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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伴或不伴甲状腺抗体(ＡＴＡｂｓ)阳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的神经电生

理变化特征ꎮ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和排除标准的甲亢患者 ３６ 例ꎬ将其中 ２３ 例合并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患者设为观

察组ꎬ１３ 例不伴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患者设为对照组ꎮ 采用肌电 /诱发电位仪检测 ２ 组患者的交感神经皮肤反应

(ＳＳＲ)、皮质体感诱发电位(ＣＳＥＰ)和听觉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ꎬ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　 ２ 组患者上、下肢

ＳＳＲ 的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ＣＳＥＰ 检测结果显示ꎬ２ 组患者 Ｐ４０ 和 Ｎ５０ 的潜伏期和

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ＥＲＰ 检测结果显示ꎬ观察组 Ｎ２００ 的波幅为(１１.４±３.５７)μＶꎬ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１６.３±４.２１)μ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甲亢合并 ＡＴＡｂｓ 阳性患者的电生理

表现与 ＡＴＡｂｓ 阴性患者存在显著差异ꎬ两者的疾病发生机制可能不同ꎬ且自身免疫抗体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

甲亢患者的神经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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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包括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甲状

腺球蛋白抗体(ａｎｔｉ￣ｔｈｙ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ꎬＴＧＡｂ)、甲状腺过氧

化酶抗体(ａｎｔｉｔｈｙｒｏ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ｙꎬＴＰＯＡｂ)或甲状腺

微粒体抗体等[１] ꎬ临床上应用较多的为 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两种自

身免疫性抗体ꎮ 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相关的脑病被称为桥本脑病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ꎬＨＥ)ꎬ目前的研究认为ꎬ这是一种免疫

介导的脑病ꎬ但这两种抗体在正常人群中普遍存在ꎬ因此它们

是否会导致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损害一直存在争议[２] ꎮ 本研

究选取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 ３６ 例ꎬ分析了伴或不

伴 ＡＴＡｂｓ 阳性甲亢患者的神经电生理变化特征ꎬ旨在从神经电

生理的角度探讨甲状腺相关抗体和甲状腺功能异常对自主神

经、皮质中枢神经和认知功能的可能的影响ꎮ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入选标准:①均符合第 ８ 版«内科学»中甲亢诊断标准[３] ꎬ
有明显的高代谢综合征ꎬ且均为首次发病ꎻ②有神经系统症状ꎬ
如头晕、震颤、心慌、多汗、乏力等ꎻ③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升

高ꎬ促甲状腺激素(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ＴＳＨ)水平降低ꎻ
④无精神异常ꎻ⑤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①既往甲状腺疾病、周围神经病、糖尿病ꎻ②有

明确的其他原因(如脑梗死、老年性痴呆)所致的认知功能障

碍、听力异常者ꎻ③遗传性甲亢、垂体性甲亢ꎻ④有严重心脏疾

病、肝肾功能不全、肿瘤、合并其他免疫性疾病ꎻ⑤有意识障碍

或不能合作者ꎮ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神经

内科住院且符合上述标准的甲亢患者 ３６ 例ꎬ根据患者有、无
ＡＴＡｂｓ 阳性ꎬ将 ２３ 例伴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甲亢患者分为观察组ꎬ剩
余 １３ 例不伴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甲亢患者分为对照组ꎮ 观察组年龄

４２~６４ 岁ꎬ平均(５５.１±１０.６)岁ꎻ其中男 ４ 例ꎬ女 １９ 例ꎮ 对照组

年龄 ４６~６１ 岁ꎬ平均(５０.５±８.５)岁ꎻ其中男 ２ 例ꎬ女 １１ 例ꎮ
二、检测方法

２ 组患者均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诱发电位室接受神经电生

理检测ꎬ室温 ２５ ~ ３０℃ꎬ肌电 /诱发电位仪为丹麦 Ｄａｎｔｅｃ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９０３３Ａ０７ 型ꎬ检测项目包括交感神经皮肤反应(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ｓｋ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ＳＳＲ)ꎬ皮质体感诱发电位(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ＣＳＥＰ)和听觉事件相关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ꎬＥＲＰ)ꎮ

１.ＳＳＲ 的检测:患者取仰卧位ꎬ地线置于右侧前臂ꎬ使用单

电极刺激腕部正中神经ꎬ后刺激胫后神经ꎬ双记录电极分别放

置于手心和足心ꎬ参考电极分别放置在手背和足背ꎮ 刺激时限

０.２ ｍｓꎬ刺激强度 ２０ ~ ３０ ｍＡꎬ带通 ０. １ ~ １００ Ｈｚꎬ扫描速度

１０００ ｍｓ / Ｄꎬ灵敏度 ０.１~２.０ ｍＶ / Ｄꎮ 潜伏期测量为起点到第一

个阴性波的起始点ꎬ波幅为最大阴性波到最大阳性波的峰—峰

值ꎬ记录双侧的潜伏期和波幅ꎬ取平均值ꎮ
２.ＣＳＥＰ 的检测:患者取卧位ꎬ地线置于小腿部ꎬ参考电极置

于额中点(Ｆｚ)ꎬ记录电极置于头顶中央(Ｃｚ)ꎬ极间电阻<５ ＫΩꎬ
鞍状电极置于足内踝下胫神经处ꎬ电刺激强度 ２０~ ３０ ｍＡꎬ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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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２００ 次ꎬ记录 ＣＳＥＰ 的 Ｐ４０ 和 Ｎ５０ꎬ采集其潜伏期和波幅ꎮ
３.ＥＲＰ 的检测:患者取卧位ꎬ地线置于耳垂(Ａ１)部位ꎬ参

考电极置于额中点(Ｆｚ)ꎬ记录电极置于头顶中央(Ｃｚ)ꎬ极间电

阻<５ ＫΩꎬ灵敏度 ５ μＶ / Ｄꎬ带通范围 ０.２ ~ ２０.０ Ｈｚꎬ叠加 ４０ 次

以上ꎮ 采用 ２ 套触发刺激系统检测ꎬ刺激频率为每秒 １ 次ꎬ刺
激持续时间为 ２０ ｍｓꎬ非靶刺激强度为 ８５ ｄＢꎬ频率为 １０００ Ｈｚꎬ
出现频次占 ８０％ꎮ 靶刺激强度为 ９５ ｄＢꎬ频率为 ２０００ Ｈｚꎬ穿插

在非靶刺激中随机出现ꎬ出现频次占 ２０％ꎮ 要求患者通过双

耳倾听短音刺激ꎮ 本研究采集的指标为 Ｎ２００ 和 Ｐ３００ 的潜伏

期及波幅ꎮ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４.０ 版统计学统计软件对本研究所得数据进行

分析ꎬ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组内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２ 组患者上、下肢 ＳＳＲ 的潜伏期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但 ２ 组患者上、下肢 ＳＳＲ 的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１ꎮ ＣＳＥＰ 检测结果显示ꎬ２
组患者 Ｐ４０ 和 Ｎ５０ 的潜伏期和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２ꎮ ＥＲＰ 检测结果显示ꎬ２ 组患者 Ｎ２００
和 Ｐ３００ 的潜伏期ꎬ以及 Ｐ３００ 的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 ２ 组 Ｎ２００ 的波幅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３ꎮ

表 １　 ２ 组患者上、下肢 ＳＳＲ 的潜伏期和波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上肢

潜伏期(ｓ) 波幅(ｍＶ)
下肢

潜伏期(ｓ) 波幅(ｍＶ)
对照组 １３ １.６４±０.１５ ４.４１±１.２１ １.８１±０.２３ ３.０６±０.６７
观察组 ２３ １.５３±０.１６ ３.５６±２.３２ａ １.７３±０.２９ ２.０８±０.７３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２　 ２ 组患者 Ｐ４０ 和 Ｎ５０ 的潜伏期及波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４０

潜伏期(ｍｓ) 波幅(μＶ)
Ｎ５０

潜伏期(ｍｓ) 波幅(μＶ)
对照组 １３ ３６.８０±３.８０ ２.０１±１.２１ ４３.８１±４.２３ ２.１６±１.２７
观察组 ２３ ４２.３０±３.２８ａ １.８６±１.４１ａ ５１.６２±３.８７ａ ２.１１±１.３２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３　 ２ 组患者 Ｎ２００ 和 Ｐ３００ 的潜伏期及波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Ｎ２００

潜伏期(ｍｓ) 波幅(μＶ)
Ｐ３００

潜伏期(ｍｓ) 波幅(μＶ)
对照组 １３ ２０８.２±２１.５７ １６.３±４.２１ ３２６.８±３１.８３ １７.６±８.３２
观察组 ２３ ２１３.３±２４.４３ １１.４±３.５７ａ ３３５.６±２６.３９ １５.４±６.３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伴和不伴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甲亢患者的

ＳＳＲ、ＣＳＥＰ 和 ＥＲＰ 检测结果均有所不同ꎬ临床中单纯的 ＡＴＡｂｓ
阳性ꎬ而无症状和神经功能受损的患者并不少见ꎬ因此甲亢对

神经系统的影响是其他作用因素的基础[２] ꎮ

甲亢是临床常见病多发ꎬ流行病学研究患病率为 １％ꎬ目前

该病有明显上升趋势[４] ꎮ 甲亢患者通过甲状腺激素增加肾上

腺素能受体的数目或加强儿茶酚胺与受体的亲和力从而影响

交感神经的功能[５] ꎮ 甲亢对机体神经系统的影响十分明显ꎬ但
神经电生理上国内外报告却并不一致ꎬ提示甲亢对不同神经系

统存在多种作用机制ꎮ 以下分别从自主神经、中枢神经和高级

神经三个方面分析ꎮ
甲亢患者存在自主神经功能失常ꎬ尤其是交感神经过度兴

奋ꎬ表现为精神紧张、注意力不能集中和睡眠差等症状ꎮ ＳＳＲ 是

因内源性或外源性刺激所引发的皮肤瞬时电位变化ꎬ与发汗过

程有关ꎬ临床上用于检测交感神经节后纤维功能状态评估ꎮ 本

研究 ＳＳＲ 的检测结果表明ꎬ抗体 ＡＴＡｂｓ 阳性的甲亢患者的波幅

低于单纯甲亢的患者ꎬ提示抗体 ＡＴＡｂｓ 阳性对自主神经的损害

较重ꎬ这与 Ａｒａｍａｋｉ 等[６]的研究结果相近ꎮ
目前ꎬ采用 ＣＳＥＰ 对甲状腺功能异常患者进行研究的文献

相对较少ꎮ 本研究中观察组 Ｐ４０ 和 Ｎ５０ 的潜伏期和波幅与对

照组均有显著差异ꎬ该结果提示ꎬ观察组中枢神经受损更严重

(本研究排除了周围神经病变患者)ꎮ 有研究报道ꎬ甲状腺功能

异常患者不仅会出现外周神经传导功能障碍ꎬ还可能也出现中

枢传导功能异常[７] ꎮ 杨玮等[８] 的研究也发现血清游离甲状腺

素与 ＴＰＯＡｂ 呈正相关ꎬ且是血清游离甲状腺素的独立影响因

素ꎬ这也说明ꎬ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对甲状腺激素有选择性的

调节作用ꎬ免疫系统在甲状腺激素系统之上还有进一步的调节

作用ꎬ抗体 ＡＴＡｂｓ 阳性时免疫对神经系统的损害可能比单纯甲

减和甲亢的损害更大ꎮ
甲亢可能产生认知功能障碍ꎬ这一观点从 １９ 世纪国外学

者就已经提出ꎬ其后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ꎬ但
研究结果大多相互矛盾ꎬ一直没有明确的一致性结论ꎮ 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与认知功能的关系非常复杂ꎬ特别是这两种抗体均与

ＨＥ 相关ꎬ而 ＨＥ 患者均有明确的认知功能障碍(一种表现为伴

轻微认知障碍ꎬ主要以血管炎性脑卒中样发作为主要表现ꎻ另
一种则表现为进行性痴呆ꎬ严重者会出现精神症状ꎬ甚至意识

障碍) [９] ꎮ 研究报道ꎬ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在无神经症状人群中分

别占 １７.２５％和 ２０.５％ꎬ两者的相关性受到质疑[２] ꎬ而导致这种

矛盾的原因可能有:①甲亢对神经功能的损害可能不止一种ꎬ
而对认知功能的损害形式也可能有很多ꎬ因此甲亢患者的 ＥＲＰ
表现也可能多种多样[１０￣１５] ꎮ ②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对神经系统和

认知功能的损害不止一种形式ꎬ有研究报告ꎬ单纯抗体 ＡＴＡｂｓ
阳性可能直接导致其后代出现认知功能损害[１６] ꎬ国内的动物实

验也有类似的结果[１７] ꎮ 还有研究提出ꎬ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的免

疫机制可直接影响神经和认知功能[１８￣１９] ꎮ ③甲亢合并抗体

ＡＴＡｂｓ 阳性ꎬ两者之间除了叠加关系外ꎬ可能有相互作用[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甲亢合并 ＡＴＡｂｓ 阳性患者的电生理表现与

ＡＴＡｂｓ 阴性患者存在显著差异ꎬ提示两者有着不同的免疫状

态ꎬ且自身免疫抗体阳性患者的免疫功能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

甲亢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ꎮ 本课题组认为:①临床上对于

ＴＧＡｂ 和 ＴＰＯＡｂ 阳性者应注意观察ꎬ不应一概认为是无意义抗

体阳性ꎬ以避免漏诊ꎻ②认知功能表现各异ꎬ临床判断困难ꎬ神
经电生理虽然有一定的作用ꎬ但还需进一步探索ꎬ寻找良好的

生物学标记物ꎬ可促进疾病的精准和早期诊断ꎻ③本研究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如样本量小ꎬ区域局限于中国南方ꎬ且无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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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ꎬ下一步需进一步扩大样本和范围ꎬ进行深入研究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Ｋｅｍｐ ＥＨꎬ Ｓａｎｄｈｕ ＨＫ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ＰＦꎬ ｅｔ ａｌ.Ｌｏ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ｅｎｄｒｉｎ
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ｒａｄｉｏｌｉｇ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３ꎬ
９８(２):３０９￣３１３.ＤＯＩ: １０.１２１０ / ｊｃ.２０１２￣３６８３.

[２] Ｗ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Ｐｒｏｓół Ｍꎬ Ｂｌａｄｏｗｓｋａ Ｊꎬ Ｂｕｄｒｅｗｉｃｚ Ｓꎬ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ｓ 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２１ꎬ１１(１):２４８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５９８￣０２１￣８２２８１￣６.

[３] 葛均波ꎬ徐永健.内科学[Ｍ].８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６８５￣６９０.

[４] 江妍斐ꎬ孟帅ꎬ张进安.吸烟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Ｊ] .国外医学(医
学地理分册)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４):２７９￣２８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８８８３.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６.

[５] 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ｇ Ｌ.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１９７７ꎬ６(３):６９７￣７１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３００￣５９５ｘ(７７) ８００７６￣
５.

[６] Ａｒａｍａｋｉ Ｓꎬ Ｋｉｒａ Ｙꎬ Ｈｉｒａｓａｗａ 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ｈａ￣
ｂ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ｓｋ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ｈｉｌꎬ１９９７ꎬ７６(１):２￣７.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 / ００００２０６０￣１９９７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７] 王弘刚ꎬ杨思禹ꎬ董承统.甲状腺机能障碍患者的体感诱发电位

[Ｊ]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ꎬ１９９２ꎬ８(３):２６２￣２６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４７１８.１９９２.０３.０１６.

[８] 杨玮ꎬ张倩为ꎬ陈巧云ꎬ等.２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人甲状腺激

素及抗体表达水平变化的研究[ Ｊ] .安徽医药ꎬ２０２２ꎬ２６(４):６９７￣
７０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６９.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３.

[９] Ｂｒａｉｎ ＬꎬＪｅｌｌｉｎｅｋ ＥＨꎬ Ｂａｌｌ Ｋ.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１９６６ꎬ ２( ７４６２):５１２￣５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０１４０￣６７３６
(６６)９２８７６￣５.

[１０] Ｃｏｖｅｙ ＴＪꎬＳｈｕｃａｒｄ ＪＬꎬ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ＨＢ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Ｊ] . Ｍｕｌｔ Ｓｃｌｅｒ Ｊ Ｅｘｐ Ｔｒａｎｓｌ
Ｃｌｉ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４ ( １ ): ２０５５２１７３１７７４７６２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２０５５２１７３１７７４７６２６.
[１１] Ａｔｃｈｌｅｙ ＲꎬＫｌｅｅ ＤꎬＭｅｍｍｏｔｔ Ｔ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 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０:
８３￣９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０１.０５１.

[１２] Ｒａｍａｕｔａｒ ＪＲꎬ Ｋｏｋ Ａꎬ Ｒｉｄｄｅｒｉｎｋｈｏｆ Ｋ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ｏｐ￣ｓｉｇｎ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２ / Ｐ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ｌｉ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ｐ￣ｓｉｇｎ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Ｊ] . Ｂ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０６ ꎬ７２(１):９６￣１０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２００５.０８.
００１.

[１３] Ｓｈｅｎ ＩＨꎬ Ｔｓａｉ ＳＹꎬ Ｄｕａｎｎ Ｊ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ＩｎｔＪ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８１ ( １):１￣１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ｉｊｐｓｙｃｈｏ.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５.

[１４] 袁莉莉ꎬ栾迪ꎬ丁贤慧ꎬ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反应抑制能力的

事件相关电位研究[Ｊ]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２２):２７８４￣
２７８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２２.００４.

[１５] Ｍｕｎｔｅ ＴＦꎬＲａｄａｍｍ Ｃꎬ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ꎬｅｔ 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ｅ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ｓ [ Ｊ ] . Ｔｈｙｒｏｉｄ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１ ( ４ ): ３８５￣３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９ /
１０５０７２５０１５２０３９１４５.

[１６] Ｄｅｒａｋｈｓｈａｎ Ａꎬ Ｋｏｒｅｖａａｒ ＴＩＭ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ＰＮ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
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 ｉＱ[ Ｊ]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０３ ( １０ ): ３７２９￣３７３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１０ / ｊｃ.
２０１８￣００７４３.

[１７] 徐倩ꎬ郑萍萍ꎬ惠灿灿ꎬ等.孕前甲状腺自身免疫对仔鼠认知功能的

影响[Ｊ] .安徽医专学报ꎬ２０２２ꎬ２１(１):８３￣８６.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７￣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１.

[１８] 张瑜ꎬ林文娟ꎬ王玮文.中枢免疫失衡与认知功能障碍:聚焦 ＴＮＦα
的作用[ Ｊ] .心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１７ꎬ２５ ( １２):２０３６￣２０４２.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１０４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３６.

[１９] 徐巧精ꎬ田毅ꎬ胡乃元ꎬ等.配对免疫球蛋白样受体 Ｂ 在认知功能障

碍发生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Ｊ] .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ꎬ２０２１ꎬ
４２(３):３２１￣３２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７６１￣２０２００５１１￣００２４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２３)
(本文编辑:阮仕衡)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第八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组成名单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鲍　 勇　 蔡　 斌　 蔡西国　 陈　 翔　 陈卓铭　 丁旭东　 何晓阔　 黄　 怀　 贾　 杰　 江　 山

康治臣 兰　 月 李旭红 李　 哲 刘雅丽 罗　 春 舒　 彬 宋振华 万春晓 王宏图

王红星 王永慧 温红梅 吴　 涛 夏文广 项　 洁 胥方元 徐光青 杨初燕 杨永红

余　 波 张立新 周　 云 朱美兰

９５２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第 ４６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