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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抗线粒体抗体
Q.

亚型"

4Q47Q.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N,

%早期预防及诊治中的意

义&方法
!

选择
?Z

例
4Q47Q.

阳性患者设为观察组!选择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
;0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再根据

4Q47Q.

阳性的不同亚型!将观察组分为
1

个亚组!

Q.

阳性且
Q1

'

QB

阴性
;B

例"

4

组%!

Q.

阳性且
Q1

阳性
1

例"

N

组%!

Q.

阳性且
QB

阳性
@

例"

,

组%!

Q.

'

Q1

'

QB

均阳性
B

例"

U

组%&应用全血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各组血清

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C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XC

%'碱性磷酸酶"

4+*

%'

'

7

谷氨酰氨基转移酶"

'

7=C

%'总

胆红素"

CNP+

%'直接胆红素"

UNP+

%的水平&结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4+*

'

'

7=C

'

CNP+

'

UNP+

'

4+C

和
4XC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4Q4

各亚型之间生化指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结论
!

4Q47Q.

可作为
*N,

的筛查指标!联合检测
Q.

'

Q1

'

QB

亚型有助于
*N,

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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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

*N,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肝脏慢性

炎性疾病#病理学表现为非化脓性肝内胆管慢性炎症和汇管区

淋巴细胞浸润#可能与自身免疫-感染和细胞病变有关*本病

在全世界均有分布*西方国家估计患病率为
;A

"

-000000

到

-11

"

-000000

+

-

,

#并且有增多的趋势+

.

,

*

*N,

在各年龄组男

女人群中均可发生#但
B0̂

以上发生在
;?

"

@?

岁的中年女

性+

;71

,

#国内对
*N,

重视程度相对较少#且
*N,

往往发病隐

匿#在早期常得不到及时的诊断-治疗#最终会导致肝纤维化和

肝硬化的慢性进展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

,

*抗线粒体抗体

$

4Q4

&作为诊断
*N,

的一个特异性指标#对于
4Q4

亚型在

*N,

中的意义有进一步阐明的必要*本文通过检测抗线粒体

抗体
Q.

亚型$

4Q47Q.

&阳性患者的
Q.

-

Q1

和
QB

亚型与

其他肝损伤相关生化指标特征的相关性#探讨
4Q47Q.

在

*N,

的早期筛查和诊治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A

月至
.0-;

年
1

月于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和门诊的
?Z

例
4Q47Q.

阳性患者为

观察组#其中男
B

例#女
1B

例#平均年龄
?@

岁*按亚型分为!

Q.

阳性且
Q1

-

QB

阴性
;B

例$

4

组&#

Q.

阳性且
Q1

阳性
1

例$

N

组&%

Q.

阳性且
QB

阳性
@

例$

,

组&%

Q.

-

Q1

-

QB

均阳

性
B

例$

U

组&*选择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
;0

例健康者为对照

组#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

岁*观察组与对照组性

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

可比性*

*N,

的诊断根据
.000

年美国肝病学会指导建议进

行+

1

,

!$

-

&碱性磷酸酶$

4+*

&等反映胆汁淤积的生化指标升高%

$

.

&

N

超或胆管造影检查显示胆管正常%$

;

&血清
4Q4

或其亚

)

Z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财社$

.0-0

&

;0?

,*

!!

作者简介!彭雪莲#女#本科#初级检验师#主要从事免疫检验工作*

!

#

!

通讯作者#

T7L&:F

!

BA.Z?A@?.

!JJ

/GDL

*



型阳性%$

1

&如果血清
4Q4

或其亚型为阴性#则肝脏病理学检

查符合
*N,

的改变*经血清学和超声检查等排除非
*N,

病

变*本次研究的
*N,

患者除
-

例患者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

)NR

&感染外#其余肝炎病毒标志均为阴性*

$//

!

仪器与试剂
!

免疫印迹法试剂盒$德国
TH'D:LLH9

公

司&#酶免疫斑点法检测试剂盒$德国
TH'D:LLH9

公司&#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以上仪器均采用与仪器配套试

剂-定标液-质控品*

$/'

!

方法

$/'/$

!

4Q47Q.

检测
!

免疫印迹法!将高纯度的包括
4Q47

Q.

等
-1

种抗原分别平行包被于检测膜条上#其中
4Q47Q.

以天然
Q.

抗原和
N*a

融合蛋白
Q.7;T

为靶抗原#试验时将

膜条放置于温育槽中#按照试剂说明书提供标准操作程序#进

行封闭-血清孵育-加入
4+*

标记第
.

抗体再孵育-清洗-显色

后#运用欧蒙
Tf<a+PSTX,4S

软件进行扫描分析*

$/'//

!

4Q47Q.

-

Q1

-

QB

亚型检测
!

欧蒙斑点法!将高纯度

的
4Q47Q.

的靶抗原丙酮酸脱氢酶#

4Q47Q1

的靶抗原亚硫

酸盐氧化酶#

4Q47QB

的靶抗原糖原磷酸化酶
;

种靶抗原分

别包被于检测膜条上#按照试剂说明书标准操作程序#进行加

样-温育-清洗#待膜条彻底干燥后判断结果*

$/'/'

!

生化指标检测
!

运用日立
A@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患者血清进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C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4XC

&-

'

7

谷氨酰氨基转移酶$

'

7=C

&-

4+*

-总胆红素

$

CNP+

&-直接胆红素$

UNP+

&的检测*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及诊断结果
!

?Z

例
4Q47Q.

阳性

患者的临床诊断结果中#诊断为
*N,

的达
-B

例占
;./Ẑ

#为

Q.

亚型阳性患者的主要临床诊断%其余诊断为全身性红斑狼

疮合并狼疮肾炎
Z

例#全身性红斑狼疮
;

例#原发性肝癌
;

例#

糖尿病
1

例#诊断冠心病-代谢性脑病-胸腹腔积液待查-肾病

综合征-肝硬化$失代偿期&各
.

例#其他有
--

例*

///

!

观察组与对照组生化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在
4+C

-

4XC

-

4+*

-

'

7=C

-

CNP+

-

UNP+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有意义

$

"

%

0/0?

&#见表
-

*

//'

!

1

组生化检测结果比较
!

1

组间
@

个生化指标水平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N

组生化指标结果正常#

U

组异

常程度最高*

4

组与
N

组间
@

个生化指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0/0?

&%

4

组和
,

组间
CNP+

和
UNP+

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0/0?

&%

N

组与
,

组间
'

7=C

-

4+C

-

4XC

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组与
U

组间
4+*

-

'

7=C

-

U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

组生化检测结果比较%

HY!

'

组别
, 4+*

$

f

"

+

&

'

7=C

$

f

"

+

&

CNP+

$

(

LDF

"

+

&

UNP+

$

(

LDF

"

+

&

4+C

$

f

"

+

&

4XC

$

f

"

+

&

观察组
?Z -Z@/@Y.--/?

"

.--/0Y;1./0

"

.@/@Y;Z/?

"

-?/AY.@/;

"

@;/1YZZ/1

"

A;/;YB0/-

"

对照组
;0 @-/1Y-1/? .--/0Y;1./0 ?/BY-/@ -/BY0/A -B/1Y?/@ .;/@Y?/1

@ ;/..Z ;/0-- ./B1; ./Z@0 ./A.0 ;/0-1

" 0/00. 0/00; 0/001 0/00? 0/00Z 0/0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表
.

!

1

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HY!

'

组别
4+*

$

f

"

+

&

'

7=C

$

f

"

+

&

CNP+

$

(

LDF

"

+

&

UNP+

$

(

LDF

"

+

&

4+C

$

f

"

+

&

4XC

$

f

"

+

&

4

组
-;0/0Y-.0/B

"

-Z0/AY;@@/Z

"

../@Y;0/;

"#

-1/?Y.?/B

"#

1;/1Y1B/-

"

?Z/.Y@?/.

"

N

组
@0/?Y-Z/? 1?/ZY-A/@

#

A/0Y./A ./?Y0/; --/?Y1/1

#

-1/ZY?/.

#

,

组
-?0/0YZ0/1 -BZ/ZY-0A/; -0/;Y./. 1/@Y./A 1Z/.Y.@/0 1-/0Y.-/1

U

组
1Z1/-Y;@-/@

#

;AB/BY;11/?

#

@@/-Y@./@ ;?/-Y;;/-

#

-?-/-Y-?;/; -??/AY-;Z/0

!!

注!与
N

组比较#

"

"

%

0/0?

%与
,

组比较#

#

"

%

0/0?

*

'

!

讨
!!

论

*N,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肝脏慢性炎症性疾病#根据
*N,

自然病程进展#一般将其分为
1

期!$

-

&

)

期患者无临床症状但

可以检测到
4Q4

及其亚型阳性#

A@̂

的患者在
.

年内出现

*N,

临床症状#

Z;̂

的患者在
?

年内出现肝功能异常*$

.

&

%

期患者肝功能有异常期#此期近
@0̂

患者已有肝硬化表现#近

Z0̂

患者在
?

年内出现
*N,

临床症状或体征*$

;

&

*

期患者

出现典型的症状与体征*$

1

&

+

期患者主要表现为肝功能失

代偿+

@7A

,

*根据国内外报道
4Q4

亚型是
*N,

的特异性抗体#

疾病早期即可出现+

Z

,

#

4Q4

在
*N,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其敏

感性及特异性达
B0̂

#以
Q.

亚型的检出率最高+

B7--

,

#其亚型

对
*N,

的临床分期具有一定意义+

-.

,

*本次研究
?Z

例
4Q47

Q.

阳性患者中被诊断为
*N,

有
-B

例#比例高达
;./Ẑ

*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比较#有肝脏损伤表现#

而
4Q4

各亚型之间的肝脏损伤程度不同!$

-

&

4

组与
N

组比

较
4+*

-

'

7=C

-

4+C

-

4XC

-

UNP+

和
CNP+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0/0?

&#可见本次研究中仅
Q.

阳性者损伤程度相

对
Q.

阳性且
Q1

阳性损伤较重%

,

组与
4

组比较
CNP+

-

U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可见
Q.

阳性且
QB

阳性

组患者又比单独
Q.

阳性患者肝脏损伤重*$

.

&

,

组与
N

组比

较#

'

7=C

-

4XC

-

4+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表明
Q.

阳性且
QB

阳性患者比
Q.

阳性且
Q1

阳性患者损伤重%

U

组

与
,

组比较
4+*

-

'

7=C

-

UN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由此可见
;

个亚型同时阳性患者的肝脏损伤程度最重*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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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报道
;

个亚型中
QB

阳性患者肝脏损伤较重且预后不良#

但本次研究例数较少#而
QB

阳性患者预后是否不良则需临床

治疗随访后#且是临床患者正在医治过程中收集#有待今后做

深入的研究阐明*此次研究中有
-

例患者
.0-.

年
-0

月检测

Q.

单独阳性#因
)NR

感染入院#半年后门诊随访检测
Q1

#

QB

也同时阳性#最后临床确诊为
*N,

#但肝脏损伤已较重*

而
4Q4

亚型中单独
Q.

阳性的
;B

例患者中就有
-0

例已被

临床确诊为
*N,

#

B

例
Q.

-

Q1

-

QB

亚型同时阳性患者有
?

例

已被临床确诊为
*N,

#由此可见联合检测
Q.

-

Q1

-

QB

亚型可

能优于单独检测
4Q47Q.

*

综上所述#

4Q47Q.

可以在
*N,

病程早期出现#并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B7--

,

#现目前还没有文献支持
Q.

阳性

可以作为
*N,

的一个诊断指标#但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将

4Q47Q.

阳性作为一个
*N,

的筛查指标#在
Q.

阳性的情况

下优先考虑临床诊断为
*N,

#并做确认诊断的相关检查#这对

于早期预防及诊治
*N,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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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非妊娠妇女和妊娠期妇女的贫血相关的检测

指标
<N,

-

)2

和
),C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而妊娠各期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异$

"

%

0/0?

&#提示临床

在诊断妊娠期贫血时#应根据孕妇的妊娠进展进行动态评估#

以免造成误诊*根据本次研究建立的妊娠各阶段贫血相关检

测指标参考值范围可以用于评估妊娠妇女的健康水平#具有一

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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