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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既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JG

#的重要标志!也是临床确认
/JG

的重要依据$但对自身抗体检测这部分

内容学生接触少!教材也涉及不深!笔者通过多年免疫组的实习带教!发现实习学生普遍对本部分内容学习起来比较吃力!但本部

分内容又是免疫检验中极为重要的内容$针对这种现象!天天发条结合本科室的自身情况!从加强自身抗体相关理论知识的学

习%加强试验技能的培训%加强临床案例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以及加强自身抗体检测方面的质量控制培训
!

个方面进行

身抗体检测的实习带教!让学生的实习带教与检验理论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提高
/JG

检验的专业水平!从而更好的服务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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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

/JG

%是指机体免受环境或遗传等因素

作用产生针对自身正常或变性的组织(器官(细胞蛋白质或酶

类等自身抗原的免疫应答#导致自身组织器官损伤或功能障碍

的一大类疾病'近年来#由于人们对
/JG

认识的不断提高(临

床经验的积累以及实验室诊断技术的发展#

/JG

发病率显著上

升#占世界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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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

胁'而许多
/JG

均可产生各种自身抗体#自身抗体既是
/JG

的重要标志#也是临床确认
/JG

的重要依据'自身抗体的测

定不但有助于
/JG

的诊断#并对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观察治

疗效果(指导临床用药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但是对自身

抗体检测这部分内容学生接触少#教材也涉及不深#笔者通过

多年免疫组的实习带教#发现实习学生普遍对本部分内容学习

起来比较吃力#但本部分内容又是免疫检验中极为重要的内

容'针对这种现象#笔者结合本科室的自身情况#在自身抗体

检测的实习带教中总结了一些体会#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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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身抗体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

免疫学检验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只有较好的掌

握了理论知识#才能顺利的完成免疫学的实习'针对自身抗体

的试验室检测#更加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否则学生根

本不知其所以然'但实习带教中发现#学生普遍对自身抗体的

相关知识比较欠缺#针对这种情况#本科室在带教中设置有专

职的带教老师#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习带教上#这

样可以大大提高医学检验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素质'专职老师

每周安排一次固定的理论小课#有目的有计划地让同学对理论

知识先进行学习和梳理#例如设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

制,+自身抗体检测的常用方法和临床意义,+自身抗体检测技

术的质量控制,等主题#并在小课后布置思考题#让学生用业余

时间查阅相关书籍#完成作业#这样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加强学生对前沿知识的学习#在学习中获得愉快的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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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下一步的实验操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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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试验技能的培训

!!

免疫学检验更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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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习生在

学校主要进行的是理论知识学习#因而动手能力较差#也不规

范'而自身抗体检测对手工操作的规范性要求较其他检验项

目高#所以在实习带教过程中#要严格要求实习生遵循项目及

仪器的标准化操作规程来进行#从而培养良好规范的操作习

惯)

1

*

#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带教老师要尽量给学生有更多的动

手机会#但要做到.放手不放眼/#既要敢于放手#充分发挥学生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但又绝

对不能撒手不管#而要能随时对他们的操作及思维上的不足加

以引导#充当监督和指导的角色)

)

*

'如对于抗核抗体的间接免

疫荧光法的教学过程中#本科室使用的是欧蒙的
P

B

;+-65;.MO

全自动荧光酶免一体机#先要让学生学会使用仪器#掌握实验

的过程和步骤&但国内多数实验室抗核抗体检测仍以手工操作

为主#所以更要求他们掌握手工操作的方法#方便学生以后走

上工作岗位'其中
/Q/

荧光核型的判断是教学的难点也是

重点的内容#本科室在带教过程中运用先进的荧光显微镜的外

联成像系统#积累日常工作中典型的荧光核型#供实习同学学

习#让学生对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出现常见(特定的荧光核型

有个初步的印象#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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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临床案例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综合分析

!!

实验操作完成后带教老师选择
/JG

的典型病例进行综合

分析#启发和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以及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

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

*

'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PO[

%是典

型的
/JG

#其有特征性的自身抗体谱'在教学过程中结合
PO[

的荧光核型结果和免疫印迹法的自身抗体谱结果#做到理论知

识联系试验结果进行讲解'讲解
PO[

患者的血清中可以出现

多种抗体#有抗双链
GQ/

$

:,GQ/

%抗体(抗
PA

抗体(抗核小

体抗体(抗核糖体
@

蛋白抗体等#但是意义却并不相同'抗

:,GQ/

抗体是
PO[

的特征性标志抗体#是
PO[

的重要诊断标

准之一#其滴度与疾病活动程度相关#抗体滴度的动态测定可

监控治疗&抗
PA

抗体水平则与疾病的活动性无相关性#其出

现只能作为一种记忆性抗体#可以较长时间出现在疾病的治疗

前及治疗后)

0.(

*

#但抗
PA

抗体却对早期(不典型的
PO[

诊断具

有很大帮助&抗核小体抗体对
PO[

的诊断特异性高达
(1R

#同

时也是严重狼疮性肾炎生物标志物#而抗核糖体
@

蛋白抗体

多见于严重精神表现的
PO[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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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身抗体检测方面的质量控制培训

!!

学习了自身抗体的检测方法和项目的临床运用后#作为实

习教学医院#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让学生树立手工操作项目的

全面质量控制$简称质控%理念和方法'定性项目的质控不同

于定量项目要做出质控图#但质控也是保证$下转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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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项目
2@

(

/OZ

(

/P2

(

\OU

(

/O2

均呈现一级线性#相关系数

$

-

%均大于
#'(1

#斜率均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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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上测定

项目期望值与测定值的相关系数线性良好'

综上所述#宁波美康
NP.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指标性

能满足实验室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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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项目结果可靠性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对于自身抗体检测

的质控#实验室可根据自身情况购买商业化的自身抗体作质控

品#也可用试剂盒生产厂家提的定值血清#还可使用实验室自

配的已知定值为阴(阳性的血清作为本实验室的室内质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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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室就是使用最后一种作为室内质控品的#每次试验

都要随标本一起检测#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以上自身抗体的理论知识的梳理(抗核抗体荧光的核

型分析(自身抗体检测的质量控制以及抗
[Q/

抗体谱的结果

和临床表现等方面的学习#让实习学生从理论到实践#再通过

实践验证理论#从而使学生掌握自身抗体检测的基础知识(实

验室的检验技能和全面的质量控制理念'同时#通过实习带教

又可促进检验工作人员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

&#

*

#让实习带教

与检验的理论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提高
/JG

检验的专业

水平#从而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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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

例#女性组有
$#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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