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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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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细胞核内成分的抗体#因为细胞核

包含多种成分#所以有抗核内多种物质的抗体谱即抗核抗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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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9

属于自身抗体+自身抗体的检测对风湿病的

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结缔组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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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印迹法%

RX.

'筛查+本文通过对
"%!#

例
9U9

与
!%

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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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明确
9U9

与
9U97

检测的意义及能否相互代替+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
"%!#

例#其中男
'$4

例#年龄
!

"

4$

岁#

平均
$'&4$

岁&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4

岁#平均

$%&'(

岁+

A&B

!

标本采集
!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1

#静置
#(@68

后#

离心分离血清%

#(((E

"

@68

离心
!(@68

'+当日不能及时检测

的标本置于
"̂(f

冰箱保存+

A&C

!

检测方法
!

9U9

采用
RR\

法检测#试剂盒为欧蒙医学实

验诊断有限公司生产#每次试验均设阴(阳对照#操作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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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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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阳性率为

"&"(,

#其中
$$

例为单项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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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2

重要的血清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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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检测
9U9

的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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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筛查自身抗体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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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自身抗体筛查试验+本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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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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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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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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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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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郭大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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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于高仕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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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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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与受检查人群(地区(医生对风湿病的认知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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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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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郭大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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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邁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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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存在一定的差异#郭大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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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道颗粒型占
$#&$',

#陈邁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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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颗粒型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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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9

荧光模式的差异可能与
9U9

成分复杂(检查对象差异(

人为分型误差等因素有关+本研究
$+!

例阳性中
9U9

滴度

与
9U97

的阳性率有一定的关系#本组
9U97

"

9U9

的比值

随
9U9

滴度的升高而增大#与郭大文等)

-

*报道的,

9U97

的

阳性率随
9U9

滴度增大而升高-一致+

本组资料显示
9U9

阳性率高于
9U97

#与相关报道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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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9

阴性标本中
9U97

检测阳性率为
"&"(,

#低于

胡朝军等)

#

*报道的
!(&!+,

#高于郭大文等)

-

*报道的
(&%(,

+

高仕萍等)

$

*报道
""(+

份血样中
9U97

阳性(

9U9

阴性者仅
#

例+赖永才等)

4

*报道
!#"

例抗
VU9

抗体阳性病例
9U9

的阳

性率为
4#&4(,

#有
-&!(,

的
9U9

阴性患者抗
VU9

抗体阳

性+从文献上看各家报道结果差异较大#分析原因可能与选取

病例的数量和诊断的可靠程度(医院的专科特色(医生和检验

人员的技术水平(使用仪器试剂的厂家等的差异有关+由于

9U9

检测的
RR\

方法是手工实验#检测过程中影响因素较多#

检测结果最显著的问题是重复性差)

!(

*

#这可能也是各实验室

报道差异较大的原因#因此#人员教育(素质提高和质量控制是

保障质量工作的核心)

!!3!"

*

+

笔者认为
9U9

与
9U97

的检测各家报道结果差异较大#

目前尚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没有形成,专家共识-#期望

今后有,专家共识-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或操作出台+根据

作者对
"%!#

份血样的对比分析认为!由于
9U9

与
9U97

敏

感性(特异性有差异#如果
9U9

阴性标本不做
9U97

会导致

部分患者漏诊#两者联合检测在
0.2

诊断中具有一定互补性#

可减少漏诊或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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