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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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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可为原发病灶也可继发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主

要特征为单核细胞浸润泪腺*涎腺等外分泌腺体及全

身其他器官'产生相应自身抗体'导致患者出现口咽

干燥等症状和体征&病理检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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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复杂'导致

早期诊断较为困难'治疗易被延误'患者的康复受到

影响&出现自身抗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典型标志'

对临床诊断*病情评估*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均有重

要价值'在患者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即可被检测到'为

早期诊断和治疗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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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可检测的

自身抗体种类已达百余种'其中自身抗核抗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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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类型
__

患者
"G"<

检测阳性率分析&

(

#

F

$(

检测项目
-__

$

(b2#

%

___

$

(b*H

%

!

$

I

-.G" '

$

'

%

$

$

*&%(

%

c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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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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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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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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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_M6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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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

'&$('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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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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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c #&'''

Q<3+G" $

$

$&)$

%

2

$

#(&$$

%

H&'*( '&'#*

核小体
#

$

#&*#

%

#'

$

$#&2*

%

#%&(*H

%

'&''#

组蛋白
'

$

'

%

#$

$

$H&'8

%

$'&H%8

%

'&''#

核糖体
-

蛋白
(

$

2&'*

%

#%

$

$)&$H

%

8&#8% '&'''

""

注!

c

表示该项使用
EK<I57

精确检验无
!

$值

?&@

"

"G"<

各项与
__

相关性的
6@

R

K<=KM

回归分

析
"

>/G-

"

_C

*

__"

*

__\

*

/@3($

*核小体*组蛋白及

核糖体
-

蛋白均为
__

的独立危险因素$

I

%

'&'(

%'

其中
__"

*

__\

及
/@3($

的相关性极高$

I

%

'&''#

%'

见表
%

&

表
%

""

"G"<

各项与
__

相关性的
6@

R

K<=KM<

回归分析

入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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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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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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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
-

蛋白
'&)8$ '&%H$ H&'2$ $&*'' #&$''

$

*&8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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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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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与
__

分型的
6@

R

K<=KM<

回归分析
"

>/G-

"

_C

*

_C

*

-[3_M6

*

Q<3+G"

*核小体*组蛋白及

核糖体
-

蛋白与
__

的类型有关$

I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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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与
__

分型的
6@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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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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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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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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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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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患者中女性占
8'F

'发病高峰年龄为
%'

$

*'

岁'也可见于中老年人群&国外的研究显示'普通人

群中
__\

抗体阳性率约为
#

"

#'''

'因而认为
__

是发

病率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我国

流行病学统计结果发现
__

患病率为
'&%%F

$

'&22F

'稍高于类风湿关节炎的
'&%F

$

'&*F

(

H32

)

&

__

的病因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大致相同'也是受

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诱导的复杂疾病&近年来'随着

环境污染加重和生活节奏改变'

__

的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

__

发病后'活动期和缓解期交替出现'因

缺少特效治疗方法'病情迁延难愈'可导致肾功能受

损等严重并发症'造成患者残疾甚至死亡&

__

患者

临床表现复杂多变'缺少特异性'早期诊断较为困难'

治疗容易被延误'因此积极探寻更加合理*有效的检

测方法用于
__

的早期诊断对治疗效果和改善预后均

具有重要意义(

)38

)

&

"G"

指以机体细胞核相关成分为靶抗原的自身

抗体'其常见作用位点包括核酸*组蛋白*磷脂以及各

种蛋白酶等物质'以及细胞质或细胞器中的部分成

分&因
__

发病主要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自身免疫功

能紊乱和自身抗体反应'

"G"<

检测作为临床常用靶

抗原确认实验'对
__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鉴

别具有重要作用(

#'3##

)

&本研究显示'

##2

例
__

患者

>/G-

"

_C

*

__"

*

__\

*

.!G-\

*

/@3($

*

_M632'

*

Z@3#

*

Q<3+G"

*核小体*组蛋白及核糖体
-

蛋白等
#'

项

"G"<

检测项目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

分析不同类型
__

患者
"G"<

检测结果发现'

-__

患

者
>/G-

"

_C

*

_C

*

"["3[$

*

-[3_M6

*

Q<3+G"

*核小

体*组蛋白及核糖体
-

蛋白阳性率均显著低于
___

患

者'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上述指标在
___

患者原发疾病

中可出现阳性表达'可在特定情况下用于
-__

和
___

的鉴别诊断&而
__"

*

__\

及
/@3($

在
##2

例
__

患

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H'&H)F

*

%'&22F

*

(H&*#F

'与

对照组比较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类型的
__

患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此
%

项指标对
__

诊断具有高度特异性'与陆欢平等(

#$

)的研究结果具有

一致性&

6@

R

K<=KM<

回归是医学研究中常用数学模型(

#%

)

&

本研究采用
6@

R

K<=KM<

回归分析了
"G"<

各项检测与

__

和
__

分型的相关性'发现
>/G-

"

_C

*

__"

*

__\

*

/@3($

*核小体*组蛋白及核糖体
-

蛋白与
__

均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而且以
__"

*

__\

*

/@3($

相关性最为

突出'其
/̂

值分别为
*&#HH

*

*&H''

和
(&#('

&

__"

*

/@3($

是由小分子
/"G

及相应蛋白组成的核糖核蛋

白颗粒'

__\

为小分子核糖核蛋白颗粒'其中
__"

和

/@3($

可在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现'其用于
__

诊

断的灵敏度较高'但特异性稍低于
__\

(

%

)

'本研究中

__

患者
__\

检测的阳性率仅为
%'&22F

'也证实了其

灵敏度较低而特异性较高的特点&进一步采用
6@

R

K<3

=KM<

回归分析研究各项
"G"<

检测指标与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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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G-

"

_C

*

_C

*

-[3_M6

*

Q<3

+G"

*核小体*组蛋白及核糖体
-

蛋白等指标与
__

的分类相关'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些指标在其他免疫性

疾病中呈阳性表达'而在
-__

和
___

患者中的表达水

平呈现明显差异'从而可有效鉴别
-__

和
___

&

A

"

结
""

论

""

综上所述'

"G"<

检测
#(

项指标中
__"

*

__\

及

/@3($

与
__

的相关性极高'

>/G-

"

_C

*

_C

*

-[3_M6

*

Q<3+G"

*核小体*组蛋白及核糖体
-

蛋白诊断
__

时

特异性较差'但在特定情况下与
__

的类型相关'可为

疾病的筛查*分类等方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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