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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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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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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血清标志物阳性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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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临床上仍需仔细鉴别!才能准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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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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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临床中通常表现为红细胞沉

降率和
J

反应蛋白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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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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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

.

*报道得知#上述血清标志物不仅可以出

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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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内#也有可能出现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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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本研究通

过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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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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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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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清标志物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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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中均有一定的阳性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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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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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明显高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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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异血清指标#提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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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原发性或继发性

不同所决定的治疗方式大不相同#所以选择合适的血清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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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由于病例数未将其涵盖在内#所以

没有相关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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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在诊断患者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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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有相当高的特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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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风湿性疾病研究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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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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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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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性率大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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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上述两个特异性较高的血清标志物分析发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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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标

志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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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等均阳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其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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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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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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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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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志物阳性率出现相对

较高的现象#不少专家学者经过细致研究发现#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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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发生关节侵蚀#则有更高的概率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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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志物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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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升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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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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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也验证上述文献观点+所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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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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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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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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