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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对
$

型糖尿病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联合检测四种自身抗

体可以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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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诊断的灵敏度和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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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病例可出现多

尿*多饮*多食*消瘦等表现#即,三多一少-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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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于

各种不同的病因通过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或周围组织细

胞对胰岛素的生物效应有抵抗性或耐受性#或者两者兼有而导

致机体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并且进一步引发机体糖*蛋

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的疾病)糖尿病依

据其病因学分为
$

型和
%

型#

$

型糖尿病$

/$8_

&!自身免疫系

统疾病#使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减少或完全缺乏)

%

型糖尿病

$

/%8_

&!以胰岛素抵抗为主#伴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因此#

准确地分型是实施预防及治疗的基础)

/$8_

患者在无症状

期及发病后一定时期中#可检出针对胰岛
!

细胞的自身抗体#

目前临床应用比较广泛的为!胰岛细胞抗体$

9,;

&*谷氨酸脱

羧酶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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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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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酪氨酸磷酸

酶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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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免疫介导
/$8_

#主要依赖在糖尿病患

者中检出针对胰岛
!

细胞各种抗原的自身免疫抗体'

%0*

(

)本研

究通过联合检测血清中四种抗体#以探讨其在
/$8_

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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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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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病年龄
%(

$

=(

岁#平

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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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为初发起病#有酮症倾向者)所有患者均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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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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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尿病的最新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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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来自本院门诊与住院患者#经临床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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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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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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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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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

岁#均

符合
/%8_

的诊断标准)健康对照组为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健

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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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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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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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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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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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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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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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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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健康

对照组的空腹静脉血#取血清#体积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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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排除溶血

和高脂血标本)

h%(b

保存)

A&C

!

检测方法
!

采用免疫印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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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糖尿病自身抗体#

试剂盒由深圳伯劳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步骤严格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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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特异

性抗原包被在同一张硝酸纤维膜上#以膜条为载体#通过抗原

抗体反应捕捉被检样品中特异性的
9

O

!

抗体#以此形成抗原抗

体复合物#该复合物与标记有抗人
9

O

!

的免疫酶试剂反应#通

过显色在膜条上相应位置出现蓝色条带#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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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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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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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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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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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四种抗体的阳性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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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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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中
$

项自身抗体阴性其他自身抗体的阳

性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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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自身抗体在诊断
/$8_

中的互补关系显示#四种自

身抗体中以
!;8;

和
9,;

的阳性率较高#

I

'

(&('

)在
9,;

阴性组#

!;8;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抗体#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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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组#

9;0%;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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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8_

是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和损伤胰岛
!

细胞#使

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减少或完全缺乏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近年

的研究表明#

/$8_

临床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表现为急性

疾病#如酮症酸中毒#也可表现为慢性疾病#如普通
/%8_

)因

此#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可以见到本型患者#并且随着发病年龄

的增大#起病形式趋于温和'

=

(

)

/$8_

在无症状期及发病后一

定时期中#可检出针对胰岛
!

细胞的自身抗体)胰岛细胞抗体

$

9,;

&是最早确认的一种针对数种胰岛细胞分子的异质抗体#

也是应用最早的免疫学标志'

'

(

#但它随着病程延长#阳性率下

降很快#目前认为
9,;

阳性只作为糖尿病的高危指标#在儿童

阳性或高水平持续阳性时#对
/$8_

才具有较高的预测性'

A

(

)

本研究
/$8_

患者中该抗体阳性率为
*'&*?

#明显高于

/%8_

和健康对照组$

I

'

(&('

&)

!;8;

是抑制性神经介质氨基丁酸的生物合成酶#存在

于人和动物脑和胰岛组织内'

E

(

)目前认为
!;8

是破坏胰岛

细胞#引起
/$8_

的关键抗原#并且极可能是
/$8_

自身免疫

的始动靶抗原#

!;8;

抗体与其他抗体相比#有与
!

细胞慢性

损伤相关性好*持续时间长*阳性率高的特点)本研究
/$8_

患者中该抗体阳性率为
'%&@?

#在四种抗体中阳性率最高#同

/%8_

的
$A&(?

和健康对照组的
(&)?

差异明显)

9;0%;

或称
9,;'$%

是
/$8_

重要的自身抗原#是自身反

应性
/

淋巴细胞的靶分子#也是体液性自身免疫反应的一个

主要靶抗原'

)

(

#

9;0%;

在儿童及青少年发病患者中阳性率较

高#可达
'(?

)但在成年发病患者中阳性率不到
*(?

)因此#

9;0%;

主要与经典的
/$8_

相关'

@

(

#在本研究中
9;0%;

阳性

率
$@&A?

#明显低于
!;8;

抗体阳性率#但
9;0%;

抗体阳性

和
!;8;

抗体阳性并不重叠#尤其是在成年发病的
/$8_

中

!;8;

抗体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9;0%;

)

四种抗体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尤其是在

9,;

阴性组#

!;8;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抗体#

I

'

(&('

)

有国外研究表明#在初发
/$8_

患者中#

!;8;

的检出率很

高#一般为
A(?

$

)(?

'

$(

(

#而
!;8;

阴性组#

9;0%;

的阳性率

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抗体#

I

'

(&('

)因此#单一抗体检测由于

各抗体出现的阶段*状况等并不相似#难免会对
/$8_

的诊断

带来漏诊*误诊'

$$

(

)四种抗体联合检测能确认免疫介导型

/$8_

#为临床准确分型提供重要的实验室检测手段'

$%

(

#并且

还将在预测胰岛细胞的功能衰竭和在高危人群中筛查
/$8_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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