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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放免分析(mA)法测定抗ds-DNA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的应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分别用RIA法和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SLE活动期、缓解期患者及对照者血清中抗ds—DNA、ANA的水

平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 在SLE活动期RIA法测定的抗ds-DNA水平较对照者显著增高(P<

0．01)，其阳性率为94％，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抗AS—DNA、ANA阳性率分别为62％、98％；在SLE缓解期三者

阳性率分别为35．6％、30％、94％。结论放免法测定抗ds—DNA提高了诊断的敏感性，对SLE的诊断和治疗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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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heafion of RIA determination of anti—ds—DNA to diagnosis of

SLE．Methods RIA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ee method were respectively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nti·ds—

DNA and ANA in serLlm in 50 patients with active SLE，50 patients with SLE in remission and 40 heMthy people．

Results In patients witII active SLE the levels of anti—ds-DNA(RIA)w舶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controls(P<

0．01)，its positive rate was 94％，positive rates of anti—ds—DNA，ANA(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respectively

were 62％，98％；In patiens with SLE in remission the positive rates respectively Were 35．6％，30％，94％．Con-

clusion RIA determination of anti—ds—DNA increased the sensitivity of diagnosis of SLE and has肌important 8ignifi-

canc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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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痤(SLE)是一种较常见的累及多

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过量产生多种自身抗体

和多器官受累为特征，其中抗核抗体(ANA)、抗双

链DNA抗体(抗ds—DNA)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本

文对100例患者进行了ANA、抗ds—DNA定性检测

及抗ds—DNA放射免疫定量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及

其临床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l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100例SEE患者均来自我院2007．

06—2009-01住院及门诊病人，其中男13例，女87

例，年龄13—56岁，平均(32．5±10)岁。患者均符

合美国风湿病学会(ACR)1997年修订的SLE分类

诊断标准¨．2】，有50例处于SLE活动期，50例处于

SLE缓解期。同期选40例门诊健康患者为对照组。

1．2方法

1．2．1 检测方法 所有待检者均于清晨起空腹采

静脉血，血清分离后备用。ANA、抗dsDNA定性采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仪器为荧光显微镜，试剂盒

为德国欧蒙公司试剂盒；抗dsDNA定量采用GC一

1200一、／放射免疫计数器测定，试剂盒为北方生物技

术研究所提供(正常值为0—7 IU／m1)。

1．2．2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IO．0软件处理。计

量资料以(牙4-5)表示，多样本均数的比较应用方差

分析，多个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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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2结果

2．1 SLE患者及对照者抗ds—DNA定量检测结果

在SLE活动期、缓解期，放免法定量测定抗ds-DNA

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增高(P<0．01)，且SLE

活动期的抗ds—DNA水平较SLE缓解期显著增高(P

<0．01)。见表1。

表1 SLE活动期、缓解期及对照组抗ds-DNA定量

检测结果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P<O．01；与缓解期比较，△P<O．01

2．2 SLE抗ds．DNA、ANA阳性例数及阳性率

ANA在SLE活动期、缓解期的阳性率分别为98％、

94％，二者无显著差异(P>0．05)；在SLE活动期，

抗ds-DNA定量、定性测定的阳性率分别为94％、

62％，均较缓解期显著增高(P<0．01)，且抗ds-

DNA定量测定的阳性率与抗ds—DNA定性法比较，

显著增高(P<0．01)。见表2。

表2与缓解期三项检测指标比较[n(％)]

注：与活动期比较，‘P<0．OI；与抗d8一DNA定性法比较，△P<

O．Ol

3讨论

3．1 SLE常累及全身多个脏器，临床表现多种多

样，单根据临床表现难以特异性诊断。因此，自身抗

体的检测对SLE诊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ANA实

际上是指总抗核抗体，其敏感性高，常作为风湿性疾

病的筛查项目，在临床应用中，如怀疑患者有SLE

时可首先选择ANA进行筛查。有研究还发现H1，

ANA阴性者仍不能完全否定SLE。本研究表明，

ANA在SLE活动期的阳性率为98．0％(49／50)，与

文献报道基本一致H】。在SLE缓解期的阳性率为

94％(47／50)，ANA阳性率与SLE活动性无关。由

于其特异性较差，不能作为SLE的确诊实验。

3．2抗ds—DNA抗体是SLE特异性和致病性抗体，

几乎存在于所有患者的血清中，与临床表现密切相

关，是近些年被临床采用的诊断指标”】。其特异性

很高，故可以作为ANA初筛阳性患者是否有SLE

的确诊项目。抗ds—DNA是SLE活动期的标志，但

其敏感性较低。本研究发现，SLE活动期的抗ds-

DNA水平(放免法定量测定)较正常对照组、SLE缓

解期显著增高，其阳性率为94．0％(47／50)，而定性

法测定的抗ds．DNA阳性率为62．0％(31／50)，提示

在SLE活动期用放免法定量测定抗ds—DNA水平，

其敏感性明显提高。SLE活动期，有3例抗ds—DNA

结果阴性，提示即使ds．DNA结果阴性，也不能排除

SLE的诊断。本研究还发现，SLE缓解期抗ds—DNA

水平(放免法)可随着SLE患者病情的控制而明显

下降，直至转阴消失，与SLE活动期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提示抗ds-DNA水平和阳性率的变化与

SLE的活动性有关。

3．3由此可见，放免法测定抗ds．DNA提高了SLE

诊断的敏感性，对SLE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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