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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检测是评估甲状腺功能的重

要手段， 对于维护人体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通过检测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医

生能够准确判断甲状腺的功能状态， 进而为

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以下是甲状腺激素检测在甲状腺功能评

估中的几个关键意义：

1.

诊断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激素检测能够直接反映甲状腺的

功能状态， 对于诊断甲状腺疾病具有决定性

意义。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时，甲状腺分泌

的甲状腺素（

T4

）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3

）

水平会显著升高，而促甲状腺激素（

TSH

）水

平则会降低。 相反，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

时，

T4

和

T3

水平会降低，

TSH

水平则会升

高。 此外， 检测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TPOAb

）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有助

于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如桥本氏甲

状腺炎。

2.

评估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类型和程度

甲状腺激素检测不仅能诊断甲状腺疾

病， 还能进一步评估其功能异常的类型和程

度。 通过检测游离甲状腺素（

FT4

）和游离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

）水平，医生可以更精

确地了解甲状腺的激素分泌情况。

FT4

和

FT3

是甲状腺激素在血液循环中的主要形

式，不受血清甲状腺结合球蛋白的影响，因此

能更准确地反映甲状腺功能状态。

3.

指导治疗方案的制定和调整

甲状腺激素检测在治疗甲状腺疾病过程

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对于已经确诊的甲状腺

疾病患者， 定期进行甲状腺激素检测有助于

医生评估治疗效果， 并根据结果调整治疗方

案。 例如，甲减患者经过治疗恢复正常后，可

能会复发， 定期进行甲状腺激素检测可以及

时发现病情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4.

预测并发症风险

甲状腺激素检测还有助于预测甲状腺疾

病并发症的风险。 长期未得到治疗的甲减患

者可能会引起高脂血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并

发症。通过甲状腺激素检测，医生可以及早发

现病情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风险。

5.

辅助其他检查方法

甲状腺激素检测还可以与其他检查方法结

合使用，如甲状腺超声检查、甲状腺细针穿刺活

检等，以全面了解甲状腺的状态。通过综合分析

各项检查结果， 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为制定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 甲状腺激素检测在甲状腺功能

评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不仅能够诊断

甲状腺疾病，评估其功能异常的类型和程度，还

能指导治疗方案的制定和调整， 预测并发症风

险，并辅助其他检查方法。 因此，定期进行甲状

腺激素检测对于维护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生物化学检验的奇幻之旅

□

郭娟

康复训练在现代医学体系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残疾预防和治疗方面，具

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专业且个性化的

治疗手段和方法， 康复训练不仅能够有效预

防残疾的发生， 还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以下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康复训练对残

疾预防和治疗的影响。

1.�

预防残疾的发生

康复训练通过早期介入， 能够有效防止

残疾的形成。在神经系统疾病、骨科损伤等领

域， 及时的康复训练可以促进患者肢体功能

的恢复，减少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后遗症的

发生。例如，脑卒中患者的早期运动疗法和作

业疗法，可以促进其肢体功能的恢复，避免残

疾的产生。

此外，对于慢性病患者或老年人来说，身

体功能的逐渐衰退可能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各种困难。通过康复训练，可以帮助他

们恢复或提高身体功能，增强自我照顾能力，

从而减少因功能障碍而导致的残疾风险。

2.�

加速功能恢复和提高生活质量

康复训练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 运动疗

法和康复技术， 能够帮助患者快速恢复受伤

或患病部位的功能。 它可以加速受伤组织的

修复， 促进新陈代谢， 提升肌肉强度和灵活

性，从而助力患者尽快恢复日常生活能力。

同时， 康复训练能够减轻患者的疼痛和不适

感，提高其舒适度。 对于疼痛性疾病或损伤，

物理疗法、按摩等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改

善生活质量。

3.�

预防并减少复发

康复训练不仅关注当前受伤部位的康

复，还注重预防再次受伤。 通过训练，患者可

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控制，减少日常

活动和运动中再次受伤的风险。 这种预防措

施对于运动员、事故伤者等高风险人群尤为

重要。

此外， 康复训练在慢性疾病管理中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理的锻炼和饮食计划，

可以帮助控制病情，减轻症状，从而降低疾病

复发的风险。

4.�

促进社会融入

康复训练还关注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通过逐步恢复身体功能和独立生活技能，患

者可以更好地重新融入社会， 参与正常的社

交和工作活动。 这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社交满

意度，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归属感，从而进一

步提高了生活质量。

5.�

个性化康复方案

康复训练的成功离不开个性化的康复方

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

康复目标和计划，可以确保治疗效果的最大化。

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法不仅适用于不同类型的

伤病，还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患者。

结语

综上所述， 康复训练在残疾预防和治疗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康复训练能够帮助患者恢复或改善身体功能，

减轻疼痛和心理压力，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日

常生活能力。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康复理念的深

入人心， 康复训练将在预防残疾和提高生活质

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医院）

康复训练对残疾预防和治疗的影响

□

韩小杰

眩晕是一种常见的医学症状， 表现为患

者感觉自身或周围物体在旋转、升降或倾斜，

伴随着多种不适体验。 它不仅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 还可能在工作或驾驶时带来安全隐

患。本文将从成因及症状两方面，详细解析眩

晕这一医学现象。

一、眩晕的主要成因

1.

耳源性因素

前庭系统障碍： 前庭系统是维持人体平

衡的重要器官，包括耳石症、梅尼埃病、中耳

炎、前庭神经元炎等。 例如，耳石症患者在头

部位置改变时，可能突然出现短暂的眩晕感，

通常不伴有耳聋耳鸣， 症状持续数秒到数十

秒会自行缓解，但会反复发作。

内耳缺血：内耳对氧气供应敏感，缺血缺

氧会导致听神经受损，引发眩晕及耳鸣、听力

下降等症状。

2.

中枢神经系统因素

脑血管病变： 如多发性硬化、 脑血管硬

化、脑肿瘤等，压迫或损伤前庭神经核区及其

通路，导致眩晕。

植物神经紊乱：涉及小脑、脑干等区域的

病变，导致平衡功能受损。

3.

全身性疾病因素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低血压、心律失常

等，引起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眩晕。

血液疾病：贫血、血液粘稠度增加等，影响血

液循环，导致眩晕。

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尿毒症等，引起内

环境紊乱，导致眩晕。

4.

颈源性因素

颈椎病：颈椎退行性变、颈肌和颈部软组

织病变等，压迫椎动脉，导致脑供血不足，引

发眩晕。

颈部肿瘤： 颈部肿瘤或颅底畸形压迫血

管，导致眩晕。

5.

眼源性因素

视力问题：屈光不正、眼肌麻痹、视网膜

色素变性等，导致视觉信息处理异常，引发

眩晕。

二、眩晕的主要症状

1.

视物旋转： 患者常感到周围景物或自

身在旋转，难以站立。

2.

站立不稳：眩晕发作时，患者往往站立

不稳，容易摔倒。

3.

恶心呕吐：眩晕常伴随恶心、呕吐等自

主神经症状，严重时可能吐出胃内容物。

4.

视觉模糊： 眩晕症可能影响大脑对视

觉信号的处理，导致视觉模糊。

5.

耳鸣耳聋：眩晕症可能会导致内耳缺血

缺氧，听神经受损，导致听力下降和耳鸣。

6.

出虚汗：由于低血糖、缺氧等原因，眩晕

时患者可能大量出汗。

7.

平衡失调：压迫椎动脉，引起脑供血不

足，出现眩晕和平衡失调。

三、结语

眩晕的成因和症状复杂多样，涉及多个系

统和器官。 对于眩晕症患者，应及时就医，进行

全面检查，以明确病因并进行针对性治疗。 同

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均衡饮食、适量运

动、充足睡眠等，也有助于预防眩晕的发生。通

过科学的治疗和合理的预防，可以有效减轻眩

晕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鸡泽县医院）

眩晕的成因及症状解析

□

郝亚萍

甲状腺激素检测在甲状腺功能评估中的意义

□

郭北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平凡的世界里，

隐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微观奇迹。 从细胞到

分子，生命的奥秘无处不在。 今天，就让我们

戴上想象的翅膀， 踏上一场生物化学检验的

奇幻之旅， 探索那些隐藏在微观世界中的神

秘力量。

当生命走向终点， 细胞内的细胞器逐步

崩解，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转变，细胞内的物

质如蛋白质、核酸、脂质等分子得以释放。 这

些微分子不仅是构建生命的基础元素， 更蕴

含着生命活动积累的珍贵信息。 它们随着风

飘向远方的森林，被大树的根系捕获，融入其

生命进程；或者顺着水流涌入广阔的海洋，成

为构建海洋生态系统的坚固基石。 在寒冷的

极地， 逝去生物体内的微分子可能被冰封于

冰层之中，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冰层的融化，重

新投入生态循环的怀抱。

然而， 这些微分子不仅在大自然中流

转，也在我们的生物化学检验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生物化学检验，全称为生物化学实验，是

一种基于人体正常代谢状态下研究疾病状态

下代谢变化的检验方法。 它通过对人体内各

种物质的浓度、 代谢产物以及酶活性等指标

进行检测， 从而评估人体的机能状态和疾病

情况。

想象一下，我们抽取一滴血液，通过生物

化学检验，可以揭示出多少生命的秘密？血糖

水平的变化与糖尿病、 胰腺炎等疾病的发生

密切相关；血脂水平异常可能导致动脉硬化、

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 肝功能异常可能提示

肝炎、肝硬化等疾病；肾功能异常则可能提示

肾炎、肾结石等疾病。

这些看似简单的生化指标， 实则是生命

活动的“晴雨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健康

信息。

生物化学检验不仅帮助我们诊断疾病，

还为我们提供了预防疾病的重要线索。 通过

定期的生化检验， 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

状况，及时调整生活习惯，预防疾病的发生。

比如，通过血糖和血脂的检测，我们可以及时

发现并控制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场微观世界的探险之旅让我们深刻体

会到生命的伟大与奇迹。 每一个细胞、每一个

分子都在为生命的延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而

生物化学检验，就像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

见这个微观世界的奥秘。

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更加珍视生

命，关注健康。 通过生物化学检验这一神奇的

工具，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预防疾病的发生，让生命之歌永远唱响。

让我们携手共进，探索未知，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场微观世界的探险之旅中，让我们共

同见证生命的奇迹与伟大。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