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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环瓜氨酸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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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和抗角蛋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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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类风湿性

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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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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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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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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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免疫比浊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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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电化学发光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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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免疫荧光法#!比较
,

组间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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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试验联合检出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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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HK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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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能够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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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诊断率!具有较高的检

测灵敏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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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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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对称性*多关节*慢性反复发作

性的非特异性炎症为重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
O(

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阐明#而早期诊断和系统性治疗是防止关

节侵蚀和致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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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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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患者

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测#无法及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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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早

期诊断)近年来研究发现#抗环瓜氨酸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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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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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

断具有较高特异性#而且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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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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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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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临床表现常不典型#影像学指标敏感性较差)

通过实验室血清学指标对早期
O(

进行早期诊断是当前的研

究热点#目前研究较多的指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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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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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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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单独检测这些指标均有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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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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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依次为!

HOK

$

I!+&a

%*

OP

$

I&+1a

%*抗
HHK

抗体$

1,a

%*

(S(

$

$&+-#a

%#特 异 性 为 抗
HHK

抗 体 $

%1+,a

%*

(S(

$

%#+$a

%*

OP

$

1"+&a

%*

HOK

$

!&+"a

%)

OP

是一种非特异性

抗体#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却较差#其普遍存在于健康的老年

人*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患者体内#因此
OP

很难为

早期
O(

的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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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OP

的敏

感性仅次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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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炎症标志物#当机体发生感染*组织损伤和炎性疾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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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升高)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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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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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和发展#并与
O(

病变活动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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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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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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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佳的检测灵敏性#但特异性最差)

O(

患者免疫功能异

常#可产生大量自身抗体#免疫球蛋白显著身高#

HHK

浓度可

定量反映患者病情的动态变化#而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法测定患

者血清抗
HHK

抗体可显著提高
O(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有文献称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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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敏感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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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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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即可检测出抗
HHK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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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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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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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本质接近#临床意义类似#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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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它的出现常提示预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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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

检测灵敏性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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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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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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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弥补
OP

检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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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的
O(

检测指标虽然较

多#但均存在特异性和敏感性不足的问题#容易导致漏诊#因此

采取多种检测指标联用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中首先考察了
&

种指标分别联合使用的检测效果#

发现
OPd

抗
HHK

抗体联用具有最佳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该研

究结果提示#在有限条件下#

OPd

抗
HHK

抗体联合检测可最

大程度地检测
O(

)而对
$

项指标的联合检测中#

HOK

*

OP

*抗

HHK

抗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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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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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特异性和灵敏性#既避免了抗
HHK

抗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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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敏感性#又避免了
H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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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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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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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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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可有效检测
O(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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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的不同时期#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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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HK

抗体*

HOK

指标的浓度也

不相同)因此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细致地了解各项指标

浓度变化及其与疾病进展*预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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