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王广杰#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免疫血液学研究(

!

#

!

通讯作者#

*,MC:G

!

!7$%77..!%%

&

!-8#H>M

(

!论
!!

著!

比较酶联免疫吸附法与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核抗体的价值

王广杰!陈
!

洁!李士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辽宁大连
!!-$!!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TYV2

法和间接免疫荧光"

YY_

%法诊断自身免疫疾病的价值'方法
!

系统性红斑狼疮"

VT*

%组
88

例!非

VT*

自身免疫疾病组
/%

例!非自身免疫疾病组
68

例!同期该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

例纳入健康对照组'采用
"

种方法检测
6

组研究对象的抗核抗体"

212

%!并进行分析'结果
!

*TYV2

法检测
VT*

组&非
VT*

自身免疫疾病组中高效价的
212

分别为

"

"#-"!g!#.$$

%&"

"#"67g!#.7!

%!

YY_

法分别为"

"#.!/g$#.8$

%&"

"#/66g$#/%

%!但前者测出非自身免疫疾病中的
212

"

!#$86g!#$/$

%低于后者
212

的效价"

"#"/8g$#-%!

%'结论
!

*TYV2

检测可提高
212

的检测效果'

关键词"抗核抗体$

!

酶联免疫吸附法$

!

间接免疫荧光法

!"#

!

!$#8%-%

"

9

#:;;<#!-.8,6!8$#"$!/#!%#$!.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8,6!8$

"

"$!/

%

!%,"7!6,$8

<5(&(*+52(

C

&()(*+&*%,)%&N

6

/%5(&P%$(//.&,2,04%&'+22+

6

+&$(&$(0%*'(//.&,)5.,0%2*%&*%),0$%'%*'(,&,)+&'(&.*5%+0+&'(4,$

6

H.$

%

>'.$

%2

"(

#

0*($1"(

#

!")*"

2

'$

#

$

/(

7

.89:($9-

;

0="$"?.=!.A-8.9-8

&

#

9*(3"8@9I

;;

"=".9(BG-@

7

"9.=-

;

/.=".$

#(B"?.=E$"<(8@"9

&

#

!".-$"$

%

#

/.=".$!!-$!!

#

0*"$.

&

842'0+*'

!

"4

9

%*'(3%

!

=>H>M

E

CF@AD@?CGJ@>I*TYV2C<L:<L:F@HA:MMJ<>IGJ>F@;H@<H@

$

YY_

&

M@AD>L:<L:C

B

<>;:;I>FCJA>:M,

MJ<@L:;@C;@;#:%'-,$2

!

2A>ACG>I88

E

CA:@<A;:<;

O

;A@M:HGJ

E

J;@F

O

AD@MCA>;J;

$

VT*

&

B

F>J

E

#

/%

E

CA:@<A;:<>AD@FCJA>:MMJ<@L:;,

@C;@;

B

F>J

E

#

68

E

CA:@<A;:<<><,CJA>:MMJ<@L:;@C;@

B

F>J

E

#

"$

E

@>

E

G@CHH@

E

A@L

E

D

O

;:HCG@QCM:<CA:><:<H><AF>G

B

F>J

E

#=D@C<A:<JHG@CF

C<A:N>L

O

$

212

&

:<@CHD

B

F>J

E

P@F@L@A@HA@LN

O

AP>M@AD>L;C<LC<CG

O

@̂L#;%2.5'2

!

=D@D:

B

DA:A@F212L@A@HA@LN

O

*TYV2C<L

YY_:<VT*

B

F>J

E

C<L>AD@FCJA>:MMJ<@L:;@C;@;

B

F>J

E

P@F@

$

"#-"!g!#.$$

&#$

"#"67g!#.7!

&%$

"#.!/g$#.8$

&#$

"#/66g$#/%

&

#

=D@A:A@F212L@A@HA@LN

O

*TYV2:<<><,CJA>:MMJ<@L:;@C;@

B

F>J

E

PC;

$

!#$86g!#$/$

&#

PD:HDPC;G>P@FADC<

$

"#"/8g$#-%!

&

L@A@HA@LN

O

YY_#<,&*5.2(,&

!

*TV2M:

B

DA:M

E

F>?@AD@L@A@HA:><@II@HA;>I212C<A:N>L

O

#

=%

6

>,0$2

!

C<A:<JHG@CFC<A:N>L

O

%

!

@<̂

O

M@,G:<K@L:MMJ<>;>FN@<AM@AD>L

%

!

:<L:F@HA:MMJ<>IGJ>F@;H@<H@

!!

抗核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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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筛查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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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指针对细胞质的自身抗体#而且包括针对细胞

质内的各种核酸和核蛋白的所有成分的自身抗体)

!

*

(现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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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为底物的间接免疫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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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度好#被认为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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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操作更为简单且容易实现自动化#国内外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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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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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纯化或重组的抗原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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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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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

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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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患者体内的自身抗体浓度进行检测(本研

究试图寻找一种操作简单#可以自动化地对大量标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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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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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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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非自免疫疾病组中的

符合率最低#仅为
/7#!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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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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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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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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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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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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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进行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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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显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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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呈正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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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自身抗体检测及诊断价值方面的研究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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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方法学和实验设计的不同#不同的评价研究得到

的结果也不相同(如夏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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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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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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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稀释倍数与
*TYV2

所检测的
212

血清浓度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

*TYV2

法灵敏度明显高于
YY_

法(

*TYV2

法自身

抗体的检测技术在实验室诊断中应用越来越多(随着免疫技

术的进步#自身特异性靶抗原的发现#

*TYV2

法检测的特异性

自身抗体种类也随之增加#灵敏度和特异度得到改善(此方法

优点是自动化程度较高#操作简便#操作者技术水平要求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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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检测标准化及质量控制(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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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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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YY_

法#由于该方法良好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所以

是检测
212

的金标准方法(但是另一方面#

YY_

法通过检测

滴度来表示
212

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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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可以阳性#区分病

理性和生理性自身抗体效果不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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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YY_

法主观性强#需

要专业培训人员%长期以来受
212

抗原基片来源不一#荧光

抗体质量等因素影响#不利于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与之相比#

*TYV2

法可以克服
YY_

法以上缺点#客观性强和改良性好且具

有较好特异度#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自身抗体的能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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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身免疫疾病的筛查(存在高滴度的
212

是自身免疫

疾病的特点#由于自身免疫疾病的
212

是在自身抗原长期反

复刺激之下优选出的抗体类型#每位患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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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212

时往往是一种特定的荧光模式#且基本保持不变#滴度往

往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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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该方法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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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结果的患者#不管该

患者治疗与否#是否为病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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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总是呈现阳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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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阳性结果不会因为治疗或者疾病的复发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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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要清楚这一点(分析其原因在于不同方法选择的抗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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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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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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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但是仍然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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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成分会与患者血清反应(

对于初次检测的患者或未经治疗的患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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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具

有与
YY_

法一致的灵敏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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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

组和对照组符合率达到
76#7/5

#非
VT*

自身免

疫疾病符合率较低#但也达到
.!#!%5

#符合率最低的是非自

身免疫疾病组#仅
/7#!65

(综上所述#

*TYV2

检测具有较好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本研究使用的
*TYV2

试剂盒#仅包含
!$

种特异性的自身

抗体#不能代表所有
&@

E

,"

细胞能检测的抗体#所以会漏掉某

些自身抗体#

212

阳性率要降低#若增加抗原种类将会使

212

检测漏诊率更低#更适合临床筛查自身免疫疾病的要求(

对于
212

的检测#经典的
YY_

法由于具有良好的灵敏度#仍是

筛查
212

的金标准方法#但是
*TYV2

法操作简单#利于标准

化#其检测特异度好#随着临床的应用#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提高#在疾病的诊断中的价值会逐渐被认可(本研究的方法如

果增加免疫条带法#进行多种特异性自身抗体的检测如抗

*12

抗体的免疫印迹#可为疾病诊断提供更多的线索(原因

是抗
*12

抗体试剂现已同时检测
!6

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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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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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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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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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12

'

(*13,

+

'

VHG,.$

'

Z>,!

和组蛋白&(

综上所述#

*TYV2

检测可提高对
212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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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后与临床进行沟通方面和指导临床进行诊断治疗方

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根据文件获得了本室实际条件下

的可报告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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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可见#本室胆红素可

报告范围均能覆盖临医学决定水平浓度点#且线性较宽能满足

临床检验室常规检测的要求(

当技术性能评价达到要求后#应该进一步对常用的诊断性

能指标$如参考区间等&进行实用性验证(因为#本院检验科准

备使用的强生干化学系统为美国进口产品#仪器和原装试剂盒

说明书给出的生物参考区间是否适合中国人群1 其次#本院检

验科使用分离胶促凝管采集标本#与说明书上标本采集方法有

区别#是否会影响参考区间1 而且同一检验项目#即使使用同

一检测系统#不同实验室的参考区间也可能存在差异#所以#临

床实验室为所开展的新检验项目确定可靠的参考区间是其重

要任务之一#也为指导临床诊疗提供切实可行的指标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临床对检验结果有两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求得

到准确的结果#同时要求这些结果对临床的诊疗起指引性作

用#所以对每一个新的检测系统既要进行技术性能的评估#也

要进行诊断性能的验证#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临床一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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