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差异的原因+

由表
$

可见#临床用血浆血型种类与红细胞类血型基本相

同#各年度间
1

种血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但

临床血浆用量与红细胞相比#呈逐年增加趋势#一方面原因是

目前血浆价格相对较低#而临床清蛋白管理越来越严#临床存

在一定的滥用现象%另一方面是随着成分血的推广使用#血浆

成分对某些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好#用量随之增加+

由表
#

可见#各年度间
1

种冷沉淀在血型分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临床冷沉淀用量也呈逐年增加#这可能与

宜宾市各医院临床医生对冷沉淀在临床上治疗对出血性疾病

有明显疗效认识提高以及中心血站的积极宣传有关+

由表
1

可见#临床使用
-*

$

V

&阴性血
)(j

血型分布情况

各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1

种血型所占比例变化

较大#给临床供血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血站需建立
-*

$

V

&阴性稀有血型档案库#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将暂时采回

合格不用的
-*

$

V

&阴性血进行低温冷冻保存#以便为临床及

时提供+

由表
&

可见#临床用血小板血型种类与红细胞类,血浆血

型基本相同#随着宜宾市医疗水平提高和临床医生对血小板在

救治患者方面作用的认识#单采血小板成分的使用量逐年加

大#各年度
)(j

血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因

此#在无偿献血的基础上#大力宣传无偿成分献血#成立无偿单

采成分血队伍尤为重要#以便满足临床单采血小板的供应+

综上所述#人类
)(j

血型在临床用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国内外学者研究提示#血型与某些疾病还具有关联性)

1

*

+

因而详细掌握本地区临床用血的
)(j

血型分布情况#有助于

血站献血办和采血科制定合理的采供血计划#充分利用宝贵的

血液资源#防止某种血型偏型造成临床供血困难和减少血液浪

费#更好地为临床,为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

"

* 彭德仁
%

中国汉族入
)(j

血型分布)

^

*

%

中国输血杂志#

"88"

#

1

$

"

&!

$"%

)

$

* 李永福
%

韶关地区
$''$

"

$'':

年临床用血
)(j

血型分

布分析)

^

*

%

现代医院#

$''6

#

6

$

&

&!

"":,""6%

)

#

* 郭俊文#刘培贤
%

晋中市
$''&

"

$''8

年临床用血
)(j

血

型分析)

^

*

%

临床医药实践#

$'""

#

$'

$

#

&!

$"',$"$%

)

1

* 汪承勇#肖维品
%:#:

例盆腔炎患者
)(j

血型分布)

^

*

%

检

验医学与临床#

$'""

#

9

$

:

&!

6#",6#$%

$收稿日期!

$'"","$,$1

&

:

项指标在自身免疫性肝炎中的临床价值

张
!

玲!陈美才!吴丽华!韦丽丽!肖
!

晗!李
!

玲!李云珍!吴玲利!颜若琳!陈
!

波"广州金域医学

检验中心免疫室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抗核抗体"

)Z)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
$

抗体"

)W),$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5]W,"

%'抗平

滑肌抗体"

)OW)

%'抗肝溶质抗原
"

型抗体"

5!,"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抗体"

O5)

(

5.

%在自身免疫性肝炎

"

)PQ

%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探讨其在自身免疫性肝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
)PQ

患者
1&

例'系统性红斑

狼疮患者
$'

例'健康对照组
$'

例!

)OW)

'

)Z)

采用德国欧蒙试剂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5]W,"

'

O5)

(

5.

'

)W),$

'

5!,"

采用欧蒙试剂用免疫印迹法检测&结果
!

)Z)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1%&97

'

$&%9"7

!

)OW)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1'%''7

'

&6%6&7

!

5]W,"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

为
'%''7

'

'%''7

&

5!,"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67

'

"''%''7

!

)W),$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

异性分别为
1:%''7

'

19%8'7

!

O5)

(

5.

在
)PQ

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1%1&7

'

"''%''7

&结论
!

5!,"

'

O5)

(

5.

是诊断
)PQ

的最特异的生物学指标!

)OW)

对诊断
)PQ

具有很好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Z)

在
)PQ

中是

一个很好的筛查指标!

5!,"

'

O5)

(

5.

'

)W),$

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对
)PQ

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关键词#

!

抗线粒体亚型$

!

抗平滑肌抗体$

!

抗肝溶质抗原
"

抗体$

!

自身免疫性肝病

!"#

!

$%&'()(

"

*

&+,,-&$)./0(122&/%$/&$%&%2S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9,'$

!!

自身免疫性肝炎$

)PQ

&是一组原因不明的肝脏慢性炎性

反应#伴血清自身抗体,高丙种球蛋白血症,肝脏慢性纤维化等

组织学改变的反应性肝病#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细胞因子,

免疫细胞,遗传背景,免疫调节网络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导

致肝细胞损伤+免疫抑制剂能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但如果不

能正确诊断,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进展最终导致肝硬化,肝功

能衰竭#因而早期诊断与治疗是关键+本文对送本中心检测的

)PQ

患者进行了抗核抗体$

)Z)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

5]W,

"

&,抗肝溶质抗原
"

型抗体$

5!,"

&,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

抗体$

O5)

"

5.

&,抗平滑肌抗体$

)OW)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
$

抗体$

)W),$

&等指标的联合检测与分析#探讨这
:

项指标在

自身免疫性肝炎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统计本中心送检的
1&

例诊断为
)PQ

患者的

血清检测结果#其中男
"9

例#女
$6

例#年龄
1'

"

6'

岁+统计

本中心送检的
$'

例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O52

&患者的血清

检测结果#其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1'

岁+健康对照组

$'

例#为送本中心送检的健康人血清+

$%/

!

方法
!

)OW)

,

)Z)

采用德国欧蒙试剂用间接免疫荧光

法检测%

5]W,"

,

O5)

"

5.

,

)W),$

,

5!,"

采用欧蒙试剂用免疫

印迹法检测+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9

检验或
'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

种抗体在
O52

,

)PQ

及健康对照组中的阳性率
!

见表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5CLW?>!AF3

!

WC

D

$'"$

!

Y=A%8

!

Z=%"'



"

+由表
"

可见#

)Z)

,

5]W,"

,

5!,"

,

O5)

"

5.

,

)OW)

,

)W),

$

在
)PQ

患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1%&97

,

'%''7

,

:%:67

,

1'%''7

,

1:%''7

,

1%1&7

#除
)Z)

与
5]W,"

外#其他项目的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Z)

在
)PQ

及
O52

组中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具

有显著性差异#可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筛选指标#

5]W,"

在
)PQ

及
O52

和健康对照组中的阳性率均为
'%''7

#

无明显差异+

表
"

!

:

种抗体在
O52

*

)PQ

及健康对照组中的阳性结果(

,

&

7

')

组别
, )OW) )Z) 5]W," 5!," )W),$ O5)

"

5.

)PQ

组
1& "9

$

1'%''

&

#"

$

:1%&9

&

'

$

'%''

&

#

$

:%:6

&

$$

$

1:%''

&

$

$

1%1&

&

O52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健康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指标在
)PQ

中的特异性
!

:

项指标特异性分别是

)OW)&6%6&7

$

$:

"

1&

&#

)Z) $&%9"7

$

9

"

#"

&#

5]W,"

'%''7

$

'

"

'

&#

5!,""''%''7

$

#

"

#

&#

)W),$19%87

$

$$

"

1&

&#

O5)

"

5."''%''7

$

$

"

$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

5!,"

与

O5)

"

5.

对
)PQ

的诊断最具特异性#其特异性为
"''%''7

#

)OW)

对
)PQ

的特异性次之#特异性为
&6%6&7

#

)Z)

,

5]W,"

对
)PQ

的诊断不具有特异性+

'

!

讨
!!

论

)PQ

为慢性免疫性肝病#多好发于中青年女性#其基本病

理改变为肝小叶周围区有碎屑坏死#亦可伴有桥样坏死#其间

有明显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呈肝内小管无损伤的征

象#自身抗体的产生是
)PQ

患者的主要特点之一)

"

*

+本研究

中#

)OW)

,

)W),$

及
)Z)

在
)PQ

中的阳性率与健康对照

组中的阳性率有明显差异#可作为
)PQ

的筛查指标#而
5!,"

与
O5)

"

5.

在
)PQ

中的特异性为
"''%''7

#可作为
)PQ

较

好的特异性指标#但其在
)PQ

中的阳性率不高#若单凭这
$

项

项来检测#容易漏诊#需与其他项目联合检测#以提高灵敏度与

特异性+

)OW)

通常是指抗微丝抗体$肌动蛋白为主&,抗微管抗

体$微管蛋白为主&,抗中间丝抗体$主要是波形蛋白,细胞角蛋

白和结蛋白&和肌动蛋白抗体#在
)PQ

中#

)OW)

的主要靶抗

原为
_

肌动蛋白#与肝细胞质膜有密切关系#是
P

型
)PQ

的特

异性指标)

$

*

+从本文的研究发现#

)OW)

在
)PQ

中的阳性率

为
1'%''7

#而其在健康人群中的阳性率为
'%''7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可作为
)PQ

的筛查指标+本文研究中还发现#

)O,

W)

在
)PQ

中的特异性有
&6%6&7

#对
)PQ

的诊断与治疗具

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Z)

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抗体#它可见于多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在健康老年人中也可见低滴度的抗核抗体)

#

*

+在本文的

研究中发现#

)Z)

在
)PQ

中的阳性率为
:1%&97

#但特异性

只有
$&%9"7

#充分证明了
)Z)

在
)PQ

中不具有高的特异

性+

)Z)

在
O52

中的阳性率为
"''%''7

#可作为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一项初筛指标#但对于
)PQ

的诊断#

)Z)

没有优越性+

5]W,"

的靶抗原是细胞色素
.1&'

%

V:

#是一种药物代

谢酶#可代谢
$&

种常用药物#包括
,

阻断剂,抗心率失常药,抗

忧郁药,抗高血压药等#

5]W,"

是
%

型
)PQ

的标志性抗体#在

诊断及其鉴别诊断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

+本研究结果表明#

5]W,"

在
)PQ

中的阳性率为
'%''7

#这有可能与选取的

)PQ

患者有关系#有可能这组患者均为
)PQ

(

型患者+

O5)

"

5.

是
)PQ

最特异的指标#虽然它的阳性率只有

"'%''7

"

#'%''7

#但其阳性预示值几乎为
"''%''7

)

#

*

+本

研究结果表明#

O5)

"

5.

在
)PQ

中的阳性率远远低于文献报

道#只 有
1%1&7

#但 其 阳 性 预 示 值 与 文 献 报 道 一 致#为

"''%''7

+由此说明
O5)

"

5.

是
)PQ

最特异的指标#但其阳

性率太低#需与其他项目联合检测以提高阳性率或寻其更敏感

的检测
O5)

"

5.

方法以提高
)PQ

的诊断敏感性+

5!,"

是目前认为的第
$

种
%

型
)PQ

标志性自身抗体#

5!,"

是肝特异性胞浆蛋白#其靶分子目前认为是亚氨甲基转

移酶
,

环脱氨基酶$

__!V

&#

__!V

是叶酸代谢中的一个多聚双

功能酶#抗
5!,"

的滴度与
)PQ

的活动度有关#提示它可能参

与了
%

型
)PQ

的发病机制#可作为
)PQ

局部肝细胞炎症的一

种标记)

1

*

+本文的研究表明#

5!,"

在
)PQ

中的阳性率为

:%:67

#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在
)PQ

中的特异

性为
"''%''7

#可作为
)PQ

的特异性指标#但其阳性率太低#

需与其他项目联合检测以提高
)PQ

的诊断敏感性+

)W),$

是
"88&

年
(?K

/

等根据在线粒体膜上存在的能与

)W)

反应的
8

种线粒体自身抗原#将
)W)

分为
8

种亚型

$

)W) W"

"

W8

&#不同的亚型其临床意义存在差异#其中与原

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最相关的是
W$

亚型抗体+本研究结果表

明#

)W),$

在
)PQ

中的阳性率为
1:%'7

#

)W),$

在
)PQ

组

中与健康对照组中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作为
)PQ

的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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