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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9380—2003《水源性高碘地区和地方性高碘甲状腺肿病区的划定》。
本标准与GB/T19380—200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WS276

《地方性甲状腺肿诊断标准》;
———修改了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的定义;
———修改了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划定的技术指标;
———对原标准附录A抽样方法进行了适当补充。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山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江苏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天津医科大

学内分泌研究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清珍、张向东、申红梅、郭晓尉、边建朝、王培桦、郑合明、李素梅 、陈祖培、

马景。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3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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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性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的划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源性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的划定指标与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水源性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的划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T107 尿中碘的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

WS276 地方性甲状腺肿诊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碘甲状腺肿 iodineexcessgoiter
人体长期摄入过量碘而导致的甲状腺肿大。

3.2 
水源性高碘地区 water-borneiodine-excessareas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人们长期通过饮水摄入过量碘,但还不足以引起高碘甲状腺肿等疾病流行的

地区。

3.3 
水源性高碘病区 water-borneiodine-excessendemialareas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人们长期通过饮水摄入过量碘,引起高碘甲状腺肿等疾病流行的地区。

4 水源性高碘地区划定

以行政村为单位,按照附录A规定的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参照国家碘参照实验室推荐的生活饮用

水中碘化物的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检测法,进行水碘含量检测,居民饮用水碘中位数>100μg/L的地区。

5 水源性高碘病区划定

水源性高碘地区中,按照附录A规定的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按照 WS276进行地方性甲状腺肿诊

断,按照 WS/T107进行尿碘含量检测,具备以下两项指标的地区:

a) 8周岁~10周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5%;

b) 8周岁~10周岁儿童尿碘中位数>300μg/L。
注:两项指标不一致时以8周岁~10周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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