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尖端位置要位于上腔静脉下端'处理!对已形成静脉血栓的

患者#尽量卧床休息#抬高患肢#患肢不要做剧烈运动#以免栓

子脱落引发严重并发症#肿胀部位可用
-".

硫酸镁湿敷#必要

时用弹力绷带包扎'遵医嘱应用抗凝药和溶栓药'

XG''

是一种安全*方便*有效*易掌握的静脉穿刺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开展
XG''

置管技术#不仅解决了患者反复

穿刺的痛苦#保护外周静脉#避免化疗药物的外渗及高渗药物

对外周血管的损害#同时也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而且操作简

单*直观'但
XG''

术也存在很多并发症#因此#需要加强护理

人员对
XG''

术及并发症的掌握#重视对患者的宣教#严格规

范置管护理操作'同时#护理人员需随时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护

理#并不断探索与发现各种并发症发生的原因*预防和处理#从

而将并发症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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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自身抗体测定的结果分析

王爱莉

"山东省青岛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0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自身抗体测定对诊断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临床意义"

6G%

$%方法
"

采用免疫荧光法对
,)

例
6G%

患者与

+)0

例非
6G%

患者进行自身抗体检测%结果
"

,)

例
6G%

患者与
+)0

例非
6G%

患者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

%

6G%

各型的检测结果显示!

$

型患者与
6R6

&

&P6

和
6R'6

相关!

%

型患者与
O\P

相关!

&

型患者与
&O6

和
6R'6

相

关%结论
"

血清自身抗体的检测对诊断&治疗和阻止
6G%

的发生有重要作用!对提高
6G%

在临床上与其他肝病鉴别诊断和治疗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肝炎抗原'

"

自身抗体'

"

结果分析

!"#

!

+"/#,0,

"

1

/2334/+0$#5!+#"/)"++/++/"!*

文献标识码"

S

文章编号"

+0$#5!+#"

"

)"++

$

++5+)!"5")

""

自身免疫性肝炎$

6G%

%是
+

组病因不明*伴有明显的自身

免疫现象*以炎性坏死为主要病理改变的慢性肝脏疾病'免疫

抑制疗效好#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疾病将不断发

展#转变成肝硬化#患者最终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

)

'因而#早

期*准确的诊断对挽救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显得

尤为重要'现应用免疫荧光法对
,)

例
6G%

患者及
+)0

例非

6G%

患者进行了自身抗体检测#并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
6G%

患者及
+)0

例非
6G%

患者均为本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病例#诊断符合
)"")

年美

国肝病学会$

66&OT

%指南'

,)

例
6G%

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其中
6G%5

$

型患者
-*

例#

6G%5

%

型患

者
)#

例和
6G%5

&

型患者
++

例(

)

)

'

,)

例
6G%

患者所查各项

病毒感染指标$包括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指标%均为阴

性#但肝功能指标持续异常'

+)0

例非
6G%

患者分别为肝硬

化
)-

例#乙肝
!0

例#丙肝
#!

例#戊肝
)+

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对照组
0"

例均为本院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A

"

方法
"

检测核抗体$

6R6

%*平滑肌抗体$

&P6

%*线粒体

抗体$

6P6

%*心肌抗体$

%Z6

%*骨骼肌抗体$

6&6

%*胃壁细胞

抗体$

X'6

%*双链
TR6

抗体$

F35TR6

%*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

$

6R'6

%*肝肾微粒体抗体$

O\P

%*可溶性肝抗原$

&O6

%等自

身抗体的试剂盒由德国欧蒙公司生产#严格按试剂说明及

&JX

标准文件进行操作'采集患者及对照组空腹静脉血
!

EO

#离心后分离血清检测'

@/B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均采用
&X&&++/-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A

"

结
""

果

A/@

"

,)

例
6G%

患者与
+)0

例非
6G%

患者的
6R6

*

&P6

及

6R'6

检出率比较结果显示#

6G%

阳性数最高的为
6R6-*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4<IO@8P9F

!

IB?

L

)"++

!

Q7?/#)

!

R7/++



例$

-*

"

,)

%#阳性率为
0#/+.

&其次为
&P6

阳性
-0

例$

-0

"

,)

%#阳性率
0"/+.

&再次为
6R'6

阳性
-#

例$

-#

"

,)

%#阳性率

-$/0.

'非
6G%

患者
6R6

阳性
+#

例$

+#

"

+)0

%#阳性率

$/,.

&

&P6

阳性
*

例$

*

"

+)0

%#阳性率
0/#.

&

6R'6

阳性
)

例$

)

"

+)0

%#阳性率
+/0.

'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

'

A/A

"

6G%

各型检测
"

6R6

*

&P6

*

6R'6

*

PXJ

*

O\P

和

&O6

等抗体的结果表明#

6G%5

$

型患者与
6R6

*

&P6

和
6R5

'6

相关&

6G%5

%

型患者与
O\P

相关&

6G%5

&

型患者与
&O6

和
6R'6

相关#详见表
+

'

表
+

""

6G%

各型
6R6

#

&P6

#

6R'6

#

PXJ

#

""

O\P

和
&O6

检测结果

组别
6R6 &P6 6R'6 O\P &O6

$

型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型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B

"

讨
""

论

中国是慢性肝炎的高发区#病毒性肝炎占大多数#但肝炎

病毒感染指标阴性#原因不明的慢性肝炎患者并非少见#其中

一部分是自身免疫性肝炎'该病是以波动性黄疸*高
*

球蛋白

血症*循环中存在自身抗体*女性易患为特点#且对糖皮质激素

治疗反应良好#有显著的自身免疫的发病基础#肝组织学改变

的特征为界面性肝炎$前称碎屑样坏死%

(

#

)

'

)-.

的患者可表

现为急性肝炎甚至暴发性肝炎#并可快速进展至肝硬化(

!

)

'

自身抗体的产生是
6G%

患者主要特点之一#最常见*发现

最早的自身抗体是
6R6

和
&P6

'

6R6

最常见的靶抗原是

组蛋白*

ZR6

和
TR6

(

-

)

'

6R6

最常见的间接免疫荧光着色

是,均质型-#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中
6R6

的荧光模式

相同'

6G%

荧光模式还有,斑点型*核膜型*核仁型-等'作者

检测的
6G%

患者
6R6

滴度基本在
+j+0"

左右#同
'H@

1

@

等(

-

)报道基本相符'

O\P

抗体能在肝细胞和近端肾小管细胞质着色#因而可

以用于与原发性胆原性肝硬化时的
6P6

相鉴别#

O\P

抗体

是异质性的#是
6G%5

%

型的血清标志'

O\P

较少见#在成人

6G%

患者中仅为
+.

#儿童中为
!.

'少数丙型肝炎患者可检

测出
O\P

抗体#本组非
6G%

组患者中检测结果只有
+

例阳

性#而在
6G%

患者中#

O\P

抗体的滴度要比病毒性丙型肝炎

高得多'

&O6

抗体是
6G%5

&

型的血清标志物#

&O6

虽然出现率

低#但疾病特异性很高#几乎仅见于
6G%5

&

型#因此具有确诊

意义'在自身抗体阴性的
6G%

患者中#大约有
+".

的患者可

能仅
&O6

抗体阳性'

6G%

患者及非
6G%

患者检测
O\P

和

&O6

抗体结果显示#

6G%

患者检测
O\P

阳性率为
+"/*.

和

&O6

阳性率为
*/$.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0

)

'

6G%

分为
#

个亚型#

$

型以
6R6

*

&P6

阳性为特征#

6R5

'6

也在此型中呈阳性表达#又称为经典型#发病年龄有
+"

"

)"

岁和
!-

"

$"

岁
)

个高峰(

$

)

&

%

型以
O\P

阳性#一般
6R6

和
&P6

阴性#多见于儿童&

&

型以
&O6

阳性#多见于
#"

"

-"

岁成人'

6G%

主要发生于女性#男*女之比为
+j!

#本组病例

6G%5

$

型患者
-*

例中#女
!,

例#男
,

例#与国外报道基本一

致(

*

)

'因此#临床表现以肝脏损害为主#伴有肝外自身免疫性

疾病#并有多种自身抗体阳性的青年女性患者#应高度怀疑

6G%

的可能'

对肝病患者进行自身抗体的检测#结果阳性率均高于对照

组'该结果报道的
%SQ

*

%'Q

*

%UQ

提示#

%SQ

患者也可以

检出自身免疫抗体#其
6R6

阳性率为
+"/#.

#

&P6

阳性率为

+/$.

#

6P6

阳性率为
*/0.

&

%'Q

患者
6R6

阳性率为

)#/#.

#

6P6

阳性率为
!/$.

'可见#

%'Q

可以诱导产生自

身免疫抗体#自身免疫可能是
%'Q

感染后组织损伤的重要因

素(

,

)

&

%UQ

患者
6R6

阳性率为
+#/#.

#

6P6

阳性率为

-#/#.

'所以#对肝病患者进行自身检测十分重要#对提示自

身免疫反应有可能参与肝病的发生#或是与自身抗体具有共同

抗原成分有关'

总之#血清自身抗体的检测对诊断*治疗和阻止自身免疫

性肝炎的发生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对提高
6G%

在临床上与其

他肝病鉴别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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