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推荐胶体金法)

综上所述#胶体金法在临床实验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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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2U+!T

抗体在特发性膜性肾病成年患者中的检测效果

李如粉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人
Q

型磷脂酶
+!

受体"

2U+!T

$抗体在特发性膜性肾病"

RQW

$成年患者中的检测效果%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住院且肾活检明确诊断的
RQW

成年患者
L-

例"其中
(

期
!.

例!

+

期
.L

例!

,

期
!'

例$为
RQW

组!非特发性膜性肾病"

WRQW

$患者
6L

例为
WRQW

组!另选取本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成年人
'%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间接荧光

免疫法"

RR1

$检测
.

组血清中
2U+!T

抗体水平!观察抗体荧光强度并对其与
RQW

组病理分期&

!'A

尿蛋白定量"

!'A2Ta

$&胱抑

素
)

"

)

H

=)

$&血清清蛋白"

+UN

$&血尿素氮"

NSW

$&血肌酐"

)B

$等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RQW

组阳性率为
&%#-6\

!

WRQW

组&

对照组均为阴性!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RQW

组抗体阳性率随病理
(!,

期!呈现递增趋势"

(

期为
.6#".\

!

+

期

为
L"#-&\

!

,

期为
L.#..\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RQW

组与
WRQW

组
!'A2Ta

&

+UN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与对照组相比!

RQW

组各肾功能指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2U+!T

抗体可作为
RQW

的

特异性指标!有利于成人
RQW

的鉴别诊断%

关键词"

2U+!T

抗体#

!

RQW

#

!

成人#

!

诊断作用#

!

联合检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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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5%.

!!

特发性膜性肾病$

RQW

&是成人肾病综合征最常见的病理

类型之一#占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
.%\

#本病临床表现轻重不

一#预后差别较大#中老年患者多见#

"%\

!

'%\

患者
"%

年后

可发展为终末期肾病'

"5!

(

)然而关于
RQW

的发病机制至今尚

不清楚'

.

(

)目前#

RQW

的诊断仅依赖于肾活检病理检查#但该

方法存在很多问题#如穿刺部位易受感染#手术价格昂贵等#致

其临床可行性受限'

'5-

(

)

!%%6

年#

N<0[

等人在肾脏首次发现人

Q

型磷脂酶
+!

受体$

2U+!T

&#并证实
2U+!T

是本病的重要

靶抗原#检测到血清抗
2U+!T

抗体在
RQW

患者中阳性率达

&%\

'

$

(

)至今#在国内少见相关研究的报道'

&

(

)本研究旨在探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讨
2U+!T

抗体在成人
RQW

中的诊断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住院

且肾活检明确诊断的
RQW

成年患者
L-

例为
RQW

组#非特发

性膜性肾病$

WRQW

&患者
6L

例$其中肿瘤相关膜性肾病
"L

例#狼疮相关膜性肾病
"%

例#

R

?

+

肾病
!$

例#乙肝相关膜性肾

病
!%

例#过敏性紫癜性肾病
!'

例&作为
WRQW

组#另选取来

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成年人
'%

例作为对照组)

RQW

组

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M-#$&

&岁%

WRQW

组患者年

龄
.'

!

$.

岁#平均$

'-#%!M&#.-

&岁%对照组患者年龄
.-

!

-6

岁#平均$

'%#.-M-#&L

&岁)

.

组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此研究及所有有肾活检组织的采集均经患者知

情同意)

$#/

!

研究方法
!

本研究所纳入的所有病例均未长期使用激素

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所有入组对象早晨空腹采集静脉血#离心

机
.-%%B

"

G9:

低温离心
"%G9:

#分离血清#并收集
!'A

尿液)

肾活检组织当日应用间接荧光免疫法$

RR1

&检测
RQW

组*

WRQW

组及对照组肾组织
2U+!T

抗体)观察抗体荧光强度

并对其与
RQW

组病理分期*

!'A

尿蛋白定量$

!'A2Ta

&*胱

抑素
)

$

)

H

=)

&*血清清蛋白$

+UN

&*血尿素氮$

NSW

&*血肌酐

$

)B

&做相关性性分析)

$#'

!

观察的指标

$#'#$

!

2U+!T

抗体检测
!

检测时使用中佳
()5!-"LT

台式

高温离心机#富士公司
d

光胶片#检测
RQW

组*

WRQW

组及对

照组
2U+!T

抗体阳性率)

$#'#/

!

一般资料及肾功能指标检测
!

检测采用日本日立

&$%%5"%%

生化分析仪#检测指标是
RQW

组*

WRQW

组及对照组

的
!'A2Ta

*

)

H

=)

*

+UN

*

NSW

*

)B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HM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采用
2<@B=8:

做相关性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血清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比较
!

研究结果

显示#

RQW

组患者肾活检组织血清中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

明显大于
WRQW

组患者#

WRQW

组患者
2U+!T

抗体均呈阴

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RQW

组抗体荧光

强度大于等于
"m"%

#

WRQW

组小于
"m"%

同时
RQW

组血清

中
2U+!T

抗体阳性率随临床病理分期加重呈现递增趋势

$

"4%#$6&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表
"

!!

.

组患者血清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比较

组别
总例数

$

,

&

阳性例数

$

,

&

阳性率

$

\

&

荧光强度

$

"m"%

'

"m"%

RQW

组
L- $% &%#-6 !- $%

WRQW

组
6L % %#%% 6L %

对照组
'% % %#%% '% %

!

!

-#%!' -#.L"

! %#%!- %#%!"

/#/

!

RQW

组与
WRQW

组患者
!'A2Ta

和
+UN

水平比

较
!

RQW

组与
WRQW

组
!'A2Ta

*

+UN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其中
RQW

组抗体荧光强度大于等于
"m"%

#

WRQW

组抗体荧光强度小于
"m"%

)见表
.

)

表
!

!!

RQW

组血清中抗
2U+!T

抗体与病理分期相关性

组别
,

阳性率$

\

&

荧光强度

$

"m"%

'

"m"%

(

期
!. .6#". "' 6

+

期
.L L"#-& & ."

,

期
!' L.#.. ' !%

!

!

'#L&$ -#%!"

! %#%.! %#%!-

表
.

!!

RQW

组与
WRQW

组患者
!'A2Ta

和
+UN

水平比较

组别
, !'A2Ta

$

?

&

+UN

$

?

"

U

&

RQW

组
L- .-!"#%%M"&-.#%% !"#$LM'#$.

WRQW

组
6L .-!6#%%M"&$"#%% !!#%"M'#&-

: "#!!' %#L&-

! %#&6. %#6-!

/#'

!

RQW

组与对照组各肾功能指标对比
!

与对照组相比#

RQW

组各肾功能指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荧光强度与
)

H

=)

*

)B

和
NSW

均呈正相关$

"4%#&&6

#

%#&L.

#

%#&$L

%

!

$

%#%-

&#其中
RQW

组抗体荧光强度大于

"m"%

#对照组抗体荧光强度小于
"m"%

)见表
'

)

表
'

!!

RQW

组与对照组各肾功能指标对比

组别
, )

H

=)

$

G

?

"

U

&

)B

$

*

G8C

"

U

&

NSW

$

GG8C

"

U

&

RQW

组
L- "#%!M%#!' $6#$M"&#"" '#%!M"#!"

对照组
'% %#&'M%#"! '.#--M$#L. -#."M"#%'

: !#66" .#$$! !#%'.

! %#%%6 %#%%% %#%.'

'

!

讨
!!

论

RQW

是引起成年人大量蛋白尿的最常见病因#可达

!%\

!

.%\

#在老年人中更高#达
-%\

#部分患者可自发性缓

解#但部分经治疗缓解的患者仍可能复发'

L

(

)研究表明积极治

疗能有效缓解蛋白尿#改善肾脏存活率'

65"%

(

)近
-

年
RQW

研

究出现重大突破#在肾脏首次发现
2U+!T

#研究显示
RQW

患

者中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约为
&-\

'

""5"!

(

)本研究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为
&%#-6\

#与报道文献相符)

本研究采用
RR1

法检测
.

组研究对象血清中
2U+!T

抗体

水平#观察抗体荧光强度与
RQW

组病理分期*

!'A2Ta

*

)

H

5

=)

*

+UN

*

NSW

*

)B

等指标的相关性)

.

组对象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其进行肾功能相关指标比较)研

究结果表明
RQW

组
2U+!T

抗体阳性检出率为
&%#-6\

#而

WRQW

组*对照组均为阴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这和最近几年关于
2U+!T

抗体在
RQW

成年患者相关性的研

究结果相似'

".5"'

(

)

RQW

组抗体阳性率随病理分期
(!,

期呈

现递增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前人研究不

同'

"-

(

#确定了
2U+!T

抗体可作为体外诊断
RQW

病理的特异

性指标#有利于成人
RQW

的鉴别诊断)

RQW

组
2U+!T

抗体

荧光强度较
WRQW

组强#

RQW

组各肾功能指标亦显著升高#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2U+!T

抗体的指示意义更加明显)因此#可以认为
2U+!T

抗体对于确诊的
RQW

患者以及准确指示可能进展至终末期肾

病的高危患者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缺点在于样本量较小#检测的技术手段的不精

确#导致
2U+!T

抗体阳性率无法达到
"%%\

)研究结果表明

抗体阳性率与病理分期具有相关性#随分期有递增趋势#与前

人研究不同#应进一步做调查分析)

综上所述#

2U+!T

抗体对于及早确诊
RQW

患者以及准确

指示可能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高危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且方法具有无创性#不易感染#是一种安全的*可操作的临床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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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动脉介入溶栓对心源性脑栓塞患者的疗效及生存质量分析

周福宜"

!谭燕萍!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朝阳医院)

"#

老年康复科#

!#

药剂科
!

-!L%%%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心源性脑栓塞"

)),

$患者接受不同治疗方式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患者
"%%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颅内降压&脱

水&营养支持&改善脑循环等基础治疗措施!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机械辅助动脉溶栓
e

肝素钠!对照组给予尿激酶静脉溶栓并配

合依诺肝素皮下注射%测定患者治疗前
"

周&治疗后
"

周&治疗后
'

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WR(OO

$&格拉斯哥昏迷量

表"

3)O

$得分!并在治疗
$

个月时对患者进行
N@B>A<C

指数量表"

NR

$评价!同时对患者治疗后
"

年病死率进行追踪%结果
!

治疗

后不同时点!两组患者
WR(OO

得分均低于治疗前!且以治疗
"

个月后的分数最低!而
3)O

测定分值均高于治疗前!且得分最高的

是治疗后
"

个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WR(OO

得分均低于治疗后同期对照组水平!而
3)O

得分较对照组

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颅内出血发生率观察组为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L#%%\

#脑血管再通率观察组

为
&L#%%\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经过溶栓治疗后!

$

个月测定两组
NR

优良率!观察

组达
&L#%%\

!远高于对照组的
'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

年病死率统计显示观察组为
"!#%%\

!对照组为

!%#%%\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由于具有较好的脑梗塞血管再通率!并对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具有良好

预期!促使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条件允许时可优先使用机械辅助动脉溶栓配合肝素钠治疗
)),

%

关键词"心源性脑栓塞#

!

动脉溶栓#

!

静脉溶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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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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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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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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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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