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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芯片系统在检测抗核抗体谱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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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抗核抗体谱联合检测在液相芯片检测系统中的性能!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疗效

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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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已确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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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例组#!体检正常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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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组#!分别

以线性免疫印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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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身抗体!评估其灵敏

度$特异度和交叉反应%结果
"

健康对照组与病例组患者总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液

相芯片系统与
.Y1

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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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身抗体的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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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但灵敏度优于
.Y1

法%抗体

在液相芯片系统中无交叉反应%结论
"

液相芯片系统对抗核抗体联合检测具有良好的性能!其对抗核抗体谱

的检测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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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是以真核细胞核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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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或这些物质的分子复合物产生的自身抗体'按其核

内各个分子的性能不同可将各抗核抗体区分开来%如

抗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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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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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组蛋白抗体&抗核仁

抗体等'目前%抗核抗体靶抗原的分布已由传统的细

胞核成分扩散至整个细胞%细胞质&细胞膜等结构均

可成为自身免疫系统的目标抗原%无器官特异度和种

属特异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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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可特征性地出现在自身免疫

性疾病中%对疾病的活动性及预后&治疗反应均具有

一定的临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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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检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方法主要有间接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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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免疫印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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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方法存在需要血清量大&费时费力

等缺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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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液相芯片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

包括对可提取核抗体的检测均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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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

提供了一种快速而灵敏的技术手段%通过对单一微球

表面进行多种抗原的包被而实现相应抗体的同时检

测%达到快速&灵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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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院收治的已确诊为自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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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研究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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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剂盒由美国宙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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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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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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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检测抗核抗

体谱中任一种抗体阳性为阳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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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具有高度

一致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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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体检测结果一致性极佳'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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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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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反应验证及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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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球仅针对其

待测抗原发出高强度荧光%导致该种抗原只与其对应

的抗体结合而并不与其他蛋白标志物结合%因此%抗

体之间无交叉反应存在'由于目前缺乏抗核抗体谱

抗体的国际校准品%所以无法通过联合检测的标准曲

线去溯源%但
1LM%:1

法可通过携带抗体的微球数来

半定量反应抗体水平%而
.Y1

法无法实现%所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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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较%

1LM%:1

法能实现半定量检测%提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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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检测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已有
8(

多年的历史%尤其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灵敏度几乎

达
'((C

%抗核抗体阳性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预测也

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79B

)

'目前%常用的有免疫扩散

法&酶联免疫吸附法&免疫印迹法&液相芯片法和
.Y1

法'随着抗原提纯技术的提高%

.Y1

法&免疫印迹法

和液相芯片法被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所采用'

液相芯片是新一代高通量生物芯片技术%因其具

有高精准&特异性强等优势可同时综合分析多种标志

物%在自身免疫&肿瘤筛查等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诊断

价值'传统的+金标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虽然灵敏

度较高%但每一反应孔只能检测一种抗体%当多种抗

体同时检测就变得繁琐&费时%

1LM%:1

法的优点!

#

'

$高通量'液相芯片可同时检测
'((

种生物标志

物%可通过重组蛋白不断更新自身抗体谱来建立诊断

体系'#

)

$用血量少'#

;

$操作简便'液相芯片采用

荧光分析方法%活性范围大大增强%节省了洗涤和稀

释的时间%使实验时间大大缩短'

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
Y41

法的基质为
+6<9)

"

猴肝细胞%细胞结构较为完整%可几乎完全捕获待测

血清中的抗核抗体%使其检测抗核抗体阳性率较

高(

*

)

%但其仅为定性实验%对临床+灰区,患者不能确

切说明问题'液相芯片技术是一种以经过特殊编码&

可识别的微球作为生物分子#抗原&抗体&蛋白质&核

酸等$反应及信号检测载体的阵列分析技术'微球逐

一通过检测通道时受到双色激光的照射%既可识别微

球表面包被的分子种类-又可确定目标分子数量%所

以%可半定量确定抗体的水平%达到实现高精准的

目的(

'(9')

)

'

本研究以
.Y1

法作为参照%采用
1LM%:1

法对

'8

种抗核抗体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

)

种方法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

.Y1

法因其各模块上抗原浓度不详%

不可根据显色条带的深浅度来判断待测抗体的水

平(

';9'8

)

'而液相芯片通过每个微孔板中的大量微球%

再配合不同激光的发射%可较精确地区别抗体%并实

现待测抗体的半定量检测(

'79'B

)

'

F

"

结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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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芯片系统对抗核抗体的联合检测具有良好

的性能%其对抗核抗体谱的检测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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