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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Graves 甲亢的放射性 131I 治疗在全国核医学科常规开展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

目前为止有许多问题存在争议；此外操作不规范、甲低发生率较高、医疗纠纷时有

发生等。急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获得中国特色的临床资料，建立和推广规范化

治疗，促进核素治疗的健康发展。该项目对 Graves 甲亢放射性 131I 规范化治疗和

热点问题进行了系列临床研究。包括：131I 治疗 Graves 甲亢的规范化、标准化的临

床应用，Graves 甲亢伴白细胞减少的 131I 治疗的临床应用，131I 治疗 Graves 甲亢

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方法学研究，甲状腺相关抗体对 131I 治疗疗效影响的分析，

Graves 甲亢 131I 治疗对生育的影响研究以及 131I 治疗后的随访与评估等系列研究。

该研究为 131I 治疗 Graves 甲亢提供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治愈率及治疗后的长期

随访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作用，临床实用性较强。且研究成果被《碘 131 治疗 Graves

病专家共识》和《131I 治疗格雷夫斯甲亢指南》引用。

    研究设计科学严谨，资料真实完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发表全国性诊疗指南，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对推动学科发展作用明显，具有一定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鉴于对该项目的科技水平、应用价值、成果效益三方面的综合评价，同意推荐申

报中华医学会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以 Graves 甲亢最为多见，

目前碘 131 治疗因具有高效简便、质优价廉、副作用少、治疗效果好且快速等优点，

成为大多数成年 Graves 甲亢患者的首选或重要选择。而部分内科医师考虑放射性损

伤及担心甲减发生等问题有关，其根源在于缺乏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规范及权威的

指南。该系列研究从以下内容做相关研究。

⑴规范化研究：专家共识与指南研究者立足中国国情及我国甲亢诊治的实际状况，

先后完成了《碘 131 治疗 Graves 病专家共识》和《131I 治疗格雷夫斯甲亢指南》

并发表。自发表以来，为推动我国核素治疗 Graves 甲亢的规范化，标准化，对提高

疗效、减少副作用，增强医疗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⑵Graves 甲亢伴白细胞减少的放射性碘 131 治疗及相关研究

通过多中心临床随访了解白细胞减低患者行 131I 治疗同时联合应用“升白”药物短期

内的变化及早期疗效的评价，提出 131I 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可作为

Graves 甲亢伴白细胞减少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

⑶放射性碘 131 治疗的方法学研究

研究发现治疗前有无突眼、游离甲状腺素水平、24h最高吸碘 131 率是影响碘 131

治疗疗效的主要因素，也发现治疗前长时间应用 ATD会降低碘 131 治疗 Graves 甲

亢患者的治愈率及 24h最高吸碘 131 率，同时对青少年 Graves 甲亢患者碘 131 治

疗研究发现甲状腺质量对碘 131 治疗疗效无影响，而甲状腺 2h吸碘 131 率对疗效



有影响，2h吸碘 131 率＜60%将获得较好疗效。碘 131 治疗甲亢给药剂量有多种方

法，研究发现利用甲状腺 24h最高吸碘 131 率预测有效半衰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适用于绝大多数甲亢患者碘 131 治疗。

⑷甲状腺相关抗体对放射性碘 131 治疗疗效的影响

经过前瞻性对照研究甲亢患者补硒治疗后 I131 治疗的疗效，发现补硒能有效降低经

131I 治疗的 Graves 病患者的血清TPOAb水平，对血清高水平 TPOAb的降低尤为明

显，有利于提高 131I 治疗甲亢疗效。

⑸Graves 甲亢放射性碘 131 治疗对生育的影响

本研究结论为碘 131 治疗对女性生育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消除了患者及部分

医护人员的疑虑。

⑹放射性碘 131 治疗后的随访与评估

通过多中心大量患者资料的收集分析我们发现，口服 131I剂量、TPOAb阳性、年龄

及甲状腺质量均为碘 131 治疗后发生早发甲减的影响因素，而治疗后 3 个月的疗效

对患者预后的判断也有一定帮助，综上所述，在 Graves 甲亢患者碘 131 治疗前应综

合考虑各项相关因素，治疗中的剂量应采用精细个体化的剂量计算方法，并在治疗

后早期监测血清学指标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患者预后，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早作出

干预，减少治疗后一过性和永久性甲减的出现，让更多的国人能认识到碘 131 治疗

效果的可靠性，更加愿意选择该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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