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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萘洛尔和甲巯咪唑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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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评价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过程中应用普萘洛尔和甲巯咪唑的临床疗效ꎮ 方

法:选取本院收治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８０ 例ꎬ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ꎬ两组患者例数相等各 ４０ 例ꎬ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甲巯咪唑单药治疗ꎬ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

上联合甲巯咪唑进行治疗ꎬ对比两组患者甲状腺功能指标改善情况、临床治疗效果ꎬ统计患者治疗后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ꎮ 结果:治疗前ꎬ两组患者甲状腺功能指标数据对比没有明显差异ꎬＰ>０.０５ꎻ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甲状腺功能改善情况和对照组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ꎬ数据对比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ꎬＰ
<０.０５ꎮ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Ｐ<０.０５ꎻ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对照组相比较没有明

显差异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过程中应用普萘洛尔和甲巯咪唑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ꎬ
对改善患者临床疗效、降低由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ꎬ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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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功能亢进又被简称为甲亢ꎬ是一种由内分

泌系统病变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类型ꎬ其常见诱

因包括遗传、感染、精神刺激等应急状态ꎬ患者在临床

上大多表现为失眠、心悸、容易激动等症状ꎬ病情严重

时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ꎮ 针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临床主要采取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方式ꎬ随着医疗

水平的不断发展ꎬ在临床实践中针对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还广泛应用碘－１３１ 治疗措施ꎬ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可

能存在复发率较高以及不良反应较多的现象ꎬ因此选

择合理的药物治疗对促进患者快速恢复、减少不良反

应发生率ꎬ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ꎮ 普萘

洛尔是一种非选择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ꎬ对减轻交

感神经兴奋性ꎬ减慢和缓解患者症状具有积极作用ꎮ
甲巯咪唑可以通过抑制过氧化物酶活性ꎬ阻碍吸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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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内碘化物氧化和络氨酸的偶联ꎬ对甲状腺素和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合成起到抑制作用[１]ꎮ 本文研究

实验以 ８０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为例ꎬ分析探讨在其

治疗过程中应用普萘洛尔联合甲巯咪唑治疗措施的临

床效果ꎬ现分析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收治的 ８０ 例甲状腺亢进患

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ꎬ患者治疗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经过相关诊断检查ꎬ所有患者均被确诊

为甲状腺亢进症ꎬ诊断结果满足此次研究试验要求ꎬ按
照简单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ꎬ其中对

照组患者男 ２６ 例ꎬ女 １４ 例ꎬ年龄为 ２７ ~ ６３ 岁之间ꎬ平
均年龄为(４５.０±１.４４)岁ꎬ病程为 ５ ~ １１ 月ꎬ平均病程

为(６.００±１.３４)月ꎻ观察组患者中男 ２５ 例ꎬ女 １５ 例ꎬ年
龄为 ２４~６５ 岁之间ꎬ平均年龄为(４４.５±１.４７)岁ꎬ病程

为 ５~ １２ 月ꎬ平均病程为(８.５±１.３７)月ꎮ 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Ｐ >０.０５ꎮ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内科学»有关甲状腺功能亢进症ꎬ机
体代谢甲亢和交感神经ꎬ血清促甲状腺激素低于 ０.
１ｍＵ / Ｌꎻ具有高代谢症状、甲状腺肿大、低热、四肢酸软

等症状ꎬ医学伦理会经过审批[２]ꎮ 排除标准:存在严

重心、肝、肾、脑等严重疾病ꎬ哺乳期以及妊娠期女性ꎬ
药物过敏者ꎬ精神病以及疾病晚期者ꎻ伴有影响内分泌

骨代谢疾病ꎬ以及治疗依存性较差的患者ꎮ
１.２　 方法:对照组患者采取甲巯咪唑(默克制药(江
苏)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７１０７８)单药治疗措施ꎬ每
天服用 ３ 次ꎬ每次服用 １０ｍｇꎮ 观察组患者实施普萘洛

尔( 江 苏 亚 邦 爱 普 森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国 药 准 字

Ｈ３２０２０１３３)、甲巯咪唑联合治疗措施ꎬ甲巯咪唑使用

方式和对照组一致ꎬ普萘洛尔每天服用 ３ 次ꎬ每次服用

１０ｍｇꎬ持续服药 １ 月后改为每天服用 １ 次ꎬ每次服用

１０ｍｇꎬ两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２ 月ꎮ
１.３　 观察指标:临床效果判定标准:显效为患者多食、
多汗、甲状腺肿大、紧张、心悸不宁等症状和体征基本

消失ꎬ脉率恢复正常ꎬＦＴ３、ＦＴ４ 水平恢复正常ꎻ有效患

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有所改善ꎬ脉率基本正常ꎬ心率有

效好转ꎬＦＴ３、ＦＴ４ 水平基本正常ꎻ无效为患者临床症状

以及体征改善不明显和治疗前没有明显差异ꎬ甚至病

情具有加重现象ꎮ 临床治疗有效率 ＝ (显效加有效) /
总有效率×１００％ꎮ 对比患者治疗前后甲状旁腺激素

(ＰＴＨ)、血清降钙素(ＣＴ)、骨钙素(ＢＧＰ)、血清游离甲

状素( ＦＴ４)、血清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 ＦＴ３) 以及

ＴＳＨ 水平[３]ꎮ 统计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ꎬ
不良反应包括头晕头痒ꎬ关节疼痛ꎬ皮肤瘙痒等症状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中ꎬ计量资料为甲状腺指

标水平ꎬ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ꎬ用(ｘ±ｓ)表示ꎬ计数

资料为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ꎬ用 ｎ(％)表示ꎬ ｔ 检

验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 的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ꎬ
组间数据对比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

率(９７.５０％)和对照组相比较高(８２.５０％)ꎬ研究数据

对比后存在差异ꎬＰ<０.０５ꎬ详细数据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０ ２８ １１ １ ９７.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１４ １９ ７ ８２.５０

χ２ ８.４９４５

Ｐ ０.００３５

２.２　 评定甲状腺指标:治疗前ꎬ两组患者甲状旁腺激

素、血清降钙素、骨钙素、血清游离甲状素、血清游离三

碘甲状原氨酸以及 ＴＳＨ 评分和对照组相比较没有明

显差异ꎬＰ >０.０５ꎻ治疗后ꎬ观察组甲状旁腺激素、血清

降钙素、骨钙素、血清游离甲状素、血清游离三碘甲状

原氨酸以及 ＴＳＨ 和对照组相比较具有显著差异ꎬ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３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

患者出现 １ 例皮肤瘙痒ꎬ１ 例关节疼痛ꎬ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５.００％(２ / ４０)ꎻ对照组出现 １ 例头晕头痛、３ 例皮

肤瘙痒ꎬ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７.５０％(３ / ４０)ꎬ两组数据

对比无明显差异(χ２ ＝ ０.２１３３、Ｐ ＝ ０.６４４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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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评定甲状腺指标(ｘ±ｓ)

组别 时间 ＰＴＨ ＣＴ ＢＧＰ ＦＴ４ ＦＴ３ ＴＳＨ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７.１９±８.４２ ８３.１９±６.２４ １３.１９±１.２４ ５４.５１±４.１４ １７.１９±３.４４ ２.８１±０.６７

治疗后 ５９.８７±６.９９ ６４.５９±４.８５ ８.１９±１.３６ ２０.４７±３.６９ ６.２２±４.１２ ４.２１±０.３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７.３３±８.３３ ８２.９６±６.４４ １３.１９±１.４３ ５５.３６±４.１８ １７.２１±３.１９ ２.３４±０.４１

治疗后 ５３.１９±７.１７ ７１.６３±５.３９ １１.１９±１.２４ ２５.５１±３.４４ ９.３１±２.２４ ３.１４±０.６２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甲状腺功能亢进是由于环境因素、病原体感染、遗
传因素、免疫失调、创伤等多种因素在综合作用下导致

患者机体血循环中甲状腺激素水平上升或者甲状腺功

能亢进所引起的一种常见内分泌疾病类型ꎮ 甲状腺激

素过多会影响患者心脏神经代谢ꎬ导致多种系统功能

障碍ꎬ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心脏收缩强度ꎬ对心肌细胞

能量达到释放和利用作用ꎬ进一步提高了交感肾上腺

素的活性ꎬ并且会导致患者心率失常ꎬ从而出现心动过

速等症状ꎮ 针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在临床上一般采取

药物治疗措施ꎬ其中比较常见的药物为甲巯咪唑ꎬ有利

于降低甲状腺内过氧化物酶的活性ꎬ有利于阻断 ＦＴ３
和甲状腺素的合成ꎬ促使络氨酸和碘化物为无法偶联ꎬ
但是在临床上单独用药的临床疗效不理想ꎬ因此在临

床上推荐使用联合用药治疗方案[４ꎬ５]ꎮ
本文研究数据表示:治疗前ꎬ两组患者甲状腺功能

指标对比没有明显变化ꎬＰ>０.０５ꎻ治疗后ꎬ观察组患者

甲状腺功能指标和对照组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ꎬ数据

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ꎬＰ <０.０５ꎬ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率对照组比较没有差异ꎬＰ >０.０５ꎬ临床治疗有效

率和对照组相比较具有优势ꎬＰ <０.０５ꎬ研究数据充分

表示: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治疗过程中应用普萘洛尔

和甲巯咪唑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ꎬ原因如下:①甲巯咪唑是一种抗甲状腺药物ꎬ有
利于通过局部组织过氧化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ꎬ对
甲状腺激素合成和释放起到抑制作用ꎬ有利于控制甲

状腺激素水平ꎬ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过程中被广泛

应用ꎮ ②甲巯咪唑是一种嘧脲类抗甲状腺药物ꎬ有利

于降低血液循环中甲状腺刺激性抗体水平ꎬ促进抑制

性 Ｔ 淋巴细胞功能快速恢复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

者机体免疫能力ꎬ进而促进病症快速恢复[６]ꎮ ③普萘

洛尔是一种非选择性 β 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ꎬ对甲状

腺激素对心脏的兴奋作用起到抑制效果ꎬ有利于调节

组织外四碘甲状腺原氨酸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的转换

过程ꎬ有利于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ꎬ对抑制中

枢神经系统血压调节压力感受器敏感性具有积极意

义ꎬ对抗异丙肾上腺素具有理想效果ꎬ从而进一步控制

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ꎮ ④此外ꎬ普萘洛尔有利于将

ＦＴ４ 转化成为 ＦＴ３ꎬ对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中的多汗、
心悸等症状具有积极作用ꎮ 普萘洛尔联合甲巯咪唑治

疗措施具有快速的药用效果ꎬ对改善骨吸收代谢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ꎬ有利于预防骨质疏松[７]ꎮ
综上所说ꎬ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过程中应用普

萘洛尔和甲巯咪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ꎬ对改

善患者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具有积极意义ꎬ两种药

物联合应用进一步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ꎬ值得在临床

上应用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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