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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l的：分析SmD1抗原的mRNA水平与抗 SmD1抗体的关系。方法：收集30例抗 SmD1抗体升高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患者、30例抗 StuD1抗体正常的 SLE患者、30名健康体检者的血标本。用荧光定量 RT—PCR检测 SLE组和正常对照组 

SmD1抗原的mRNA水平。所得数据应用 SPSS11．5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抗 SmD1抗体升高、抗 SmD1抗体正常的 SLE 

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中，SmDI抗原的荧光定量 PCR结果 一△ACT分别为 一0．60±2．99、一0．04±1．92和 一0．00±2．80，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SmD1基因的表达在各组中无明显不同，SLE患者免疫异常，表型特别丰富，几乎涉及整 

个免疫系统，仅以 SmD1mRNA表达异常不可能完全解释免疫系统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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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RNA level of SmD1 antigen and the level of anti—SmD1 antibod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ws(SLE)．Methods：The blood samples from 30 SLE patients with hi gh level of anti-SmD1 

antibody，30 cases with normal level of anti—SmD1 antibody and 30 normal controls were collected．The mRNA level of StuD1 antigen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in all the cases．SPSS1 1．5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Results：In the SLE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 

of anti—StuD1 antibody，patients with normal level of anti—SmD1 antibody and the norm al controls，一 A A CT of real—time PCR was 

一 0．60±2．99，一0．04±1．92 and 一0．00±2．80，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s：The gene 

expression level of SmD1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The immune abnorm ity in the cases with SLE is almost 

involved in the whole immune system．It is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disorder of immune system by the abnorm ity of mRNA level of 

StuD1 an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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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为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 

病，其特点为血清中有抗核抗体等多种 自身抗体。 

其中抗双链 DNA抗体及 Sm抗体为该病特异性抗 

体。除抗核抗体外，还发现有抗其它细胞成分的自 

身抗体，如抗红细胞抗体、抗血小板抗体、抗神经元 

抗体、抗淋巴细胞抗体等，还可见类风湿因子、抗磷 

脂抗体等，自身抗体检测已成为 SLE实验诊断的主 

要指标。近年来，抗 SmD1抗体和抗核小体抗体成 

为研究热点，并逐步地深入到基因领域。为探讨 

SmD1在 SLE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应用 SYBR 

Green实时荧光定量 RT—PCR检测 SLE中 SmD1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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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所有病例选 自2007年 12月至 

2009年 3月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门诊及 

住院患者。SLE病例均符合 1987年美国风湿病协 

会 SLE分类诊断标准，用 ELISA定量法测抗 StuD1 

抗体，选取抗 SmD1抗体升高组 30例，男 3例，女27 

例；年龄21～42岁。抗 StuD1抗体正常组 30例，男 

3例，女 27例；年龄23～43岁。对照组为健康体检 

者 30名，男 4名，女 26名；年龄23～44岁。 

1．2 主要仪器和试剂 MJ—PTC．200型 PCR扩增 

仪(MJ Research Inc，USA)，Light Cycler荧光定量 

PCR仪(Roche公司，USA)，低温高速离心机 5417R 

(Eppendorf公司，USA)，低速离心机 KDCM0(科大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佳分公司)；人淋 巴细胞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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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Cat#LTS1077(天津市灏洋生物制品科技有限责 

任公 司)，Trizol试 剂 (Invitrogen公 司)，DNase I 

(RNase Free)(TaKaRa公 司)，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Perfect Real Time(TaKaRa公司)，Rea1． 

time PCR Master Mix(TOYOBO公司)sybgreeen。所 

有试剂均购 自南京布克生物公司。 

1．3 方法 收集 3组病例的血液标本，分离出单个 

核细胞，一80℃冻存，提取 mRNA，进行荧光定量 

RT—PCR。Pubmed上检索 Nucleotide数据库查到人 

类 SmD1 mRNA全长序列，登录号为 BC072427，借 

助 Primer 5．0软件设计引物。同向引物：5 ．GCT 

AGG ATG AAG CTC GTG-3 ，对应的序列：(43)3 ． 

CGA TCC TAC TYC GAG CAC一5 (60)，反向引物：5 ． 

GAC ATI"ATC GCC TAG GAC C一3 ，对应 的序列： 

(412)3 一CTG TAA TAG CGG ATC CTG G-5 (394)； 

参照 GAPDH正 向引物：5 一GAA GGT GAA GGT 

CGG AGT C-3 ，反向引物：5 一GAA GAT GGT GAT 

GGG A1Tr TC一3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对照组、SLE抗 SmD1抗体升高组和 SLE抗 

StuD1抗体正常组的 mRNA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3组人群 SmD1抗原的 mRNA水平比较( ±s) 

3 讨论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身免疫耐受因某些原因遭 

破坏或终止而引起的自身免疫反应。由于在胚胎期 

自身反应性细胞克隆已被排除，从而建立了自身耐 

受，对 自身成分不予排斥，但对外源性“非己”成分 

能发生免疫反应予以清除，此即免疫系统维持机体 

自身稳定。当这种稳定被包括自身成分分子结构改 

变、隐蔽抗原的释放、禁忌克隆出现、与自身成分有 

共同抗原决定簇的外源性抗原进入、机体组织细胞 

表面 MHC抗原异常表达等因素打破时，自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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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的发生就成为必然。SLE是一种 自身免疫性 

疾病 ，表现为产生一系列直接对应于细胞核、细胞 

质、细胞膜抗原的自身抗体谱⋯。除了抗 dsDNA抗 

体外，抗 Sm抗体对 SLE具有特异性，因此被美国风 

湿病学会认定为该疾病的一种标志性抗体 ]。然 

而，它们在 SLE患者中的发生率很低，根据使用的 

血清学检测和患者的种群不同，变化范围为 5％ ～ 

30％ 。sm抗原是由至少 9种成分组成的共同 

核心 (common core)，即 StuB、SmB 、SmN、SmD1、 

SmD2、StuD3、SmE、SmF和 StaG，其中以 SmB／B 和 

StuD为主要靶位点，而 Stud中又以 SmD1为主，目 

前研究发现 StuD1的抗原位点主要集中在第 83～ 

119氨基酸上。根据公布的 SmD1序列，Rokeach 

等 发现合成最长的 SmD1肽包含了83～119个氨 

基酸序列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中被大多数 

SLE患者的血清特异性识别。检测 167例 SLE患者 

的抗 StuD1，阳性率 70％，105名健康人全部为阴性， 

267例其他 自身免疫性疾病阳性率为 8．3％。证明 

SmD1 83～119肽为 SLE自身免疫反应重要和高特 

异性的靶抗原。并推测此 ELISA的高度敏感性或 

许 由抗原决定基 的构象决定，而不是 由全部的 

StuD1蛋白决定 6̈ J。段京明等 用线性印迹法检测 

抗 SmD1抗体敏感性为 84．9％，特异性为 96．0％， 

抗 StuD1抗体定量对判断 SLE病情活动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鉴于 SLE中抗 StuD1抗体的高阳性率，为了探 

讨 SmD1在 SLE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本实验通过 

使用 SYBR Green I实时荧光定量 RT—PCR检测 SLE 

组和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SmD1抗原的mRNA 

表达，结果发现，对照组、SLE抗 StuD1抗体升高组、 

SLE抗 SmD1抗体正常组 StuD1的 mRNA表达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抗 SmD1抗 

体的产生并不是由mRNA决定，即与 SmD1抗原的 

表达量无关，而可能是与抗原的空间结构密切相关， 

如优势表位的暴露、隐蔽抗原的释放等，因此仅以 

SmD1mRNA表达异常不可能解释 SLE免疫系统的 

紊乱，我们还应该从蛋白质水平对 SmD1进行深人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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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 VITROS 250干式化学生化分析仪与 HITACHI 7600-020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部分生化项 目检测结果。方 

法：50份样本，分别在两台仪器上测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L一 一谷氨酰 

基转移酶(GGT)、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并记录数据。结果：两种分析方法测定 

AST、GGT、TP和 TBIL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均具有较好相关性；而 AIJrr、ALP、ALB、DBIL的测定结果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同一实验室有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生化分析仪开展相同的检验项 目时，定期对不同分析 

仪结果之间进行比对和校准，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血液化学分析；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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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 asion of the test results of partial biochemical parameters 

by two types of chemical analyzer 

LIU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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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compare the test resuhs of partial biochemical items verified by VITROS 250 dry chemical analyzer and 

HITACHI 7600-2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instrument．Methods：The parameters including ALT，AST，ALP，GGT，TP，ALB，TBIL and 

DBIL in fifty samples were analyzed and recorded with these two instruments．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lts 

of AST，GGT，TP and TBIL detected by these two analytical methods(P>0．05)，and these results had preferable correlation．While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A ，ALP，ALB and DBIL with these two analytical methods(P<0．05)． 

Conclusions：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biochemical analyzers to detect the same testing items．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and calibrate the 

different testing results regularly to insure the accuracy of testing results． 

[Key words]blood chemical analyzer；biochemical analyzer 

同一实验室有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生化分析仪 

开展相同的检验项目时，应定期进行仪器间的比对， 

特别是一般生化分析仪与干式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 

的比对。我科原有 HITACHI 7600-020型全 自动生 

化分析仪及 VITROS 250型干式化学生化分析仪， 

由于方法学上的差异和部分项目参考值范围的不统 
一

，临床上对检验数据产生困惑，也给检验科对临床 

的解释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这两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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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问测定结果的可比性，笔者对肝功能常 

见组合项目进行检测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收集 50份新鲜、无溶血、无脂浊样 

本，其中20份来 自我院2007年就诊患者当天血清， 

30份来自2007年我院职工当天健康体检标本。 

1．2 仪器与试剂 HITACHI 7600-020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日本)，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为 日本世诺公司产品， 

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试剂为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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