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抗核抗体谱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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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抗核抗体谱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

分别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和欧

蒙印迹法检测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和
!$

名健康人的抗核抗体"

;R;

$和抗核抗体谱%结果
!

;R;

在各种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均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

;R;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检出率最高!阳性率为
5'#"T

%其次为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T

$&干燥综合征"

="#=T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4'#$T

$及系统性硬化"

4'#$T

$%抗

核抗体谱中的各种自身抗体在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有不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论
!

;R;

有助于临床诊断!

但缺乏特异性!只能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初筛试验!抗核抗体谱检测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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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

致自身组织损害所引起的疾病#临床表现多样化#常见疾病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

(O/

&-干燥综合征$

((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

89>L

&-类风湿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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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肝炎$

;]2

&-原发

性胆汁性肝硬化$

XQ9

&-系统性硬化$

X((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

]>X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标准之一是检测出

疾病特异性或相关性自身抗体#因此抗核抗体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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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

为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疗效观察提供了重要依据)对
""$

例本院确诊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抗核抗体$

;R;

&系列检

测结果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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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检测对象为本院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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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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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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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确诊的自身免疫性患者
""$

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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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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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L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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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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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

例#

X((

患

者
%

例)诊断均符合相关疾病的国际诊断标准)健康对照组

为体检中心健康检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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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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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抗核抗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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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采用欧蒙印迹法#由

德国欧蒙公司提供#可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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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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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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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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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小体-组蛋白-核糖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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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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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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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抗体#严格按照

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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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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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肝为抗原基质#由德国欧蒙公司提供#按照

试剂盒要求操作#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细胞或组织内出现特

异性荧光判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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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是指各种原因引起机体
Q

淋巴细胞产生针对机

体自身组织成分的抗体)自身抗体的出现可导致机体发生一

系列的生理和病理改变)

;R;

是以各种细胞核成分为抗原的

自身抗体的总称#其靶抗原主要为真核细胞的核成分)可见于

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异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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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研究发现#抗核抗体与结缔组织病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对照组
;R;

均为阴性#

;R;

在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均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

;R;

在

(O/

中的检出率最高#阳性率为
5'#"T

)其次在
89>L

-

((

-

]>X

和
X((

中阳性率为
=&#&T

-

="#=T

-

4'#$T

和
4'#$T

#在

Ŵ

中检出率为
&5#'T

)检测结果说明
;R;

有助于临床诊

断#但缺乏特异性#只能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过筛试验)本

研究中
%"

例
(O/

患者有
!

例患者
;R;

阴性#其临床特点是

肾损害-关节炎及全身表现发生率较低)临床上认识到有很少

部分
(O/

患者的
;R;

可持续阴性是很重要的)另外#

(O/

患者的
;R;

阴性与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有

关+

!

,

)

;R;

由于其靶抗原多样性#因此明确知道特异性
;R;

系列抗体对诊断或鉴别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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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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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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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Q

-

(9O04$

-

X80(6B

-

[V0"

-

9/RX

Q

-

X9R;

-

E*LR;

-核小体-组蛋白-核糖体
X

蛋白-

;8; 8!

等
"%

种不同抗原
B

N

a

类抗体#其中抗
(+

和抗
E*LR;

是
(O/

的特异性指标)一般认为#抗
(+

抗体仅在
(O/

患者血清中发

现#阳性率为
'T

#

&$T

#由于其特异性高#故被视为是
(O/

的

标记抗体)抗
(+

抗体不会在其他疾病和健康人群中出现+

&

,

#

在
%"

例
(O/

组患者中有
"'

例出现抗
(+

抗体阳性#检测阳性

率达到
&<#<T

)其他组均未出现阳性结果#与文献报道基本

相一致)抗
E*0LR;

抗体对
(O/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抗体滴

度与疾病活动性相关#检测阳性率达到
<=#&T

)抗
E*0LR;

抗体与
(O/

活动相平行#可作为治疗评估指标#对
(O/

的治

疗灵敏度低#但特异性高)抗
HWRX

抗体高滴度是混合性结缔

组织$

89>L

#夏谱综合征&的特异性标志#抗体滴度与疾病活

动性相关#抗
HWRX

抗体有助于鉴别结缔组织病和非结缔组织

病#在本研究中
""$

例患者中有
%"#4T 89>L

抗
HWRX

出现

阳性)抗
((0;

抗体和抗
((0Q

抗体虽然可见于多种自身免疫

性疾病#但与
((

密切相关#抗
((0;

抗体敏感性强#抗
((0Q

抗

体特异性高#阳性率分别达到
<&#<T

和
'%#'T

#二者的联合检

测提高了
((

的诊断率+

%

,

)抗
(9]04$

抗体是进行性系统性硬

化症特异性抗体#与肺部受累-皮肤硬化及肿瘤发生相关)抗

体滴度与疾病活动无关)抗核小体抗体在
(O/

患者血清中阳

性率为
=!#5T

#特异性高)抗核小体抗体比抗
E*LR;

抗体-

抗组蛋白抗体更早出现于
(O/

的早期#在
(O/

的诱导和致病

中有重要作用)抗
X9R;

抗体和抗核糖体
X

蛋白抗体对
(O/

都有一定的特异性)抗组蛋白体阳性率在
(O/

可达
&$T

#

4$T

#

W;

达
"'T

#

'$T

#在
""$

例检测患者中分别达到了

'"#!T

和
%%#4T

)

;8; 8!

抗体高滴度是
XQ9

的特异性标

志#阳性率为
"'T

#但主要为低滴度#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对
;R;

的理解不再限于核成分#而是指

抗核酸和核蛋白抗体的总称#其靶抗原分布不仅存在于细胞

核#还包括细胞质-细胞骨架-细胞周期蛋白等全部细胞成分)

;R;

检测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主要筛查试验#而抗核抗体谱

的检测可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出率#同时对疾病的诊治有

重要的意义)

总之#随着自身抗体检测技术的不断改进及应用#自身抗

体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得到体现#可使更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患者得到正确的诊断#为疗效观察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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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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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比较
;.%!=$

全自动尿液干化学法仪"干化学法$与尿沉渣镜检检测白细胞&红细胞结果的异

同%方法
!

对
&!$$

份尿液标本同时进行干化学法分析和尿沉渣显微镜检查%结果
!

以尿沉渣镜检法为标准!尿

干化学法白细胞假阳性率为
!#%"T

!假阴性率为
4#&&T

!符合率为
5$#!<T

#红细胞假阳性率为
"&#%'T

!假阴性率

为
"#$'T

!符合率为
='#'$T

%两种方法检测尿中红&白细胞的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尿

液分析仪不能取代显微镜检查!应做尿沉渣镜检以防漏检%

"关键词#

!

尿沉渣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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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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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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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干化学法&操作简单-

快速#只检测少量尿液可获得多项实验参数#便于临床诊断#减

轻了实验室检验人员的工作强度)但是某些患者的尿液标本

仍然与镜检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对
&$$$

份门诊患者尿液标

本进行了红细胞-白细胞尿干化学分析和尿沉渣显微镜检查

$镜检法&对比#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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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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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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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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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门诊患者尿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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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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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及配套

试纸条#奥林巴斯显微镜#低速离心机)

$#'

!

方法
!

所有标本按仪器操作步骤进行操作)测试完毕后

按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

+

"

,进行沉渣显微镜检)以上检测

在
"D

内完成)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X((""#'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
!

! 检验)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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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查红细胞和白细胞结果对比见表
"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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