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马小波#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检验方面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T!5#'2

!

2'#&

G

"C#3A'#2"A

$

:=-;"35

)

!论
!!

著!

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在炎性肠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马小波!梁朝霞#

!徐庆雷!张高明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在炎性肠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

将炎性肠病
?=

例分为克罗恩病"

7S

#组

与溃疡性结肠炎"

P7

#组$

)

组空腹采集静脉血
)5M

!经离心处理后收集血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免疫球蛋白
L

"

W

G

L

#型与

免疫球蛋白
8

"

W

G

8

#型抗酿酒酵母菌抗体"

8R78

#&抗胰腺腺泡抗体"

68[

#及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

L8[

#!同时检测抗中性粒细

胞细胞质抗体"

B

8Y78

#$结果
!

P7

组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上亚型阳性率低于
7S

组!其
L8[

&

B

8Y78

阳性率高于
7S

组"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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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68[

均未有阳性%

7S

组
8R78

阳性特异性&敏感性为
<=;(-U

&

:*;?(U

%

P7

组
B

8Y78

阳性特异性&敏感性

为
<=;-?U

&

(-;--U

$结论
!

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可为炎性肠病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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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肠病是临床医学中的罕见病#其可分为克罗恩病

$

7S

%与溃疡性结肠炎$

P7

%#具有病因复杂*病程长*疾病复发

率高等多种特点#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

该病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需引起重视)目前#炎性肠病

的发病原因尚未明确)有文献报道#该病的发生与肠道黏膜免

疫系统异常反应有密切关系#免疫性抗体如血清抗酿酒酵母菌

抗体$

8R78

%*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细胞质抗体$

B

8Y78

%等

在该病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因此#在炎性肠病临床检

验中测定血清抗微生物抗体#对该病的临床诊断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提高该病临床诊断准确率'

:

(

)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
?=

例炎性肠病患者给予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

测#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炎性肠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
7S

组与
P7

组)

7S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

岁&

P7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_?;(<

%岁)

)

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

B;C

!

方法

B;C;B

!

标本采集
!

空腹采集静脉血
)5M

#经离心处理后收集

血清#送检)

B;C;C

!

抗体检测
!

选择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抗酿酒酵母抗体

$

8R78

%检测#包括免疫球蛋白
L

$

W

G

L

%型与免疫球蛋白
8

$

W

G

8

%型#同时进行抗杯状细胞抗体$

L8[

%*抗胰腺外分泌腺

抗体$

68[

%及
B

8Y78

的检测)剂盒由深圳科润达生物工程

公司提供#严格依据试剂盒说明书完成检测)具体操作方法如

下!将血清滴加在反应平板上#并在其上面覆盖上生物薄片#在

室温状态下静置
,;(C

#之后将生物薄片取出#选用磷酸缓冲盐

溶液$

6[R

%进行有效清洗#同时用
6[R

浸泡
(5'&

#摇晃均匀

后#封片#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

B;D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学分析主要采用
R6RR),;,

统计软件

包#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I

$

,;,(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阳性率比较
!

)

组
8R78!W

G

L

阳性率与
8R78!W

G

8

阳性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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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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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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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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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8

的

一种以上亚型阳性率低于
7S

组#

)

组
8R7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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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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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8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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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上亚型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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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68[

均

未有阳性#

P7

组
L8[

阳性率*

B

8Y78

阳性率高于
7S

组#

)

组
L8[

*

B

8Y78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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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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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R7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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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7S

组比较#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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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与敏感性比较
!

7S

组
8R78

阳性特异性为

<=;(-U

#敏感性为
:*;?(U

&

P7

组
B

8Y78

阳性特异性为

<=;-?U

#敏感性为
(-;--U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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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特异性与敏感性比较$

U

%

项目
7S

组$

&i:=

%

特异性 敏感性

P7

组$

&i=,

%

特异性 敏感性

8R78!W

G

L

阳性
<?;(? =;)( <?;:- :;=?

8R78!W

G

8

阳性
<*;=? :);(, <*;?, :;=?

8R78!W

G

L

和
8R78!W

G

8

阳性
<=;(- :*;?( **;+* -;--

L8[

阳性
<,;:+ ,;,, <:;:( :-;--

B

8Y78

阳性
+(;+: =;)( <=;-? (-;--

B

8Y78

和
L8[

阳性
g g <+;=( ((;--

8R78

阳性"
B

8Y78

阴性
<*;?) :*;?( g g

B

8Y78

阳性"
8R78

阴性
g g <(;)* ();==

!!

注!

g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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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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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肠病是一种特发性肠道炎性反应疾病#其发作诱因通

常为继发感染*过度劳累*精神刺激等#临床表现有腹痛*腹泻*

发热*贫血等)炎性肠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临床诊断

较为麻烦#没有显著的临床特征或技术手段进行直接诊断)近

年来#不少文献报道该病的发生机制与肠道黏膜免疫系统有

关#对血清学标志物#尤其是某些重要免疫特异性抗体的报道

越来越多'

)

(

)在炎性肠病临床诊断中#血清学标志物发挥着重

要作用#其中#常见的血清学标志物主要有
8R78

*

L8[

*

68[

及
B

8Y78

)对炎性肠病患者进行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并

分析上述
+

种血清学标志物的阳性率#对该病的临床诊断有重

要意义)

8R78

作为血清反应性抗体#于上个世纪
<,

年代末被发

现#但其确切起源目前尚不清楚)

8R78

通常作为
7S

患者关

键性血清学标志物)

@E&

G

等'

-

(认为#肠通透性增加是
7S

患

者
8R78

产生的重要因素#其在研究中发现#经过手术切除病

变肠段后#

7S

患者
8R78

水平显著下降)谢文等'

+

(指出#肠

通透性增加与
8R78

的存在没有关相关性#其认为
8R78

在

7S

患者发病前就已经存在)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
7S

患者

8R78

的产生可能与其遗传因素有关)

8R78

可分为
W

G

L

及

W

G

8

亚型#国外研究显示#

7S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

上亚型阳性率为
(,U

#

?,U

#

P7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

种以上亚型阳性率为
(U

#

:(U

)王玉萍等'

(

(研究发现#

7S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上亚型阳性率为
(-;*U

#

P7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上亚型阳性率为
:,;+U

)本

研究结果显示#

7S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上亚型阳

性率为
:*;?(U

#

P7

患者
8R78!W

G

L

和
W

G

8

的一种以上亚型

阳性率为
-;--U

#两者阳性率均低于国外#与王玉萍等'

(

(的报

道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原因可能与患者选择*检验操作过程*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有关)

L8[

属于炎性肠病的自身抗体#

P7

患者
L8[

阳性率高

于
7S

患者'

=

(

)有文献报道#

L8[

是
P7

患者特异性标志物)

李璇等'

?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P7

患者中仅有
:(;+U

的
L8[

为阳性#

7S

患者
L8[

阳性率与
P7

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由此表明
L8[

并不能作为
P7

患者的特异性标志物)本研究

P7

患者
L8[

阳性率为
:-;--U

#

7S

患者
L8[

阳性率为
,

#

与李璇等'

?

(的报道的
P7

患者
L8[

阳性率相近#但与
7S

患

者阳性率差异较大)目前#

L8[

作为
P7

患者特异性指标仍

存在各种质疑#需进一步探索)

68[

于上个世纪
*,

年代被发现#

68[

相关抗原为酶原颗

粒膜糖蛋白
)

$

L6)

%)临床研究显示#

7S

患者结肠黏膜组织

中存在的
L6)54Y8

显著高于
P7

患者#且
7S

患者
L6)

54Y8

呈显著升高趋势#表明抗
L6)

抗体对
7S

患者有着重

要作用#其可能参与整个病理生理改变过程)姚芳等'

*

(指出#

68[

是
7S

患者特异性标志物#对其临床诊断及预后有重要作

用)唐颢等'

=

(经过研究发现#与
7S

患者比较#

P7

患者
68[

阳性率较高#可达
)+U

#因此认为
68[

不能作为
7S

患者的特

异性标志物)李慕然等'

<

(选取炎性肠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
P7

患者
-(*

例#

7S

组
-:

例#结果发现#

P7

患者及

7S

患者
68[

阳性率均为
,

#因此认为
68[

不能作为炎性肠

炎患者的血清学标志物)张颖等'

:,

(报道#

P7

患者
68[

阳性

率较低#通常不超过
(U

#

7S

患者阳性率相对较高#通常为

),U

#

+,U

)本研究中
P7

患者与
7S

患者
68[

阳性率均为

,

#与李慕然等'

<

(的报道结果一致#与其他报道不一致#认为

68[

对炎性肠病临床诊断意义不大)总之#

68[

作为炎性肠

炎患者特异性标志物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8Y78

作为自身抗体#其主要细胞成分为单核细胞与中

性粒细胞)上个世纪
*,

年代#有学者在观察和研究韦格纳肉

芽肿患者血清中首次发现
8Y78

#之后
8Y78

逐渐被人们认

识#并在临床医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

8Y78

已

被认为是系统性血管炎敏感患者血清学诊断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之一)游欣等'

::

(研究报道#髓过氧化酶是
B

8Y78

的

主要靶抗原#其通过催化过氧化氢与氯化铁#并使其反应为次

氯酸#后通过氧爆炸引发超氧离子#从而发挥作用#能够在较短

时间内杀灭吞噬某些细菌及微生物)王建强等'

:)

(指出#

B

8Y!

78

具有较高特异性#其在
P7

患者中的阳性率高于
7S

患者#

对炎性肠病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本研究中
P7

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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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B

8Y78

阳性率为
(-;--U

#而
7S

患者
B

8Y78

阳性率仅

为
=;)(U

#两者
B

8Y78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提示
B

8Y78

是
P7

患者临床诊断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能为
P7

患者早期筛查提供必要依据)在特异性和敏感性方

面#本研究中
7S

组
8R78

阳性特异性为
<=;(-U

#敏感性为

:*;?(U

&

P7

组
B

8Y78

阳性特异性为
<=;-?U

#敏感性为

(-;--U

#提示
8R78

等标志性自身抗体在炎性肠病临床诊断

中的敏感性不高#但其特异性较高)

综上所述#血清学抗体对炎性肠炎患者的临床诊断*鉴别

诊断及病情评估有重要作用#但其特异性与敏感性方面的研究

不够深入)在炎性肠炎患者临床诊断中#仍然缺乏科学*合理

的血清学抗体应用方案)

8R78

*

L8[

及
B

8Y78

是炎性肠炎

患者重要的血清学标志物#通过血清抗微生物抗体检测可为该

病的临床诊断*鉴别诊断及病情评估提供依据#但
68[

对该病

的临床诊断未起作用)为了能够更科学地预测与评估炎性肠

炎#需不断深化对已知抗体的研究#同时加强抗体联合应用研

究#尽可能发挥已知抗体在炎性肠炎预测及评估中的作用#提

高炎性肠炎的临床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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