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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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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美国风湿病学会已将其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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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之一#其特异性

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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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

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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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滴度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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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活动期*该抗体直

接与肾小球细胞中
*37

结合或与循环血液中
*37

结合形成

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小球基底膜#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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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是目

前
.16

患者诊断及治疗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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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有间接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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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课题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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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具体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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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深圳市中

医院就诊#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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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血清标本
A#

人份$清晨空腹抽

血#分离血清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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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备检%作为实验组#患者的选择

符合美国风湿协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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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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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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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

A#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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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将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查结

果正常的健康体检者的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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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份作为健康对照组#其

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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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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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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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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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蝇短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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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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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7

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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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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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

$/%

%均购自德国欧蒙医学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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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荧光显微镜$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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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转移脱色

摇床$上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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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酶标仪$美国%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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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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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

610.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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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实验组及健康

对照组血清标本进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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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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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严格按

照试剂盒使用说书进行操作#将试剂盒所带的阳性对照)阴性

对照与待测标本同时测量*

00'7

定性检测!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到试剂盒检测薄片绿蝇短膜虫动基体出现苹果绿荧光为阳

性*

610.7

半定量检测!以标准品
B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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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定

临界值#与待测样本同时测量#选择酶标仪比色波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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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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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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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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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检测!反应膜在特定位置出现肉眼可见的)与质

控带颜色相同的显色条带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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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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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提示
610.7

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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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敏感性最高#可

进行半定量检测#有助于对
.16

的诊断及病情活动程度的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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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610.7

检测不需要特殊设备#适合基层医院及

标本量较多的实验室进行筛查#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本实验

健康对照组
610.7

检测中有
B>

例抗
<,*37

抗体阳性#而临

床追踪调查并未发现有相应的临床表现#这可能是因为

610.7

检测的影响因素较多#譬如标本稀释)抗原板的洗涤)

酶标仪的校准等均可造成结果误差(其次#由于
610.7

检测采

用生物提取
<,*37

作为实验基质#在制备过程中#

*37

的内

部结构位点可能存在人为暴露#会因单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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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存在而产生非特异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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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如此#由于
610.7

检测的高度敏感性#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

它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筛查方法*

00'7

检测抗
<,*37

抗体是采用绿蝇短膜虫作为抗原基

质进行检测的#其动基体只由高纯度的环状
<,*37

构成#除

此之外#不含有其他细胞核抗原#因此具有高度特异性#被认为

是检测细胞内抗原自身抗体的金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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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较好的确证

方法*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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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

及
0U%"

种方法均显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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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的标本有
B/

例#与患者临床跟踪调查结果一致*然

而
00'7

结果的判断有一定的主观性#易受检测人员技术水平

及主观因素影响#且荧光显微镜价格昂贵#基层医院难以开展#

本实验提示
00'7

的敏感性相对较低#不能准确定量*因此#

00'7

检测在临床诊断和治疗方面#难以起到准确的监测

作用&

!!

'

*

0U%

检测抗
<,*37

抗体操作简便)省时)特异性好)用血

量少)无需特殊设备)重复性好#可同时完成对
!/

种自身抗体

的识别和过筛#对提高自身免疫疾病的诊断水平有很大的帮

助#适合于各大医院推广应用*然而
0U%

检测中#由于一张硝

酸纤维膜上有数种成分显示#多个条带相距很近#每次电泳时

不同蛋白质在凝胶中迁移的速率不同以及蛋白质区带在电泳

时形成的斜率#给这些条带的识别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对临

界阳性的标本#不同操作者对结果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很容易

造成误判或假阳性#

0U%

试剂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抗原转印

不充分或转印时发生抗原丢失#影响结果判定#导致假阴

性&

!B

'

*

在临床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联合检测&

!"

'

#并结合患

者的临床表现来判断结果*同时#提高
610.7

检测的特异性

以及
00'7

检测的敏感性是当前研究的重点#目前利用荧光

5+X

检测
<,*37

含量的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

'

#在

今后的检验工作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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