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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检测抗核抗体特定靶抗原&抗体的临床研究

周丽芳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江南协和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对自身免疫性疾病"

/#V

%的诊疗!分析化学发光法"

"H#/

%检测抗核抗

体"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应用价值&方法
!

随机从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该院收集的标本中选取
(%.

份作为实验对象!所有标本均分别采用
"H#/

和免疫荧光法"

##U

%进行抗核糖核蛋白抗体"

KJK

%'抗史密斯抗体

"

!7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双链
VJ/

抗体"

BIVJ/

%'抗核小

体抗体"

J69

%和抗核糖体
K

蛋白抗体"

,:L-K

%检测!对比两种检测方法在抗体检出率'检测特异性及检测符合率

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

两种检测方法在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检测中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相当$而且两种方

法检测过程中在抗
,JK

'

!!/

'

!!@

等抗体检测中一致性良好!抗
!7

'

BIVJ/

'

J69

'

,:L-K

等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抗体一致性表现一般&结论
!

"H#/

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其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与

##U

相当!且在检测抗
,JK

'

!!/

'

!!@

等抗体过程中一致性良好&

关键词"化学发光法$

!

抗核抗体$

!

免疫荧光法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抗核抗体)

/J/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V

*诊断

中经常用到"其是以真核细胞的各部位成分作为靶抗

原的自身抗体的总称"其在
/#V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中广泛存在"已作为临床

诊断
/#V

的重要参考标志物"因此临床十分重视对

/J/

的检测并将其作为
/#V

筛查的首选'

&-$

(

#目前

临床检测
/J/

的方法很多"包括间接免疫荧光法

)

##U

*$化学发光法)

"H#/

*$线性
##U

等"其中以间接

##U

最为常用"也是公认的检测
/J/

的金标准"但是

其在判断
/J/

滴度时只能依靠观察荧光强度来进

行"而且无法准确地进行定量分析"容易受到主观因

素的影响"不利于临床对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

'-(

(

#

但近年来随着化学发光免疫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临床

开始通过
"H#/

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极大地

促进了自身抗体检测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

(

#为了更

好地指导临床对
/#V

的诊疗"本院随机从
$%&*

年
*

月至
$%&0

年
*

月选取的
(%.

份血清标本分别采用

"H#/

和
##U

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集的
(%.

例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本的疾病

诊断均参考国际相关学会最新拟订的诊疗标准+所有

标本采集后都要在最短时间内离心并储存于低温环

境已以备检测#采集标本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b*).

*岁+疾病!干燥

综合征
&%%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

例"类风湿性关

节炎
$.

例#入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患者抽取空腹静脉血
(7H

"于
'0

a

孵育至血液凝集完全"以
'.%%>

%

7:E

离心
.7:E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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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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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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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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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清待检#应用由苏州浩欧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提供的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进行
/J/

特定靶抗

原%抗体检测"仪器型号为
H67:,=

<

&$*%

"试剂盒采

用配套的试剂盒#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检测项目

包括抗核糖核蛋白抗体)

KJK

*$抗史密斯抗体)

!7

*$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双链
VJ/

抗体)

BIVJ/

*$抗核小体

抗体)

J69

*和抗核糖体
K

蛋白抗体)

,:L-K

*等抗体#

##U

的试剂盒由德国欧蒙医学诊断股份公司提供#同

时通过
"H#/

和
##U

进行
/J/

检测"整个操作过程

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对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存

在差异的可通过欧蒙荧光法进行复查#

$)'

!

统计学处理'

*

(

!

以
PY985

表格录入数据"采用

!K!!&*)%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Db=

表

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四格表计算灵

敏性$特异性等指标#

/

!

结
!!

果

/)$

!

"H#/

在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中性能分

析
!

分别用两种方法进行
(%.

例标本进行检测)平

行*"同时参考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干燥综合征患者阳

性标本对抗体检出率进行分析"参考疾病对照组的阴

性标本进行检测特异性分析"从中得出"

"H#/

和
##U

在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检测中抗体检出率和特异

性相当"见表
&

#

/)/

!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应用两种方法检测符合

率比较
!

实验结果显示"入组的标本分别通过两种方

法进行检测"在抗
,JK

$

!!/

$

!!@

等抗体检测中一致

性良好"抗
!7

$

BIVJ/

$

J69

$

,:L-K

等和系统性红斑

狼疮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抗体一致性表现一般"见表
$

#

表
&

!!

在不同疾病组织
"H#/

和
##U

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的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比较'

*

#

T

$(

靶抗原)来源*

"H#/

系统性红斑狼疮阳性

及抗体检出率

干燥综合征阳性

及抗体检出率

疾病对照

阳性及特异性

##U

系统性红斑狼疮阳性

及抗体检出率

干燥综合征阳性

及抗体检出率

疾病对照

阳性及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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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靶抗原&抗体应用两种方法检测符合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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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阳性 阴性

阳性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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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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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对在
/#V

的诊

断$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0

(

#最新报

道显示"目前
1%T

以上的实验室通过
##U

检测
/J/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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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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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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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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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靶抗原%抗体"但是其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如结果判读主观性强$对设备要求高$自

动化操作程度低$标准化难$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等"因

此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和推广'

+

(

#近年来随着更

多特异性自身抗体被发现以及抗原纯化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

"H#/

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多"其操作简单$

客观性强$重复性好$自动化和标准化程度高的优点

得到普遍认可'

1-&%

(

#本研究显示"在抗体检出率和特

异性对比中"

"H#/

和
##U

结果相当"而且
"H#/

的抗

体检出率和国内外大量研究中的抗体检出率及特异

性基本一致'

&&-&$

(

#实验中在抗
,JK

$

!!/

$

!!@

等抗

体检测中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具有良好一致性#有研

究指出"

##U

并不能保证所有检测项目在检测期间发

挥最充分和最优的反应"因此可以造成不同检测项目

间有一定的差异性'

&'

(

#而
"H#/

则用数值代替了滴

度"用特异性抗体代替了荧光模式"检测期间更加客

观性"自动化程度更高"但是也有一定的缺点"即不能

反映自身抗体细胞的内定位以及分布#总之"虽然

"H#/

和
##U

在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中各有优

缺点"且二者在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能力相当"但

"H#/

在全自动$全定量$随机上样等方面优势更显

著"更符合临床诊疗的需求"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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