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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

7R7

%传统定义为抗细胞核抗原成分的自身抗

体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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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
7R7

靶抗原的认识

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细胞)因此#现代的
7R7

泛指抗细胞内所

有抗原成分的自身抗体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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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7

无器官和种属特异

性#主要存在于外周血中#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7YQ

%患者外周

血中可检出高滴度的
7R7

)临床主要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

YYS

%和线性免疫印迹法$

8Y7

%进行
7R7

及
7R7

谱$

7R7B

%

检测)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

例疑似或确诊
7YQ

患者

YYS!7R7

*

8Y7!7R7B

检测结果#旨在探讨两种检测方法的临

床应用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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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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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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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本

院诊治的疑似或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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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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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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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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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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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f-;@

%岁)

@;A

!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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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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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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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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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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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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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标本)严格按照
YYS

法
7R7!Y

H

X

检测试

剂盒和
8Y7

法
7R7B!Y

H

X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血清

7R7

*

7R7B

检测)结果判读参照试剂盒说明书)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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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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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包括抗核糖核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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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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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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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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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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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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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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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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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阳性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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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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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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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结果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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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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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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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检测结果一致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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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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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7B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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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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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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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检测结果对比分析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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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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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Q

是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机体自身免疫应答失

控#反应过度#直接或间接破坏自身组织#并引起相应器官病变

或临床症状的一类疾病'

*

(

)

7YQ

潜伏期较长#没有器官特异性

和种属特异性#临床表现多样#诊断较为困难)自身抗体是

7YQ

的重要标志物#因此
7R7

和
7R7B

检测是
7YQ

诊断*鉴

别诊断*病情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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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确认及疑似
7YQ

患者
7R7

和
7R7B

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及一致性)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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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变现为两种以上
7R7

核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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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表现为

7R7B

多项同时阳性)核颗粒型多为粗细混合型#很难完全分

开#因 此 统 一 命 名 核 颗 粒 型)女 性 患 者
7R7

阳 性 率

$

*>;*:]

%高于男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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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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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患

者
7R7

阳性率也表现不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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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阳性率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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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次之#

'

-,

岁组患者最低#提示
7R7

阳性具有明

显的年龄与性别特点)老年患者阳性率较高#但常表现低滴度

的颗粒型#而健康老年人或其他非结缔组织病患者外周血中也

可检出低滴度
7R7B

#与类似研究报道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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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数

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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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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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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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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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常见&

8Y7

法
7R7B

检测结果检出阳性
.):

例$

->;),]

%#

出现比例较高的为抗
66!5

抗体*抗
(#!>+

抗体和抗
66!7

抗

体)

7R7

检测阳性率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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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相近#但高于高仕萍等'

.

(

的研究#可能与受检人群组成不同有关#高仕萍等'

.

(的研究对

象包括部分体检人员#阳性率较低#而本研究纳入研究对象均

为临床就诊患者#且
:,

岁患者较多#占比为
-:;,@]

)

YYS

法

检测阳性率略高于
8Y7

法#二 者 检 测 结 果 一 致 率 达 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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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YYS

法检测结果阳性而
8Y7

法检测结果

阴性#

>)

例标本
8Y7

检测结果阳性而
YYS

法检测结果阴性)

7R7

检测结果为阳性#而
7R7B

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能是由

于
7R7

不仅与
7YQ

有关#还存在于许多慢性疾病$如慢性肝

炎*肝硬化%和部分肿瘤$肺癌*骨髓瘤*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中'

@

(

)高仕萍等'

.

(认为
7R7

检测结果为阴性#而
7R7B

检测

结果为阳性#可能是由于患者处于疾病早期阶段#

7R7

水平较

低#难以检出#也有可能是由于患者经治疗后病情缓解#

7R7

含量下降)也有学者认为#临床常用
7R7

检测试剂所检测的

抗体类型为
Y

H

X

#但
7R7

还有
Y

H

Q

*

Y

H

T

#因此存在假阴性结

果'

@

(

)本研究结果表
*

数据显示#一种
7R7

荧光核型可表达

为多种特异性
7R7B

阳性#而一种特异性
7R7B

也可表现出

一类或几类
7R7

荧光核型)其中#核颗粒型多为抗
66!5

抗

体*抗
(#!>+

抗体*抗
66!7

抗体阳性#两种及两种以上核型多

为抗
66!5

抗体*抗
(#!>+

抗体*抗
&(R4

抗体阳性#核均质型

多为抗
66!5

抗体*抗
(#!>+

抗体*抗组蛋白抗体阳性#与类似

研究报道稍有差别#可能与研究对象中的
7YQ

患者构成比例

不同有关'

),

(

)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
7R7

和
7R7B

可提高阳性检出率#

增加检测结果特异性#对
7YQ

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有较大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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