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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甲状腺疾病

发病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

势，然而甲状腺疾病领域

的健康普及却仍处于起步

阶段。进一步提高公众对

甲状腺疾病的知晓率，对

提升和改善甲状腺疾病的

就诊率和治疗率意义重大。

要了解甲状腺疾病，

自然绕不开甲状腺。郭教

授介绍，甲状腺是位于人

体脖颈处非常小的一个内

分泌器官，质韧或稍大的

甲状腺在做口水吞咽动作

时可自行触及其上下滑动。

若甲状腺肿大、变硬或是

长了肿块，则会引起甲状

腺激素水平过高或过低。

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对

人体极为关键，是重要“产

热源”，分泌过多人体就

会怕热，分泌太少人体就

会感到冷。甲状腺既稳定

又“娇气”：其水平在一

定范围内动态变化，参与

到心率调节、胃肠道消化、

骨骼肌运动等人体各种复

杂代谢中，它在天冷时增

加“产量”，让人无惧严

寒，在三伏天“节能减产”。

因而，现在十分重视妊娠

前期检查甲状腺激素水平，

必要时予以干预，防止因

甲状腺激素不足影响胚胎

神经系统和骨骼正常发育，

正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

但有些时候，甲状腺

也会因为情绪变化或是外

界的突然刺激，激素水平

大幅波动，从而“牵一发

而动全身”，长此以往则

会出现头发干枯、肌肉无

力、心率异常等多种症状。

“从这个角度来讲，甲状

腺疾病确实和生气有一定

关系。”

甲状腺疾病在女性人

群中极为常见，根据我国

甲状腺领域近年来最大的

流行病学调查，18~49 岁

育龄期女性甲状腺疾病的

患病率高达 43.23%，育龄

期女性为何易患甲状腺疾

病？郭教授解释道，很多

甲状腺疾病都源自免疫系

统产生对抗自身组织的抗

体，进而导致甲状腺炎症、

甲亢或甲减等异常出现。

相 比 男 性 群 体， 女

性因体内激素调节更为复

杂，因而容易罹患包括红

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等在

内的多种自身免疫性疾

病。在育龄期的不同阶段，

激素水平的波动又和甲状

腺疾病密切相关：妊娠期

身体极度“渴求”甲状腺

激素，容易“供不应求”，

胎盘分泌的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则会刺激甲状腺“加

速生产”，分泌过多又会

“供大于求”，即发生甲

状腺毒症；分娩后进入哺

乳期，机体自身免疫情况

改变巨大，加之易应激，

甲状腺激素水平容易紊

乱，但可能逐渐自行恢复；

在更年期时，雌激素水平

“断崖式”下降，也会导

致甲状腺功能改变。

郭教授提醒，当出现

习惯性无力、无精打采、

长时间想睡觉，或是易躁

易怒、静息状态下心率过

快、过分怕冷怕热，以及

快速消瘦等症状时，需要

警惕甲状腺激素分泌异

常，及时就诊。

甲状腺疾病种类较多，

最常见即甲状腺功能亢进

和甲状腺功能减退。有时

在上呼吸道感染后，仍会

出现发热、咽部或颈部剧

痛、颈部肿大等情况，可

能为亚急性甲状腺炎，为

自限性疾病，很多时候无

须服药即可在 1~2 周后自

行恢复。

对于部分症状严重，

高热不退，疼痛难忍患者，

则需予以非甾体类消炎药

物、糖皮质激素等治疗，

直至血沉水平恢复正常。

此时血液中甲状腺激素水

平升高乃炎症导致甲状腺

细胞破坏所致，并非真正

的甲亢，故不应使用抗甲

状腺药物。

局部损伤如鱼刺卡住

致甲状腺受损，继发脓肿

时，则需和其他疾病进行

鉴别诊断。甲状腺肿瘤则

随着超声技术的普及，常

发现微小结节观察数年没

有变化。

目前对于多数疾病的

诊疗，都提倡早发现早治

疗，以获得最佳临床结果。

郭教授强调，对于甲状腺

疾病，单纯强调早发现早

治疗是不准确的。以甲状

腺功能减退为例，很多患

者并非有症状，而是在体

检时发现促甲状腺素水平略

高，实际为亚临床甲状腺功

能减退，不一定需要主动干

预。若是妊娠期或备孕期女

性，则治疗可以更积极一些。

甲状腺功能亢进时，会出现

轻微症状伴促甲状腺激素偏

低，若患者为青年，则可先

观察，对症处理，不一定立

刻需要抗甲状腺治疗。“并

非早发现早治疗就全都能获

益，必须具体患者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疾

病中的特殊一类。临床上，

在行甲状腺超声检查时，医

师一般会对甲状腺结节分

级，若出现点状回声、强回

声、边界不清楚时，结节级

别较高，在 4 类及以上时，

需行穿刺以明确是否为癌，

若为癌则可手术治疗，反之

可继续观察。3 类及以下的

结节，如囊实性结节，其边

界清楚，除非结节过大，以

及压迫到气管等特殊情况，

一般均不予过多干预。很小

的结节，如直径＜ 1 cm，定

期行超声观察即可，大可不

必贸然行介入性治疗。

郭教授建议，对于小结

节，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超

声检查复诊，同时复查甲状腺

功能，监测促甲状腺素水平。

“有的患者过分恐惧结节，

恨不得 1 个月做 1 次超声，

而不同医院不同医生测的结节

大小又不尽相同，不具有太大

的对比意义，完全没必要。” 

总体来说，若超声表现

更偏向良性，边界清楚，直

径较小时，无需“大动干戈”，

可行冷处理，仅观察即可。

疾病早期有征兆疾病早期有征兆

诊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诊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群体该如何保护甲

状腺和预防甲状腺疾病？对此，郭教授表示，

甲状腺有它的昼夜节律，因此规律作息至关重要。

在生活中要尽量避免长期熬夜，紧张焦虑，保持情

绪稳定轻松，以及适量的碘摄入。

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重要原料，我国已经强制

食盐加碘，近年也根据不同地区碘水平进行了碘浓度

调整。切忌“听风就是雨” ，换成无碘盐。在甲状腺

出现些微异常时，采取过度措施，比如每日食用海苔

等海产品，最终反而会碘补充量过多，导致甲状腺功

能异常加重。

补充碘应科学合理，育龄期女性在妊娠前可查尿

碘，来决定是否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生活小习惯也会

影响甲状腺健康，如穿衣时衣领过紧也可能导致较小

的甲状腺囊肿或结节在反复摩擦下出血形成血肿，因

此关爱甲状腺，还应从日常生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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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妊娠期、更年期等特殊的生理阶段，更容易发女性在妊娠期、更年期等特殊的生理阶段，更容易发

生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 50% 的患生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 50% 的患

者并无典型的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但在血糖居高不者并无典型的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但在血糖居高不

下的情况下，机体重要脏器“悄悄然”受损，最终可导致残下的情况下，机体重要脏器“悄悄然”受损，最终可导致残

疾或死亡。为此，民众要建立主动健康的意识，提高识别糖疾或死亡。为此，民众要建立主动健康的意识，提高识别糖

尿病的能力，做到糖尿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尿病的能力，做到糖尿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院士

甲状腺疾病是内分泌领域的第二大疾病，好发于甲状腺疾病是内分泌领域的第二大疾病，好发于

女性，不论是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女性，不论是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

女性患病率均远高于男性。因此，关注女性甲状腺健女性患病率均远高于男性。因此，关注女性甲状腺健

康，加强甲状腺疾病的早认知、早筛查、早诊断至关康，加强甲状腺疾病的早认知、早筛查、早诊断至关

重要。重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匡洪宇教匡洪宇教授授

糖尿病是一种家族聚集性疾病，其发生与家糖尿病是一种家族聚集性疾病，其发生与家

族成员间共同的遗传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值得族成员间共同的遗传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值得

关注的是，中国人群中母亲糖尿病史较父亲糖尿

病史对于个体糖尿病风险影响更大。对有糖尿病

家族史的人群而言，定期进行筛查，并进行健康

干预，意义重大。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杨文英教授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杨文英教授

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

通，但生活中容易忽视的一些小事可能会影响女

性甲状腺。我们建议广大女性朋友避免过度的压

力和情绪波动，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不采用极

端方法减重，让我们一起守护甲状腺的健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内分泌科——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内分泌科

邹梦晨邹梦晨教授教授

甲状腺结节应对策略甲状腺结节应对策略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宋箐）在各种医疗知识

的广泛传播下，很多人已经把情绪和甲状腺疾病关联

了起来。“情绪不稳定爱生气的人，容易得甲状腺结

节”似乎已成为口口相传的“医学常识”。情绪和甲

状腺疾病是否真的有关联？甲状腺疾病为何“偏爱”

女性？一旦发现甲状腺疾病后，又该如何诊疗？对此，

《医师报》专访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郭晓蕙

教授，邀请她对甲状腺疾病进行深入浅出的细致剖析。

“娇气”的内分泌器官“娇气”的内分泌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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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中国人群中母亲糖尿病史较父亲糖尿关注的是，中国人群中母亲糖尿病史较父亲糖尿

病史对于个体糖尿病风险影响更大。对有糖尿病病史对于个体糖尿病风险影响更大。对有糖尿病

家族史的人群而言，定期进行筛查，并进行健康家族史的人群而言，定期进行筛查，并进行健康

干预，意义重大。干预，意义重大。

通，但生活中容易忽视的一些小事可能会影响女通，但生活中容易忽视的一些小事可能会影响女

性甲状腺。我们建议广大女性朋友避免过度的压性甲状腺。我们建议广大女性朋友避免过度的压

力和情绪波动，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不采用极力和情绪波动，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不采用极

端方法减重，让我们一起守护甲状腺的健康！端方法减重，让我们一起守护甲状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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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甲状腺   切忌“听风就是雨”

《医师报》特别策划②《医师报》特别策划
国际妇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