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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类风湿关节炎"

BP

#是一种致畸性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本实验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
$

''C

#和类风湿因子"

B#

#对
BP

的诊断作用%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抗
$''C

!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检

测
B#

%结果
!

LH)

例
BP

患者抗
$''C

和
B#

阳性率分别为
MLDGY

$

MHD(Y

&

%A(

例非
BP

患者抗
$''C

和
B#

阳性

率
(D)Y

$

%AD%Y

&抗
$''C

和
B#

对
BP

诊断的灵敏度分别为
MLDGY

$

MHDFY

!特异性分别为
FHY

$

HGDFY

!二者联合

时特异性达到
FODGY

%结论
!

抗
$''C

在
BP

诊断中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二者联合能极大地提高
BP

诊断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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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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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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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是一种常见的

致畸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K

@

8

型类风湿因子&

,+2507=-/4?7*$

=-,

#

B#

'是
BP

诊断标准中唯一的血清学指标+

%

,

#但特异性较

差*有研究表明抗环瓜氨酸化蛋白肽抗体&抗
$''C

'对
BP

具

有很高的特异性+

(

,

*

BP

是一种常见病#发病
(

年内即可出现

不可逆性的骨关节破坏+

L

,

#目前对
BP

诊断标准主要依赖于临

床表现)

g

线及
B#

检测#这些都不利于
BP

的早期诊断+

G

,

*

因此#探索早期诊断
BP

指标十分重要*抗
$''C

是环状聚丝

蛋白多肽片段#对
BP

有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诊断
BP

新的血清标志物+

A

,

*本研究通过检测
BP

患者血清中抗
$''C

和
B#

#探讨二者联合检测对
BP

的诊断作用*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研究对象
!

临床确诊的
BP

患者
LH)

例#男
%O%

例#女

()F

例#年龄
%M

#

OA

岁#均符合
%FHO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修订

的
BP

诊断标准#

B#

阳性患者
(AF

例*非
BP

患者
%A(

例#男

HO

例#女
MA

例#年龄
%A

#

O(

岁#包括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系统

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系统性硬化症)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等*对

照组
%L(

例#男
HO

例#女
MA

例#年龄
((

#

AM

岁#来自本院中心

健康体检者*

DDE

!

方法
!

抗
$''C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法#

试剂由上海富纯生物公司提供#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B#

由

>W'c8WT'JX9!WB

公司提供的原装试剂盒并在
K8$

8P"W

系统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抗
$''C

%

(AX

"

9

为阳性*

DDF

!

统计学方法
!

用
&C&&%)D)

统计软件进行卡方检验*

E

!

结
!!

果

LH)

例
BP

患者抗
$''C

阳性
(G%

例#阳性率
MLDGY

(

B#

阳性
(AF

例#阳性率
MHD(Y

(

%A(

例非
BP

组抗
$''C

阳性
L

例#阳性率
(D)Y

(

B#

阳性
(L

例#阳性率
%AD%Y

(

%L(

例健康

体检者抗
$''C

阳性
%

例#阳性率
)DHY

#

B#

阳性
L

例#

B#

阳

性率
(DLY

*抗
$''C

和
B#

及二者联合对
BP

诊断的灵敏度

和特异性结果#见表
%

*

表
%

!

抗
$''C

*

B#

联合检测在
BP

诊断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项目
BP

组

(

阳性数 灵敏度
Y

特异性
Y

非
BP

组

(

阳性数

对照组

(

阳性数

抗
$''C LH) (G% MLDG FHD) %A( L %L( %

B# LH) (AF MHD( HGDF %A( (L %L( L

-

%%M(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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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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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抗
$''C

*

B#

联合检测在
BP

诊断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项目
BP

组

(

阳性数 灵敏度
Y

特异性
Y

非
BP

组

(

阳性数

对照组

(

阳性数

抗
$''C

"

B# LH) (MG MFDA H(DF %A( (M %L( G

抗
$''C_B# LH) %HA GHDO FODG %A( G %L( %

!!

注!抗
$''C

"

B#

表示抗
$''C

或
B#

阳性(抗
$''C_B#

表示
(

项均为阳性*

F

!

讨
!!

论

BP

是一种致畸性很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易致劳动力丧

失和身体残疾#因此#早期诊断
BP

非常重要*目前对
BP

诊

断主要依赖于临床表现和
B#

检测#但
BP

患者中
B#

阳性率

为
AAY

#

H)Y

*同时#健康人群)各种感染性疾病)其他自身

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等患者中也可检出
B#

#

B#

特异性不高+

M

,

*本研究中#

B#

在
BP

组中阳性率为

MHD(Y

#非
BP

组中阳性率
%AD%Y

#健康体检组中阳性率

(DLY

#同前人研究结果相似+

M

,

*近年来陆续发现抗角蛋白抗

体)抗核周因子抗体)抗聚角蛋白微丝蛋白抗体对
BP

有较高

的特异性+

O

,

*用
W9K&P

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抗
$''C

具有优

越性#对
BP

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K

@

"$

抗
$''C

在
BP

早期就能出现#可用于早期诊断
BP

*资料显示#在
BP

中#抗
$''C

敏感性为
A)Y

#

OAY

#特异性为
HAY

#

FHY

#尤其

有利于
B#

阴性和临床症状不典型患者诊断+

H

,

*在本研究中#

抗
$''C

在
BP

组患者中的灵敏度为
MLDGY

#特异性为
FHD)Y

#

与对照组相比有很高的特异性*

抗
$''C

和
B#

作为诊断
BP

的血清指标#有着不同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当两者联合检测时可极大地提高
BP

诊断的准

确性*本研究显示#二者联合检测
BP

以其中一项为阳性#敏

感性为
MFDAY

#

(

项均阳性特异性为
FODGY

#较单一指标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有助于
BP

患者的准确诊断和

及时治疗#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F$%)

,

#可用于
BP

早期

诊断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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