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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中涉及的免疫学检验领域较多，如感染免疫、肿瘤免

疫、自身免疫以及移植免疫等，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均提供了

较多可靠有效的依据，对疾病的治疗具有积极影响。随着分子

生物、基础免疫学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方法新技术出现

在临床医学领域中，因此临床中有了更多的免疫学检验项目

的应用[1]。同时很多检验技术在医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而进行

改进，使得很多临床常用的传统指标均有了新的临床意义，能

够提升临床对各种疾病的认知，进而提高各类疾病的防治效

果但是新项目的不断出现，多种多样的名称以及组合出现也

使得临床医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对各种检验项目、方法等工

作能够积极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熟练掌握各种检验技

术的应用。本文将以临床免疫学检验和临床沟通的必要性作

为重点进行如下综述。

2 临床免疫学检验方法和试剂对结果的

影响
免疫学检验方法种类较多，因此不同方法以及不同生产

常见出品的检测试剂会对检验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检验工

作者对此能够理解，但是如果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同一标本的

报告结果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无法向患者对其病情进行准确

合理的解释。

临床免疫学检验方法的不同对其自身抗体检测结果可能

出现一定差异。自身抗体检测不仅用于风湿免疫类疾病的临

床诊断中，在其他系统中也有自身免疫功能异常所致的疾病，

故针对该类疾病进行诊断时检测其自身免疫十分重要。但是

一些缺乏经验的医师可能对检验自身抗体的意义不了解。以

抗核抗体的免疫检测为例，某 45 岁女性患者，在短时间内先

后在 3 家医院分别进行了抗核抗体测定，但是不同医院的检

查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中 1 家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另

外 2 家结果显示为阳性，但是其滴度报告不同，分别为 1颐160
和 1颐1000。这种结果不仅导致患者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同

时也导致医生对检查结果产生了疑问，对检查结果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产生了质疑。同时也反映出免疫学检查需要统一规

范，而该案例中抗核抗体检查方法和检查结果报告方式的不

同导致结果有明显差异，但是并不能说明实验室检验报告错

误。具体原因如下：

从方法学方面：间接免疫荧光检测法是常用的抗核抗体

检测方法，其可以对几十种细胞核抗原抗体进行有效检测，而

酶联免疫吸附法、免疫印迹法能够通过重组后的或纯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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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对各种细胞核抗原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然而迄今为止，

并非所有细胞核抗原均可利用重组或纯化方法获得抗原成

分，故酶联免疫吸附法、免疫印迹法可以检测出的抗核抗体种

类相比间接免疫荧光检测法显著更高，即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法检测抗核抗体结果呈阳性患者，可以其具体病症的特点，仅

有少数患者需要再次进行抗 dsDNA、抗 SSB 或抗 SSA 等进一

步检测。自身免疫性肝炎属于一种肝实质细胞功能损伤疾病，

目前其并未尚未明确，该类患者的免疫学检验结果显示抗核

抗体阳性率最高，个别患者的结果显示为抗-Ro52 或抗-
dsDNA 抗体阳性，但是该疾病患者细胞核靶抗原尚未得到临

床中相关研究的明确认识，故很多患者对应靶抗原并未纳入

常规抗核抗体检测中[2]，所以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检测后结果显

示抗核抗体阳性，但抗核抗体谱检验结果显示为阴性的情况

时，并非是报告错误。

从报告滴度方面：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试机血清起始稀

释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耨中血清稀释度体系的血清起始稀

释度是 1颐100，经稀释因子 3.162 提供最佳稀释间隔，包括 1颐
100、1颐320 和 1颐1000 等。以该血清稀释度对检验结果进行报

告。而另外一种血清稀释体系的起始稀释度为 1:40，并进行倍

比稀释，包括 1颐40、1颐80、1颐160 等并进行结果报告，可能导致上

述案例中不同医院检查结果报告不同的情况。上述问题一方

面突出了检验项目和方法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另

一方面要求检验科工作人员主动与临床进行沟通，进行必要

解释，避免发生医生做出检验报告误读的情况，造成患者误诊

误治。

3 临床免疫检验结果定量、半定量报告

临床免疫学检验中涉及定量、半定量的检测项目较多，本

次以乙肝表面抗原（HBsAg）免疫学检验为例。慢性乙肝患者

开展抗病毒治疗前以及在治疗时开展 HBV 血清学检验对评

估其病情和疗效十分重要。经抗病毒治疗后一些患者检查结

果显示 e 抗原（HBeAg）转换，也就是 HBeAg 转阴且出现抗-
HBe。更理想的治疗效果是 HBsAg 转阴，抗-HBs 转阳。现阶段

临床认为 HBsAg 消失或转换是疾病治疗的目标。但是该疾病

治疗周期长，达到理想目标的患者很少[3]。而在其长期治疗过

程中患者最佳停药节点、HBV 血清学指标转换判断等问题应

如何做到。仅通过 HBV-DNA 和 ALT 检测无法对上述问题进

行准确全面的回答。开展 HBsAg 定量检测在乙肝患者抗病毒

治疗中对其治疗终点和临床预后的评估有重要作用。然而目

前不同医学检验水平有差异，真正可以开展 HBsAg 和 HBeAg
定量检测的医院数量很少，很多医院的定量检验报告单位仍

以标本和临界值比值、临界值指数等为主，但这并非真正的定

量检测，故有些医生将上述单位结果对 HBsAg 和 HBeAg 水平

变化进行直接判读，以此为依据对患者开展治疗并调整方案，

可见这类医师对检验结果判读存在误区，需要其向临床做好

充分的说明和解释。目前 HBV DNA 和血清学检验方法以及报

告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学中尚未规范统一，且差别较

大，免疫检验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仍待解决。此外，

HBsAg 定量检测属于新项目，即便采用定量检测，但是不同厂

家生产的仪器、试剂不同也会影响其灵敏度和检验结果。

4 感染性疾病特异性抗体的免疫学检测

临床中感染性疾病类型较多，对患者的病情控制、身心健

康及生活质量均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临床医生一般只能通过

患者的症状体征和表现对疾病进行诊断，无法确诊疾病的主

要原因是病原学诊断依据不足。血清特异性抗体检验时操作

简单且可快速获得病原学依据，但是该类疾病有窗口期，不同

疾病感染率有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少数疾病需要在急性期、恢

复期两个时期进行检测，获得双份标本对抗体滴度进行比较，

其中结果显示 4 倍以上增高时方可确诊。针对这种情况需要

检验和临床之间做好相互配合，临床需要记录患者发病时间

并告知实验室对其初次检验结果进行保留，开展二次检查和

送检是便于对检测抗体滴度进行比较分析。若检验人员经验

丰富，发现可疑结果时需要及时与临床联系，询问临床患者发

生该种感染的风险，这对恢复期送检或二次送检标本的明确

诊断有重要作用。

5 结语

综上，加强临床对免疫学检验项目质控体系的了解是检

验科工作人员的一项责任，不同检验项目的操作是否存在同

一规范标准，是否可通过同一受控制路径进行，实验室质量控

制工作如何有效开展等并非所有医务工作人员都了解，因此

需要加强相关工作，保证工作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掌握

检验方法和应用，能够与临床进行有效沟通，这对疾病的诊

断、疗效评估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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