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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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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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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类风湿因子"

V.

#对酶联免疫法"

ZX*'+

#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J

#的影响!为临床检测中出现假

阳性结果的分析提供依据%方法
!

V.

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

%,)+

J

先后采用
ZX*'+

法和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

&Z*+

#%

结果
!

V.

阳性血清经
ZX*'+

法检测
%,)+

J

阳性率为
7#<#Q

%通过
ZX*'+

法检测出
%,)+

J

阳性的血清经
&Z*+

检测
%,B

)+

J

阳性率为
"

&

V.

浓度与
ZX*'+

法测定
%,)+

J

的
b-

值间无显著相关性"

"<!

$

!

$

"<$

#%结论
!

高浓度
V.

"

'

:""*c

(

MX

#

干扰
ZX*'+

法检测
%,)+

J

!产生较明显假阳性!但
V.

浓度与是否产生假阳性并无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类风湿因子&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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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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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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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X*'+

%是临床上检测
%,)+

J

的常用方法#且灵敏度高#简便

快捷#但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类风湿因子阳性$或浓度较

高%的患者#用此方法检测乙肝两对半时有表面抗原假阳性的

出现#为此选择部分类风湿因子阳性$或浓度较高%的患者血清

进行
ZX*'+

法检测
%,)+

J

以评价
V.

对检测的影响#为临床

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血清标本采集
!

标本采集于本院门诊和风湿科住院患者

$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测定
V.

'

:""*c

"

MX

%血清
#"

例'

其中男
!$

例#女
!C

例#年龄为$

:$<#̀ A<=

%岁#所有患者均于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MX

#分离出血清后于
T$"\

保存至

同批测定'

?<@

!

试验仪器和试剂
!

V.

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定量检

测#仪器为美国
-+-Z,Z%V*]a

公司生产的
,]

I

5D)

I

E/

型

特种蛋白测定仪#美国进口原装试剂盒&

%,)+

J

分别采用

ZX*'+

法和
&Z*+

法检测#仪器分别为美国
,*bBV+- &D;E1B

#::"Bc[

酶标仪和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
+P'e&

检测仪#洗

板机为
-]PB=>$"

电脑洗板机'试剂盒分别为英科新创$厦

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和
+33DHH+P'e&

原装配套试剂'

#

种检测均按仪器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明操作'

?<A

!

血清检测
!

血清先用
ZX*'+

检测乙肝两对半除
%,)+

J

和
%,)+3

阳性外无任何一项阳性'根据试剂盒说明设定参

考范围!

%,)+

J

Bb-

'

"<!":

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V.

浓度与
%,)+

J

光密度之间采用直线

回归分析'

@

!

结
!!

果

@<?

!

#"

例
V.

阳性血清经
ZX*'+

法检测
%,)+

J

阳性率为

7#<#Q

$

!7

"

#"

%#其
b-

值为
"<#7̀ "<$$

$

'

"

(b

值为
"<!":

%'

@<@

!

将
#"

例
V.

阳性血清中
%,)+

J

阳性的血清$

!7

例%用微

粒子酶免疫法检测
%,)+

J

#阳性率为
"

$

"

"

!7

%'

@<A

!

用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统计#

V.

浓度与
ZX*'+

法测定

%,)+

J

的
b-

值间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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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A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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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类风湿因子是机体对变性免疫球蛋白
*

J

a

所产生的自身

抗体#属多株系的自身抗体)

!

*

'能与人或动物
*

J

a

分子
./

片

段抗原决定簇结合#常见的
V.

有
*

J

&

型(

*

J

a

型(

*

J

+

型和

*

J

Z

型#

*

J

&

型
V.

被认为是
V.

的主要类型#也是临床免疫检

验中常规方法所测定的类型'国内外学者先后注意到
V.

在

某些情况下可干扰部分病毒性肝炎免疫指标的检测)

$

*

'有文

献报道#

V.

阳性可以造成
ZX*'+

法测定
%,E+3

的假阳性)

#

*

'

而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V.

浓度较高的血清对
ZX*'+

法测定

%,)+

J

同样会造成一定的干扰#出现假阳性'在我们的实验

中#

#"

例血清
V.

浓度高于
:""*c

"

MX

的患者有
!7

例
%,)+

J

呈现阳性反应#其阳性率为
7#<#Q

#

b-

值为
"<#7`"<$$

$

'

"

(b

值为
"<!":

%#并且随着
V.

浓度的升高#

%,)+

J

的
b-

值

也呈一定的升高趋势'同时#将这
!7

例
%,)+

J

阳性的血清用

微粒子酶免法检测#无一例阳性#其阳性率为
"

'这说明#高浓

度的
V.

对用
ZX*'+

法检测
%,)+

J

有一定的影响#会出现假

阳性#而对微粒子酶免法检测没有干扰'其原因推测为
&Z*+

检测
%,)+

J

是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待测样本中的
%,)+

J

与

包被于微粒子的鼠抗
%,)B*

J

&

结合#再与生物素标记的羊抗

%,)B*

J

a

结合#形成微粒子复合物)

7

*

'而在
ZX*'+

法检测

%,)+

J

的试剂盒中#固相包被的是表面抗体#

V.

作为抗自身

变性
*

J

a

的抗体#可以与包被的抗
4B*

J

a

的
./

段结合#再与酶

标记物中的免疫球蛋白结合)

:

*

#如果标记抗体没有通过木瓜酶

分解为
.03

段和
./

段#那么与固相包被抗体结合的
V.

就会

与酶标记物发生非特异性的结合#产生呈色反应#出现假阳性

结果'

ZX*'+

法影响因素较多#出现假阳性的概率也较高#而

&Z*+

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其检测低限可达
"<!

#

J

"

X

#灵敏

度高于
ZX*'+

法#且重复性好#为安全封闭式操作#操作时不

易被污染#但成本较高)

>

*

'

以往有研究表明#

ZX*'+

法检测肝炎病毒抗原(抗体出现

假阳性与
V.

滴度有关#随着
V.

滴度增高引起吸光度也随之

增高)

A

*

#但并不是低浓度的
V.

对检测影响的就小#而高浓度

的
V.

对检测的影响就大#只是存在相关性'本试验就提示高

滴度的
V.

对
%,)+

J

检测的干扰影响并无规律可循#其原因

可能是
V.

具有自身特异性和同系特异性)

C

*

#一种
V.

并不能

与所有
*

J

a

分子上的
./

段抗原决定簇结合#只有当
V.

抗原

决定簇与
*

J

a

分子上的
./

段在空间结构上具互补性才能结

合#即只有当标本中血清存在能与
*

J

a

结合的
V.

#同时
V.

必

须达到一定浓度#才能有效地与抗
4

链结合#造成假阳性
<

为克

服
V.

对检测的影响#应尽早使用重组抗原或合成肽作为固相

抗原'

最近的研究势在解决如何去除
V.

#目前国内外同类产品

都使用了吸附剂#如用
$B

巯基乙醇(二硫苏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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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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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人
*

J

&

血清或是用变性
*

J

a

去中和
V.

等方法#但都不能完

全消除干扰#这些方法的可行性还有待权威论证)

!"

*

'

综上所述#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如果
ZX*'+

法检测乙肝两

对半时#仅有
%,)+

J

阳性#或者出现少见的组合时#应该结合

患者的临床病史或者其他方法排除
V.

的干扰#慎重报告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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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成年男性肥胖相关指数与超敏
(

反应蛋白关系的探讨

杨
!

楷!

!刘慧玲$

!马
!

杰!

#

"

!<

湖北省新华医院检验科!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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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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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医学体格检查中心!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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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检测健康人群和肥胖人群的超敏
(

反应蛋白"

G)B(VY

#水平比较!探讨成年男性肥胖相关指数中体质量

指数"

,&*

#和腹型肥胖指数腰围"

d(

#或腰臀比"

d%V

#与
G)B(VY

的关系%方法
!

成年男性体检人群物理检测
,&*

$

d(

$血压!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化学发光仪检测受试者血
G)B(VY

$血糖$血脂$胰岛素等相关生化指标!比较
,&*

和
d%V

与
G)B(VY

的关系%结果
!

,&*

)

$:

组和
,&*

$

$:

组的临床和实验室指标显示!两组间
G)B(VY

$

',Y

$

6a

$

.,a

$

%b&+B*V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d%V

)

"<="

和
d%V

$

"<="

两组间比较!与
,&*

组基本相同&回归分析显示!

,&*

和
d%V

与
G)B(VY

"

2

值分别

为
"<#C$

$

"<#!7

#!有良好的正相关性%结论
!

G)B(VY

同成年男性肥胖相关指数
,&*

和
d%V

一样与代谢综合征"

&'

#关系密切!

炎性反应可能在
&'

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肥胖症&

!

(

反应蛋白质&

!

体质量指数&

!

腰围&

!

腰臀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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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结果)

!

*

#我国成人

的超重率为
$$<$Q

#肥胖率达到
A<!Q

#估计人数分别为
$

亿

和
A"""

多万#并还在继续增长'肥胖已被列为世界上第
>

位

影响人类疾病负担的危险因素)

$

*

'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肥胖常伴有高血压(高血糖(血脂代

谢紊乱(胰岛素抵抗$

*V

%等代谢综合症状$

&'

%'

$"":

年第一

届国际糖尿病联盟$

*-.

%给出的
&'

的新定义将中心性肥胖作

为诊断
&'

的必要条件#同时该定义被认为适用于任何国家确

认心血管疾病$

([-

%的高危人群)

#

*

'

超敏
(

反应蛋白$

G)B(VY

%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被公认

为炎性敏感性反应指标之一'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G)B(VY

也

直接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与
&'

关系密切的成年男性的
G)B(VY

与肥胖相关指数中体质量指数$

,&*

%和腰臀比$

d%V

%的

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湖北省体检

中心体检男性
!$>

例#年龄
#:

$

:C

岁#根据物理测量指标
,&*

和腰围$

d(

%将其分为
$

组#

,&*

)

$:

者
>C

例#为异常组
!

&

d(

)

$:

者
:C

例#为异常组
$

'另选取体检正常
!7C

人作为对

照组'

,&*

和
d%V

的计算及诊断标准!根据
,&*g

)体质量

$

S

J

%"身高$

/M

%

$

*(

d%Vg

腰围$

/M

%"臀围$

/M

%计算#采用简

化的亚洲成人
,&*

标准)

7

*

!以
$#<$:

为切点标准#

$#

$

$7<=

为

超重#

)

$:

为肥胖&男性
d%V

)

"<="

为肥胖'

?<@

!

方法

?<@<?

!

物理检查
!

采集完整病史'身高与体重!脱鞋帽#穿单

衣测量'腰围$

d(

%!穿薄内衣#测量肋弓下缘与骼骨嵴连线中

点的水平周径$

/M

%'臀围$

%(

%!臀部最大周径$

/M

%'血压!

休息
!"M2@

#间隔
$M2@

测定
$

次收缩压$

',Y

%和舒张压

$

-,Y

%取平均值$

MM%

J

%'

?<@<@

!

生化指标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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