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进#能更好地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度#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

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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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抗核抗体谱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许
!

渊"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抗核抗体"

*Q*

%谱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

*Q*

检测采用间接免疫荧

光法!可提取性核抗原"

KQ*

%抗体多肽抗体谱用免疫印迹法&结果
!

'$%

例患者中!有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NO/]

%

'

例!干燥综合征
!&

例!皮肌炎
!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SMK

%

"(

例!所有自身免疫性疾

病患者
*Q*

均为阳性!但是干燥综合征患者仅抗
SS*

或抗
SSX

阳性!皮肌炎仅
c0,!

阳性!

NO/]

患者抗
7YQT

'

抗
SS*

'抗
SSX

阳性!而
SMK

患者的
KQ*

抗体谱可以显示!抗
7YQT

'抗
S9

'抗
SS*

'抗
SSX

'抗
:A]Q*

等多条阳

性带&结论
!

抗体谱对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抗核抗体谱$

!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

干燥综合征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自身抗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标志#每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都伴有特征性的自身抗体谱*患者血液中存在高效价自

身抗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点之一#也是临床确诊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重要依据*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

O/]

&的诊断除

依赖于临床症状)体征及相应辅助检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免疫学实验诊断#特别是自身抗体的检测结果*该类患者血清

中可检测到多种自身抗体#且不同病种往往具有其特征性的一

种或多种自身抗体#自身抗体在该类疾病的诊断)疗效监测和

预后判断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核抗体$

*Q*

&是对细胞抗原具

有不同特异性自身抗体的总称*

*Q*

一般分为可提取性核抗

原$

KQ*

&抗体)不可提取性核抗原抗体和胞质抗原抗体.

!,&

/

*

*Q*

和抗
KQ*

的检测#对胶原病#尤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

SMK

&#与
SMK

密切相关的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NO/]

&及其他

风湿性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上海市仁和医院
"%%-

年
!

%

!"

月的肾内科

住院及皮肤科)风湿科门诊患者
'(%

例#其中女
&.%

例#男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静脉采血
"9M

#分离血清保

存#检测备用*

$#/

!

检测方法
!

*Q*

测定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用磷酸盐缓

冲液$

TXS

&进行
!k!%%

稀释的血清和荧光标记抗体添加到样

本上#确保载片上所有生物薄片与液滴接触#室温温育
&%9?7

#

反应接触后在
[4

@

9

3

CA

显微镜下观察*根据文献报道#将荧

光核型分均质型)斑点型)核仁型)核膜型)着丝点型*抗
KQ*

测定方法!抗
KQ*

多肽谱采用免疫印迹法%试剂盒系德国

9̂<1B

公司提供*本试剂盒应用线性免疫分析法$

M̂*

&#将核

抗原印迹于硝化纤维膜上*封闭非特异反应区#然后将纤维膜

切割成膜条*检测时#抗原与特异性抗体经过
&

步反应!第
!

步膜条与稀释的患者血清共同孵育
&%9?7

#样本中的特异性

抗体与膜条上的抗原结合#孵育完成后经过
&

次洗涤除去未结

合的蛋白*第
"

步在膜条上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人
^

E

a

第二抗体#检测此结合抗体进行第
"

次孵育#孵育
&%9?7

后经

过
&

次洗涤除去未结合的蛋白*第
&

步加入无色的
/NX

底物

后#此结合抗体表现为可见的蓝色免疫复合物*除去底物后#

用蒸馏水充分冲洗终止反应*膜条干燥后#将试验结果与试剂

盒提供的
M̂*

特异判读卡比较#可判断结果*

/

!

结
!!

果

/#$

!

抗
KQ*

检测结果
!

SMK

患者分别检出抗
7YQT

)抗
S9

)

抗
SS*

)抗
SSX

)抗
:A]Q*

%

NO/]

患者检出抗
7YQT

#少数患者

检出抗
SS*

)抗
SSX

%干燥综合征$

SS

&检出抗
SS*

)抗
SSX

%皮肌

炎仅检出抗
c0,!

*在
'(%

例患者中#有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

者#

NO/]'

例#

SS!&

例#皮肌炎
!

例#

SMK"(

例#见表
!

*

表
!

!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测定抗
KQ*

结果&

'

'

病种
'

抗
7YQT

抗
S9

抗
SS*

抗
SSX

抗
:A]Q*

抗
c0,!

SMK "( !$ !& !% - !( %

NO/] ' ' % " & % %

SS !& % % !& !% % %

皮肌炎
! % % % % % !

表
"

!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测定抗
*Q*

结果&

'

'

病种
'

均质型 斑点型 核仁型 着丝点型 混合型

SMK "( !% !$ % % "

NO/] ' ! $ % % %

SS !& ( ' ! ! %

皮肌炎
! ! % % % %

/#/

!

*Q*

检测结果
!

在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抗
*Q*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Q0#.



均是阳性#

"(

例
SMK

患者中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混合

型
"

例%

'

例
NO/]

中#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

!&

例
SS

中#

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着丝点
!

例#核仁型
!

例%

!

例皮肌炎

为均质型*见表
"

*

'

!

讨
!!

论

自身抗体是抗自身组织)器官)细胞及细胞成分的抗体*

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存需要完整的自身免疫耐受机制的维

持#正常的免疫反应有保护性防御作用#即对自身组织)成分不

发生反应*一旦自身耐受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则机体视自身组

织)成分为异物#而发生自身免疫反应#产生自身抗体*健康人

体血液中有低滴度的自身抗体#但是不会发生疾病#如果自身

抗体的滴度超过某一水平#就可能对身体产生损伤#诱发疾病*

随着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流行病的调查研究和对自身抗体本身

的不断研究#已知相当多的自身抗体与某些特定的疾病相关

联#有些自身抗体是某种疾病的标志性抗体*

近
&%

年来#陆续发现对细胞核的不同成分所产生的
*Q*

有
"%

余种#其中大部分核抗原可溶于
TXS

中#故称之为
KQ*

*

其抗体称之为抗
KQ*

#而这些抗体的测定为结缔组织病的临

床诊断提供了有利证据*自身免疫性疾病有许多自身抗体#其

中最重要的
*Q*

是血清中存在的一组抗多种细胞核成分的

自身抗体总称#可多见于多种风湿性疾病)

SMK

)

NO/]

)

SS

)皮

肌炎等*抗
:A]Q*

多见于
SMK

*

自身抗体检测已成为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工具*

目前酶免疫斑点试验是最近兴起的特异性检测抗
KQ*

的新

方法*该方法适合临床#有以下优点!将亲和层析纯化的抗原

包被在固定的位置#每一种抗体对应一条带#不会产生非特异

性反应带#结果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判断结果简单%每个反应

区均有质控带%可以显示操作是否正确#不需要特殊仪器#试验

结果用肉眼观察%并且反应过的载片可长期保存#试验结果易

存档*作者使用德国
9̂<1B

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该试剂盒设有

质控线和
OC<,0;;

线#这样能观察试剂是否有效#对于灰区结

果#应该用新鲜血清样本进行重复试验#减少肉眼观测的随意

性#从严判别线谱的阳性带#为诊断提供有效依据*该试剂盒

对脂血)溶血)黄疸影响甚小#比万孚试剂特异性高*

检测的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抗
KQ*

中以抗
SS*

阳

性率最高#达到
''#()

%其次#抗
SSX

为
$.#-)

#抗
7YQT

为

$%)

#抗
:A]Q*

为
&'#()

#抗
S9

为
".#-)

*抗
S9

抗体是

SMK

的标记性抗体#抗
S9

阳性一般伴随抗
7YQT

阳性.

',.

/

*

抗
SS*

和抗
SSX

一般同时出现#它们是干燥综合征的标记性

抗体*抗
7YQT

是
NO/]

的标记#其阳性率高达
-')

*

"志谢上海市仁和医院!为本试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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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
O*!"'

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普翠英"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临床不同患者血清
O*!"'

含量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探讨血清
O*!"'

在肿瘤诊疗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应用电化学发光分析法对保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诊治的
$+!

例不同类别疾病患者及
$%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血清
O*!"'

含量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
!

$%

例健康

体检者血清
O*!"'

含量为
!#+&

%

&"#&%e

(

9M

&

$+!

例患者中血清
O*!"'

含量以
&'e

(

9M

为界限值!大于
&'e

(

9M

为阳性!总阳性率为
"-#&)

&肝癌'肝硬化'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

阳性率比较高!分别为
+"#")

'

+%#()

'

(.#.)

'

$+#&)

&结论
!

血清
O*!"'

在多种良性疾病中有较高的阳性率!使其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受

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

!

O*!"'

$

!

肿瘤$

!

电化学发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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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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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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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O*!"'

是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之一#它是通过

[O!"'

单克隆抗体识别的.

!

/

*自
!-.!

年
X6A<

等证实该抗原

为多数非黏液性卵巢癌和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系所表达#并将检

测
O*!"'

用于辅助诊断卵巢癌后#该指标曾被称为0卵巢癌相

关抗原1#在妇科肿瘤检测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

/

*但是近年来

随着肿瘤标志物测定的广泛开展#血清
O*!"'

增高也见于其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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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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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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