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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病毒性肝炎标记物检查的临床意义和注意点
第三章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免疫学检验
第一节 抗核抗体（ANA）检验
一、荧光抗体法检查抗核抗体
二、间接血凝法检查抗DNA抗体
三、抗可溶性核抗原（ENA）对流免疫电泳检查法
第二节 免疫印迹法测定核糖核蛋白（RNP）自身抗体
第三节 类风湿因子（RF）免疫学检查
一、致敏胶乳凝集试验
二、间接血凝测定RF试验
第四节 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检查
第五节 抗精子抗体检查法
一、明胶凝集试验
二、浅盘凝集试验
第四章 循环和局部免疫复合物检验
第一节 聚乙二醇（PEG）沉淀法
第二节 微量抗补体法
第三节 C1q结合放射免疫测定法
第四节 用类风湿因子（RF）检查
一、单株类风湿因子（mRF）检查
二、多株类风湿因子（pRF）胶乳凝集抑制试验
第五节 局部免疫复合物检查法
一、肾小球免疫复合物荧光抗体检查
二、皮肤免疫复合物免疫荧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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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肿瘤免疫学检验
第一节 甲胎蛋白（AFP）检查法
一、对流免疫电泳技术
二、反向血凝（R－PHA）测定
三、火箭免疫电泳放射自显影法
四、ELISA法测AFP
第二节 癌胚抗原（CEA）ELISA检验法
第三节 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
第四节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测定
一、胶乳凝集抑制法
二、放射免疫测定法
第六章 体液免疫功能测定法
第一节 免疫球蛋白含量测定
一、琼脂内单向免疫扩散法
二、火箭电泳法
三、免疫比浊法
第二节 补体溶血活性测定
一、总补体溶血活性（CH30）测定法
二、补体激活旁路溶血活性（Ap－CH50）测定
三、CH50微量滴定法
四、CH50简易单管比色法
第三节 单个补体成分含量测定
一、C3含量单向扩散测定法
二、C4含量琼脂内免疫扩散法
三、B因子含量琼脂内免疫扩散法
第七章 细胞免疫功能测定法
第一节 T淋巴细胞功能检查
一、E玫瑰花形成检查T细胞功能
二、微量全血法测定T淋巴细胞受体
三、T淋巴细胞酸性酯酶检查法
四、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五、T细胞亚群的检查（免疫荧光法）
六、全血微量法测外周血T细胞亚群
第二节 B淋巴细胞功能检查
一、补体花环（EAC）形成试验
二、鼠红细胞花环形成试验（B细胞）
三、B淋巴细胞表面标志（SmIg）测定
第三节 吞噬细胞功能测定
一、白细胞吞噬功能测定
二、白细胞杀菌功能试验
三、硝基四氮唑蓝还原试验（NBT试验）
四、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试验
第四节 NK和ADCC功能测定（LDH释放法）
一、NK活性测定
二、ADCC活性测定
第八章 其他几项特殊免疫学检查
第一节 肥大细胞和碱性细胞脱颗粒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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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白鼠肥大细胞脱颗粒试验
二、家兔碱性粒细胞脱颗粒试验
第二节 淋巴细胞毒抗体交叉配合试验
第三节 本周氏蛋白尿检查和分型方法
一、对甲苯磺酸沉淀试验
二、加热法检测BJP法
三、BJP分型法（免疫电泳分型）
第九章 抗血清制备法概要
第一节 多克隆抗血清的制备
一、抗原的准备
二、佐剂的应用
三、免疫方法
第二节 单克隆抗体
一、单克隆的基本概念
二、单克隆抗体的产生
第六篇 实验室的质量保证
第一章 基本统计内容
第一节 均数和标准差
第二节 样本均数的标准误
第二节 显著性检验和可信限
第四节 F检验
第二章 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第一节 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一般要点
第二节 误差和错误
第三章 临床化学质量控制内容
第一节 分析前变异的控制
第二节 分析变异的控制
第三节 用稳定的控制材料对分析质量的控制
第四节 多规则质量控制图
第五节 均数和范围（或标准差）控制图
第六节 用病人测定结果进行分析质量的控制
第七节 室间质量评价
第四章 临床血液学的质量控制
第一节 内部质量控制的几种方法
第二节 室间质量评价
第三节 质量保证计划
第四节 血液学质控各论
第五章 微生物学的质量控制
第二节 培养基的质量控制
第二节 试剂及血清控制
第三节 抗生素药敏纸片的实验室质量控制
第四节 设备的质量控制
第五节 菌种的来源和保存
第六章 免疫学内部质量控制的质控图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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