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讯作者#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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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临床标本自身抗体
,46'

例检测结果回顾性分析

陈维蓓#陈
!

瀑#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自身抗体在临床就诊患者中的阳性分布趋势及对自身免疫性疾病!

7!)

"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间接

免疫荧光法和酶联免疫斑点法对
,46'

例患者进行抗核抗体!

7J7

"'双链
)J7

抗体和
IJ7

抗体谱检测$结果
!

在
,64'

份检

测标本中#

7J7

阳性率为
$6;

#其中男性为
%;

#女性为
$+;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7J7

阳性患者荧光模式

分析表明#单一荧光模式以核斑点型!

,$06;

"和核均质型!

$&0+;

"为主#混合荧光模式以核斑点,均质型!

40,;

"为主$

7J7

阳

性患者
%++

例#选取符合
7!)

诊断的患者
*66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25)J7

抗体为
%$0%;

#抗
_$5PJF

抗

体为
*60#;

#抗
"S

抗体为
$+0#;

#抗
""57

抗体为
,+0#;

#抗
""5M

抗体为
$$0#;

#抗
"B>54#

抗体为
$0%;

#抗
DPJF

抗体为

$60#;

$类风湿关节炎!

P7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25)J7

抗体为
+0*;

#抗
_$5PJF

抗体为
&0*;

#抗
"S

抗体为
60$;

#抗

""57

抗体为
6#0&;

#抗
""5M

抗体为
+0*;

$干燥综合征!

""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57

抗体为
$##;

#抗
""5M

抗体
6#0#;

$

自身免疫型肝炎!

7!9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25)J7

抗体为
&0*;

#抗
""57

抗体为
$+0+;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自身抗体阳性

率抗
""57

抗体为
%#0#;

$系统性硬皮病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B>54#

抗体为
$##;

$肌炎,皮肌炎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Y.5$

抗体为
$##;

$混合型结缔组织病!

W(K)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抗
-25)J7

抗体为
$,0#;

#抗
_$5PJF

抗体为
6+0#;

#抗
""57

抗体为
+60#;

#抗
""5M

抗体为
6,0#;

#抗
Y.5$

抗体为
60#;

#抗
DPJF

抗体为
60#;

$其他疾病患者中抗
-25)J7

抗体和
IJ7

抗体谱也有不同程度的阳性率$

IJ7

抗体谱中针对
4

种抗原的抗体均有出现$人群中
"UI

'

P7

'

7!9

'

W(K)

患者自身抗体阳

性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结论
!

自身抗体的检测对
7!)

患者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身抗体(自身免疫疾病(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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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

T=C./SST3?-/2?T2?

!

7!)

,泛指机体免疫

效应细胞或免疫效应分子针对自身组织或细胞产生病理性免

疫应答反应!由自身免疫反应参与发病机制!导致组织损伤或

功能障碍的疾病"由于
7!)

的潜伏期长)

$

*

!因此及时准确检

测自身抗体!对疾病的早期正确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以及减

轻患者的病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6

重庆医学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目前!国内抗核抗体+

7J7

,相关
7!)

的阳性率%荧光模式

及滴度分布检测多使用国外流行病学资料!由于遗传基因%饮

食结构%环境因素等方面的不同!造成
7J7

在不同人群中的

阳性率有所差异)

6

*

"本研究对
,46'

例临床标本自身抗体检

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了解自身抗体阳性的分布趋势!明

确其在
7!)

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6##+

!

6##'

年来本院住院疑诊或待排除

7!)

患者
,46'

例!其中男
$4$'

例+

*+;

,!女
*#$#

例+

+,;

,"

7J7

检测阳性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

男
&6

例!女
,&,

例!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7(P

,诊断标准的

7!)

患者
*66

例!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

"UI

,

6##

例!类风湿关

节炎+

P7

,

,&

例!干燥综合征+

""

,

%

例!自身免疫型肝炎+

7!9

,

$6

例!强直性脊柱炎+

7"

,

6

例!系统性硬皮病+

""B

,

6

例!肌

炎(皮肌炎+

FW

(

)W

,

*

例!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W(K)

,

%#

例"

此外!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KF

,

$*

例!呼吸系统疾病
6*

例!内

分泌疾病
6$

例!肾脏疾病
*+

例!其他疾病
$%$

例!见表
$

"

!0"

!

方法
!

均用真空管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检测"

7J7

%

抗
-25)J7

抗体检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J7

抗体谱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斑点法"试剂盒均采用德国欧蒙公司产品"

!0#

!

统计学处理
!

用
"F""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不同组间比

较用
#

6检验"

"

!

结
!!

果

"0!

!

,46'

例患者
7J7

总体阳性率
!

在
,46'

例患者中!

7J7

阳性者
%++

例!阳性率为
$6;

+

%++

(

,46'

,"其中男性

7J7

阳性者
&6

例!阳性率为
%;

+

&6

(

$4$'

,&女性
7J7

阳性

者
,&,

例!阳性率为
$+;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

,"

"0"

!

%++

例
7J7

阳性者荧光模式分析
!

+

$

,单一荧光模式'

细胞核型包括核斑点型
6**

例+

,$06;

,!核均质型
$#%

例

+

$&0+;

,!核仁型
%%

例+

'04;

,!着丝点型
6&

例+

,0';

,!核膜

型
%

例+

#0';

,和核点型
%

例+

#0';

,&细胞质包括颗粒型%线

粒体型和溶酶体型等有
%$

例+

'0#;

,"+

6

,混合荧光模式'核

斑点(均质型
,6

例+

40,;

,!核均质(胞浆型
$$

例+

$0';

,!核

斑点(胞浆型
$#

例+

$04;

,!核均质(核仁型
*

例+

#0%;

,"+

*

,

其他荧光模式'共
$&

例+

*06;

,!包括
6

种以上的混合型%少见

核型的混合型等"

表
$

!

%++

例
7!)

及其他疾病患者临床资料

疾病名称
)

男 女 男
i

女 年龄+岁,平均年龄+岁,

"UI 6## $$ $&' $i$4 $,

!

&& *4

P7 ,& $$ *4 $i* *,

!

&6 %+

"" % $ , $i, *%

!

4$ %+

7!9 $6 $ $$ $i$$ **

!

4% %$

7" 6 $ $ $i$ ,#

!!

,#

""B 6 $ $ $i$ *$

!

%4 ,,

FW

(

)W * # * # $&

!

%' ,%

W(K) %# 6 ,& $i6, 6#

!

&6 ,*

!KF $* 6 $$ $i% 6&

!

&6 %,

呼吸系统疾病
6* & 6% $i* 6$

!

&* %*

内分泌疾病
6$ $ 6# $i6# 6%

!

44 %&

肾脏疾病
*+ + *# $i% 6$

!

+& ,%

其他疾病
$%$ *4 $$, $i* $,

!

&& %$

"0#

!

自身抗体在
7!)

患者血清中的测定结果
!

抗
-25)J7

%

_$5PJF

%

"S

%

""57

%

""5M

%

"B>54#

%

Y.5$

%

DPJF

抗体在各疾病中

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抗
""5M

抗体在

各疾病中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6

"

表
6

!

*66

例
7!)

患者血清中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

;

%(

疾病名称 抗
-25)J7

抗体 抗
_$5PJF

抗体 抗
"S

抗体 抗
""57

抗体 抗
""5M

抗体 抗
"B>54#

抗体 抗
Y.5$

抗体 抗
DPJF

抗体 总计

"UI $#*

+

%$0%

,

+,

+

*60#

,

*6

+

$+0#

,

'6

+

,+0#

,

66

+

$$0#

,

*

+

$0%

,

#

+

#

,

6,

+

$60#

,

6##

+

+60$

,

P7

!

*

+

+0*

,

,

+

&0*

,

$

+

60$

,

$#

+

6#0&

,

*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6#0#

,

#

+

#

,

#

+

#

,

#

+

#

,

!

%

+

$0+

,

7!9

!

$

+

&0*

,

#

+

#

,

#

+

#

,

6

+

$+0+

,

#

+

#

,

#

+

#

,

#

+

#

,

#

+

#

,

$6

+

*04

,

7"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6

+

#0+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0#

,

#

+

#

,

#

+

#

,

!

6

+

#0+

,

FW

(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W(K)

!

4

+

$,0#

,

$*

+

6+0#

,

#

+

#

,

*$

+

+60#

,

$6

+

6,0#

,

#

+

#

,

$

+

60#

,

$

+

60#

,

%#

+

$%0%

,

"0$

!

,

种
7!)

患者中不同年龄组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6#

岁为
$

组!

%

6#

!

*#

岁为
6

组!

%

*#

岁为
*

组!自身抗体检

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种
7!)

患者中不同年龄组自身抗体检测

!!!!

结果比较'

)

$

;

%(

疾病名称
) $

组
6

组
*

组

"UI 6## $+

+

&0#

,

,+

+

6*0#

,

$*&

+

+'0#

,

P7 ,& $

+

60$

,

&

+

$+04

,

*'

+

&$06

,

7!9 $6 #

+

#

,

$

+

&0*

,

$$

+

'$04

,

W(K) %# $

+

6

,

6,

+

,&0#

,

6%

+

%#0#

,

#

!

讨
!!

论

近年来!

7!)

发病率明显上升!其总体发病率占世界人口

的
*;

!

%;

)

*

*

"以
9?

<

56

细胞结合动物肝组织建立的
!!G

检

测
7J7

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敏感度高%特异性好%结果易于

判断等优点!适合临床实验室常规
7J7

的检测)

,

*

"

本结果显示
7J7

检测阳性率为
$6;

"其中女性与男性

的比例为
*06i$

"

7J7

阳性中的荧光模式分布广泛!在单一

荧光模式中!以核斑点型和核均质型常见&在混合型荧光模式

中以核斑点(均质型为主"近年来全国性的室间质评分析指出

荧光模式的判断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对于混合型荧光模

式)

%

*

"如何提高
7J7

荧光模式的判断水平!以及减少人为主

观性而开发荧光图谱计算机辅助系统来进行荧光模式的判断

#*6

重庆医学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日益被研究者所重视)

+

*

"

7!)

是一种谱型范围广!自身抗体多样化的疾病"广义的

7J7

是一组针对多种细胞核%细胞质成分的自身抗体)

4

*

!在

"UI

%

P7

%

""B

%

""

%

FM(

%

7!9

和
FW

(

)W

等
7!)

中阳性率较

高)

&5'

*

!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
7J7

是对总的
7J7

的筛查"本

研究结果显示
7J7

对
"UI

有较高的敏感性!阳性率最高为

+60$;

"对
P7

%

""

%

7!9

%

7"

%

""B

%

FW

(

)W

和
W(K)

的阳性

率依次为
$,0';

%

$0+;

%

*04;

%

#0+;

%

#0+;

%

#0';

和

$%0%;

"与其他
7!)

相比
"UI

患者
7J7

滴度较高!但非活

动期
"UI

患者
7J7

滴度较低"随年龄增长!

7J7

阳性率逐

年增高)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阳性率高于男性!

,

种
7!)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

抗
-25)J7

抗体的反应位点位于
)J7

脱氧核糖磷酸骨

架上!与
"UI

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密切相关!抗体滴度在疾

病活动期显著增高!可作为监控疗效的依据"本文阳性率为

%$0%;

!明显高于其他几种疾病+

"

$

#0#$

,"目前已明确!抗

-25)J7

抗体与
"UI

的活动性有明显的相关性!定期检测有助

于监控
"UI

患者临床病程变化与肾损伤程度)

$$

*

"

IJ7

抗体谱是指抗不含组蛋白!可被等渗盐溶液提取的

IJ7

抗体!其结果是相应抗原线将呈现一条深色的阳性带!此

时就可确认是哪种抗体阳性!大大提高了对
7J7

的抗体分型

能力!对于一些
7!)

能够较准确的检测出其相对应的抗体"

根据其特异性和结构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抗
_$5PJF

抗体%

抗
"S

抗体%抗
""57

抗体%抗
""5M

抗体%抗
"B>54#

抗体%抗
Y.5

$

抗体%抗
DPJF

抗体%抗
FW5"B>

抗体和抗
d=

抗体等十几种

抗体!作者只做了前
4

种抗体的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抗
"S

抗体在
"UI

阳性率为
$+0#;

!高于其他几种疾病+

"

$

#0#$

,!

其主要在
"UI

中出现!曾被认为是
"UI

的特异性抗体!它对

早期不典型%但经过相应治疗后作回顾性诊断的患者有极大的

帮助!而且它不受糖皮质激素的影响"抗
_$5PJF

抗体在

"UI

中阳性率为
*60#;

!它可在多种
7!)

中出现!不具有特异

性"抗
""57

抗体和抗
""5M

抗体虽然可见于多种
7!)

!但与

""

密切相关"抗
""57

抗体敏感性高!抗
""5M

抗体特异性高!

两者联合检测提高了对
""

的诊断率"本文在
"("(

患者中检

出抗
"B>54#

抗体
6

例!在
FW

(

:W

患者中抗
Y.5$

抗体
*

例!结

合临床诊断!均符合其相应疾病!说明抗体对其疾病诊断还是

有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抗
DPJF

抗体为
"UI

的特异性抗

体!阳性率为
$#0#;

!

,#0#;

!本文阳性率为
$60#;

"抗

DPJF

抗体常被认为与
"UI

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相关)

$6

*

"

7J7

检测虽然阳性率很高但特异性不强!还出现在其他

一些疾病中如
!KF

%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和肾脏疾病等"

本文
!KF

患者
$*

例!均进行随访!以观察此类患者将来是否

发生
"UI

%

P7

等
7!)

)

$*

*

"

迄今已有
6#

余种抗核内各种不同成分的
7J7

被相继发

现)

$,

*

"临床检测中!仅从核型上很难判断是针对哪一种靶抗

原的抗体!更不必说几种核型同时存在的情况了"在检测

7J7

的同时!又将每个样本作了
IJ7

抗体谱检测!以确认阳

性结果的具体抗体类型!

%++

例标本中!针对
4

种抗原的抗体

均有出现"对于大多数
7J7

检测阳性的标本!通过
IJ7

抗

体谱检测!基本上可以确定其抗体相对应的抗原)

$%

*

"但
%++

例阳性标本中还是有些标本未检测出相应的靶抗原!这些标本

大多数是
7J7

检测滴度较低的标本+如
$i$##

,!因此用

IJ7

抗体谱检测滴度较低的标本抗体所对应的靶抗原的能力

较弱!也可能由于本实验室
IJ7

抗体谱只做了
4

种抗原的抗

体检测!对于另外的一些抗体有可能漏检"

通过本次回顾分析!了解
7J7

在临床患者中的总体分布

及在
7!)

患者中的总体分布情况"在
7!)

的检测和临床应用

中!同时检测
7J7

%抗
-25)J7

抗体%

IJ7

抗体谱!不仅能指

导临床诊断!还可以对
7!)

的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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