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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骨桥蛋白检测在狼疮性肾炎中的意义

胡
"

飞"

!昌仲勇"

!黄海东%

!胡桂英%

!周
"

涛%

"湖北省武汉市普仁医院(

">

检验科&

%>

内科
"

E=$$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骨桥蛋白"

Z0S

#检测在狼疮性肾炎"

(S

#诊治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
&(R.1

方法检测
.(&

患

者血清
Z0S

!分析
Z0S

与
(S

的关系!并以
E%

例健康者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

(S

患者血清
Z0S

阳性率和水平分别为
A">A%@

和"

->A"f%>B-

#

8

P

'

H(

!不伴
(S

的
.(&

患者为
EE>A=@

和"

E>B$f">A%

#

8

P

'

H(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活动期
(S

患者血清
Z0S

水平"

!>B"f=>%-

#

8

P

'

H(

显著高于缓解期
(S

患者"

#>-Ef%>"%

#

8

P

'

H(

%血清
Z0S

水平与
.(&

活动性指数

"

/1R

#$

%EG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性%结论
"

Z0S

可能参与
(S

的发病!血清
Z0S

水平变化可反映肾脏损害程度$

(S

病情变化

及疗效%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

"

狼疮性肾炎&

"

骨桥蛋白

!"#

!

"$>=B-B

"

C

>D558>"-!=*E"=$>%$"%>$A>$#%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BB$*$%

""

狼疮性肾炎$

:N

I

N584

I

G7D6D5

#

(S

%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

.(&

%最常见的继发性肾脏疾病#可与
.(&

的其他临床表现

同时出现#也可为首发表现#是决定
.(&

预后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

"

)

*目前#主要通过肾穿刺病理活检等手段来确诊
(S

#但

这是一个创伤性检查*近年来#文献报道骨桥蛋白$

;564;

I

8*

6D8

#

Z0S

%在
.(&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现检测
.(&

患者血清中的
Z0S

水平#以探讨其在
(S

鉴

别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A

月该院住院或门诊

随访的
.(&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

!=

岁*临

床诊断参照美国风湿协会
"BB!

年修订的
.(&

分类诊断标准

以及国际肾脏病学会与肾脏病理学会联合制订的
(S

分类标

准(

%*=

)

*其中
(S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

岁*有持续性蛋白尿#尿蛋白定量大于
$>#

P

"

%EG

#伴或不

伴血清肌酐升高#部分有肾病理活检*其中#活动期
"!

例#缓

解期
"-

例*活动期患者均未使用过免疫抑制剂和激素治疗#

"#

例为未用过强的松的初诊病例#

%

例为复发病例#停用强的

松已经
%

个月以上*缓解期
"$

例患者已停用强的松
"

个月以

上#

-

例继续用维持剂量强的松治疗*根据
.(&

活动性指数

$

/1R

%的评分#本组活动期大于或等于
"$

分#缓解期小于
"$

分*健康对照组
E%

例为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两组均于清晨采取空腹静脉血
=H(

#离心分离血

清置
a%$[

冻存待检*

?>@

"

检测方法

?>@>?

"

血清
Z0S

检测
"

采用
&(R.1

法进行#试剂盒购自上

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检测步

骤!取出已包被抗人
Z0S

单抗的酶标板#设置标准孔和待检血

清孔#分别加入不同的标准品和待测血清
"$$

!

(

#放置
=![

水浴箱中孵育
"%$HD8

#洗板
#

次后#每孔加入生物素化的抗人

Z0S

抗体工作液
"$$

!

(

#放置
=![

水浴箱中孵育
-$HD8

#洗

板后每孔加亲和素化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物
"$$

!

(

#

=![

水

浴箱中孵育
-$HD8

#洗板后每孔加
"$$

!

(

显色剂$

<+Y

%显色

"#HD8

#终止反应并用酶标仪在
E#$8H

处读取各孔
Z/

值#建

立标准曲线#计算待测血清的
Z0S

含量*

?>@>@

"

.(&

患者抗核抗体谱检测
"

1S1

和抗
*J5/S1

抗体

采用
&(R.1

方法检测#抗
*.H

采用斑点免疫印迹法检测#

=

种

试剂均购自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公司*

?>A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以$

Af3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率的比较应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

患者血清
Z0S

阳性率和
Z0S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

"

无
(S

表现的
.(&

患者中
Z0S

阳性率和
Z0S

水平均

显著高于有
(S

表现的
.(&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活动期
(S

患者血清
Z0S

水平$

!>B"f=>%-

%

8

P

"

H(

显著高于缓解期
(S

患者$

#>-Ef%>"%

%

8

P

"

H(

*

表
"

""

各组对象血清
Z0S

检测结果比较%

Af3

&

+

$B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组别 例数$

(

% 阳性率$

@

%

Z0S

水平$

8

P

"

H(

%

.(&

组
-% !B>$= #>A"f%>%%

非
(S

组
%B EE>A= E>B$f">A%

(S

组
== A">A% ->A"f%>B-

健康对照组
E% $ %>$"f$>B#

@>A

"

根据
.(&

的
/1R

评分判断患者疾病活动性#将血清

Z0S

水平与
.(&/1R

'抗
*J5/S1

抗体'血清肌酐'

%EG

尿蛋

白定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活动期患者
Z0S

水平与
.(&

/1R

'

%EG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关系#与抗
*J5/S1

抗体'血清

肌酐无相关关系*

@>B

"

初诊患者治疗前血清
Z0S

水平为$

!>$"f=>""

%

8

P

"

H(

#

进行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系统治疗
"%

周后#检测发现#随着病情

的缓解#血清
Z0S

水平也显著下降至$

#>#-f%>""

%

8

P

"

H(

*

A

"

讨
""

论

(S

是一个以自身免疫为主要病理变化的疾病#

(S

患者

血清中可见多种自身抗体(

E

)

*

Z0S

是细胞外基质中一种重要

的功能性蛋白质#在自身免疫及其他炎性过程中作为一个
<G"

型细胞因子可介导炎性反应#导致不可逆的器官损害#其中包

括
(S

(

#

)

*

(S

患者多伴有肾小管间质的损伤#在间质性肾炎

和肾小球肾炎动物模型中发现#

Z0S

是介导巨噬细胞在肾组

织浸润并导致肾组织损伤的关键因子(

-

)

*在人类#

(S

与
Z0S

的表达增多是相关的#尤其是在新月体肾炎中(

!*A

)

*

本组结果显示#

.(&

患者血清
Z0S

阳性率和水平均高于

健康对照组#伴
(S

的
.(&

患者血清
Z0S

阳性率和血清水平

也显著高于不伴
(S

的
.(&

患者*活动期
(S

血清
Z0S

水平

也显著高于缓解期
(S

*结果提示#血清
Z0S

与
.(&

及肾脏

损害有关#

Z0S

在
(S

的发病机制中可能起一定作用*

本组还发现#

(S

患者血清
Z0S

水平与患者
/1R

评分及

%EG

尿蛋白定量等呈明显的正相关#提示血清
Z0S

水平不仅

与蛋白尿有关#而且能反映蛋白尿的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肾脏损害的程度*如能与
(S

的尿液标志物联合应用#对

狼疮性肾炎的诊治和预后观察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B

)

*

有文献报道#治疗后血
Z0S

水平降低可能预示着疾病的

好转(

"$

)

*本组对部分
(S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Z0S

水平进行

比较#发现经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系统治疗后#实验室指标好转#

Z0S

水平明显降低*因此#检测
Z0S

水平可反映
(S

病情变

化及疗效*

总之#

Z0S

可能参与
.(&

及
(S

的发病#血清
Z0S

水平

变化可反映肾脏损害程度'

(S

病情变化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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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缺铁性贫血患者血清
.U

(

U1

和
'D6Y

"%

检测的应用分析

高继兵!陈继中!朱奕琳!袁
"

园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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