

*

(+'( PO '+O

+,

李跃松等)

-(

*

(+'( ''O *-

2

龚天美等)

--

*

(+'( ''+ O,

+,20

马静等)

-I

*

(+'( -P (+

01

王伟涛等)

-,

*

(+'- ,J ,(

+,4

徐志云)

-*

*

(+'- ''( P+

+,4203

姚韩)

-O

*

(+'- -+ I+

43

徐风芹等)

-P

*

(+'I IO P+

+,

陈宝琴等)

-J

*

(+', II I+

+,20

黄克斌等)

I+

*

(+', *P P+

4203

郑建洵)

I'

*

(+'* '++ ,+

+4203

赵艳丽)

I(

*

(+'* JO J,

+2

孙广平等)

I-

*

(+'* '+* '++

+,4203

徐红等)

II

*

(+'* (* ,+

+,203

""

注!

+

$]D#U

水平'

,

$&#U

水平'

4

$!#U

水平'

2

$]D#U

阳性

率'

0

$&#U

阳性率'

3

$!#U

阳性率'

1

$6#U

阳性率

F)G

"

6489

分析结果

F)G)E

"

1$

组与对照组血清
$]D#U

水平及阳性率

的比较
"

异质性检验发现%

(-

项报告
$]D#U

水平的

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

H

$

+)++++'

%

M

(

_JOd

&%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标准平均差估计%结果显

示
1$

组血清
$]D#U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7_-)I*

%

J,d2M

!

()P'

$

I)'(

%

!_'+)-P

%

H

$

+)++++'

&(见图
(

(

""

((

项报告
$]D#U

阳性率的研究间存在较大异

质性$

H

$

+)++++'

%

M

(

_OId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

数据进行标准平均差估计%结果显示
1$

组
$]D#U

阳性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7_+)PP

%

J,d2M

!

+)P,

$

+)J(

%

!_IO)J(

%

H

$

+)++++'

&(见图
-

(

图
(

""

1$

组与对照组血清
$]D#U

水平比较

F)G)F

"

1$

组与对照组血清
$&#U

水平及阳性率的

比较
"

异质性检验发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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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间'而甲状腺自身抗体

可出现在疾病早期%并随着病情的缓解抗体滴度降

低(因此%联合甲状腺自身抗体的检测对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有极大的帮助(本研究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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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较

多且阳性率较高的自身抗体为
$]D#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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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相对较低%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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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而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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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甲状腺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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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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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有极其重要的临

床价值(但本研究仍有局限之处!研究指标有较大异

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合并%其次各研究

样本的年龄+性别+检验仪器和地点等有一定区别%可

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

'

*

#6M"D"

%

7G&!DD$3W)M/<?.BU.4

H

9:8>0B.9849/8>

5

4/

$

<

&

>/04..;=4L>984L>==B/>8

E

?R9B8?>==B/48C

E

:?>LL><;

49<4

)

W

*

)6489U?.><=

%

'JO,

%

(I

$

'

&!

I,;,*)

)

(

*

%6#!1

%

6%#33M6#"

%

#7#6W6

%

489.)19<C>=?;

8?f<8C

E

:?>L>8><R?..?K>/

5

&:9S4<fL><49<4

)

W

*

)#08964LM/;

L?/4<

%

(+'+

%

I(

$

'

&!

-';-,)

)

-

*

6M21G3@#a

%

GM@G"Z#!$1&@)M==B/?.?

5

>04/L?;

0:>/4L><?:L4:<

)

W

*

)W#..4:

5E

2.>/M==B/?.

%

(+'+

%

'(,

$

(

@B

HH

.(

&!

@((*;@(-O)

)

I

*

D1cG1

%

@%&#a#!#6)7B9.?Q>L9<4

%

1

E

L:?

5

4/

H

4:;

?Q>L49/L8C

E

:?>LL><49<4<

)

W

*

)GQ

H

Z>?.64L

$

69

E

K??L

&%

(+'+

%

(-,

$

I

&!

I(I;I--)

)

,

*

&D!7M" #

%

3#6ZG!&Z#)"98B:9.0?B:<4?R<

E

=

H

;

8?=.4<<9B8?>==B/48C

E

:?>L>8><

)

W

*

)39/048

%

'JO,

%

(

$

OJIO

&!

'(-I;'(-P)

)

*

*

$#F#@%"

%

FD6Mc#M

%

#@#a#$

%

489.)$4<8R?::4;

0?S4:

E

R:?=C

EH

?8C

E

:?>L><=LB:>/

5

8C

E

:?Q>/48C4:9

HE

>/

19<C>=?8?f<8C

E

:?>L>8><

)

W

*

)39/048

%

'JJ+

%

--*

$

PO(-

&!

'+PI;'+P*)

)

O

* 丛淑珍%冯占武%吴丽桑%等
)

超声在桥本氏甲状腺炎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W

*

)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

%

-'

$

J

&!

PI+;

PI')

)

P

* 卢桂芝%高燕明%高妍%等
)

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的

临床应用和价值)

W

*

)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

%

(-

$

*

&!

-,I;-,*)

)

J

* 张平%张大林%王志宏%等
)

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诊断和外科

治疗)

W

*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

%

I(

$

'(

&!

''+(;''+I)

)

'+

*高青%简立信%许金国%等
)

桥本甲状腺炎病因病机与临床

治疗研究进展)

W

*

)

中国中药杂志%

(+'(

%

-O

$

(+

&!

-++-;

-++*)

)

''

*杨蓉%潘秀军
)$&#

+

$]D;#U

+

$!#U

和
$@1

在自身免

#

J+('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P

年
,

月第
-J

卷第
'+

期
"

M/8W39U64L

!

69

E

(+'P

!

X?.)-J

!

"?)'+



疫性甲状腺病中的临床应用)

W

*

)

放射免疫学杂志%

(+'(

%

(,

$

,

&!

,I';,II)

)

'(

*刘 桂 芬%刘 淑 英%韩 文 生%等
)!M#

测 定
$6#U

和

$&#UP-+

例分析)

W

*

)

河北医药%

'JJ(

%

'I

$

(

&!

**;*O)

)

'-

*蒲丹%朱本章
)

过氧化物酶抗体诊断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

临床价值的探讨)

W

*

)

西安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I--;I-*)

)

'I

*宋斌%傅应裕
)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甲状腺功能及自身抗体

状况)

W

*

)

现代实用医学%

(++,

%

'O

$

,

&!

(OI;(O,)

)

',

*李翠%周迎春
)

检测血清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过氧

化物酶抗体的浓度在甲状腺疾病中的意义)

W

*

)

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

(++O

%

'*

$

-,

&!

,--P;,--J)

)

'*

*许毓霞
)

桥本氏甲状腺炎诊断中血清
$&#U

+

$6#U

测定

的临床意义)

W

*

)

现代预防医学%

(++P

%

-,

$

''

&!

('J(;('JI)

)

'O

*申珍淑
)

超声检查结合
9/8>;$]D#U

检测对桥本氏甲状腺

炎的诊断价值)

7

*

)

延吉!延边大学%

(++P)

)

'P

*秦辛玲%黄立伟
)

甲状腺自身抗体的检测在甲状腺疾病中

的临床价值)

W

*

)

华夏医学%

(++J

%

((

$

,

&!

PPP;PPJ)

)

'J

*朱杰%王善菊%常青燕
)1$&

+

#;$&

+

#;$]D

联合检测在

甲状腺疾病诊断中价值)

W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J

%

'-

$

I

&!

,'+;,'-)

)

(+

*黄芳
)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在各种

甲状腺疾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W

*

)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

报%

(++J

%

-'

$

I

&!

,J';,J()

)

('

*徐冬岩%于波%刘锐
)

甲状腺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
&:9S4<

病和桥本氏甲状腺炎中的诊断意义)

W

*

)

中国实验诊断

学%

(+'+

%

'I

$

J

&!

'I(-;'I(,)

)

((

*潘云芳
)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检测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价值)

W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O

&!

P,(;P,-)

)

(-

*龙飞飞
)

甲状腺自身抗体对甲状腺疾病诊治及预后估计

的临床价值)

7

*

)

长春!吉林大学%

(+'+)

)

(I

*朱利国%浦洪波%武红玉%等
)

促甲状腺激素+甲状腺过氧

化物酶抗体和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检测在甲状腺疾病

中的应用价值)

W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O

$

I

&!

(I';(I-)

)

(,

*陈忠城%李学俊%黄建华%等
)

血清中
$

5

#U

和
$]D#U

在

甲状腺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W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O'O;(O'J)

)

(*

*马慧英
)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多种抗体检测的临床探

讨)

W

*

)

军医进修学院学报%

(+''

%

-(

$

J

&!

J-O;J-P)

)

(O

*厉淑红%胡成进
)

血清
$&#U

+

$]D#U

检测在甲状腺疾病

中的诊断意义)

W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IO;

-IP)

)

(P

*杨国清%戴志敏
)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甲

状腺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W

*

)

中国健康月刊%

(+''

%

-+

$

P

&!

'-J;'I+)

)

(J

*吴开李
)

血清
$&#U

%

$]D#U

检测对桥本氏病的临床诊

断价值)

7

*

)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

)

-+

*刘婧茹%王清
)

夏枯草胶囊对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自身抗体

及
$C'O

细胞的影响)

W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I

&!

,I'-;,I',)

)

-'

*

&%#!#37MA

%

3#"7GF;@#3&#7D6#

%

1%$A3G@@

@

%

489.)]>8B>89:

E

9/8>U?L>4<>/K?=4/K>8C19<C>=?8?f<

8C

E

:?>L>8><

!

H

:4S9.4/04>/L>9

5

/?<8>09/L

H

:4L>9

5

/?<8>0<4:9

)

W

*

)$C

E

:?>L

%

(+'(

%

((

$

,

&!

,+J;,',)

)

-(

*李跃松%朱亚妮%殷政芳%等
)

血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W

*

)

检验医学%

(+'(

%

(O

$

-

&!

'J,;'JP)

)

--

*龚天美%张咏梅
)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血清
$&#U

+

$]D#U

的变化)

W

*

)

中国保健营养%

(+'(

%

((

$

'+

&!

-O'P;-O'J)

)

-I

*马静%李应琴
)

甲状腺自身抗体在常见甲状腺疾病中的临

床意义)

W

*

)

吉林医学%

(+'(

%

--

$

--

&!

O'J-)

)

-,

*王伟涛%毛润涛%高申%等
)

甲状腺自身抗体在桥本氏甲状

腺炎及
&:9S4<

病中的临床应用)

W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O

$

J

&!

'*,P;'**+)

)

-*

*徐志云
)

血清
$&#U

+

$

H

?#U

+

$!#U

检测在甲状腺疾病

中的诊断价值)

W

*

)

蚌埠医学院学报%

(+'-

%

-P

$

'(

&!

'*,(;

'*,-)

)

-O

*姚韩
)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

$!#U

&测定在甲状腺

疾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W

*

)

吉林医学%

(+'-

%

-I

$

-'

&!

*,'-;*,'I)

)

-P

*徐风芹%杨有琴%刘津
)

甲状腺自身抗体两项检测在诊断

桥本甲状腺炎中的意义)

W

*

)

内蒙古中医药%

(+'I

%

--

$

'+

&!

P')

)

-J

*陈宝琴%李实%张家玮
)

血清
$]D#U

和
$&#U

在桥本氏

甲状腺炎和甲亢诊断中的意义)

W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J

$

''

&!

'J-(;'J--)

)

I+

*黄克斌%王景昌%周益全
)

血清
$]D#U

+

$&#U

和
$!#U

在甲状腺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W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J

$

'+

&!

'OP*;'OPO)

)

I'

*郑建洵
)

甲状腺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诊断

中的临床应用)

W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

$

'(

&!

'I(O;'I(J)

)

I(

*赵艳丽
)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诊断桥本氏甲状腺炎的

价值)

W

*

)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

(P

$

,

&!

I'(;

I'I)

)

I-

*孙广平%杨海波%王鑫%等
)

血清
$&#U

+

$

H

?#U

+

$!#U

联

合检测在甲状腺疾病诊断中应用分析)

W

*

)

中国实验诊断

学%

(+'*

%

(+

$

I

&!

*II;*I,)

)

II

*徐红%谭海明
)$]D#U

%

$&#U

%

$!#U

检测对几种常见甲

状腺疾病诊治的临床价值)

W

*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

%

'*

$

O*

&!

(P;(J)

)

I,

*

F#XXD%!# A F

%

#F#6MY% $#F#@1M

%

#a#$#

$#F%c#

%

489.)2

E

8?8?Q>0$;.

E

=

H

C?0

E

849<<?0>984L9/8>;

5

4/I

5

4/4

H

?.

E

=?:

H

C><=<9/L9B8?>==B/48C

E

:?>LL><49<4

!

9=489;9/9.

E

<><

)

W

*

)W2.>/G/L?0:>/?.6489U

%

(++O

%

J(

$

P

&!

-'*(;-'O+)

)

I*

*

2D3M"M6

%

M@##2W

%

7%]!G$]

%

489.)AB/08>?/9..

E

=;

H

C?0

E

84<BU<489<<4<<=4/8?R8C4$C'

"

$C(

H

:?R>.4>/

H

9;

8>4/8<K>8C9B8?>==B/48C

E

:?>L>8><U

E

R.?K0

E

8?=48:>09;

/9.

E

<><?R

H

4:>

H

C4:9..

E

=

H

C?0

E

84<

)

W

*

)WZ>?.!4

5

B.1?;

=4?<8#

5

4/8<

%

(++I

%

'P

$

'

&!

O(;O*)

)

IO

*张国富%师伟
)

甲状腺自身抗体与甲状腺疾病)

W

*

)

实用医

技杂志%

(+'+

%

'O

$

''

&!

'+--;'+-I)

$收稿日期!

(+'O;'+;'(

"

修回日期!

(+'O;'';((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P

年
,

月第
-J

卷第
'+

期
"

M/8W39U64L

!

69

E

(+'P

!

X?.)-J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