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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免疫组织化学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检测技术，结合了免疫学原理和组织化学原理，在临床检疫上面应用

广泛。它通过对组织切片中的某些化学成分进行原位的定性、定位研究，同时通过抗原–抗体特异性结

合反应，利用显色剂标记目标蛋白质或其他生物分子，在组织切片或细胞样本中原位显示其分布和表达

水平。免疫组织化学作为一种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检测技术，已在临床病理诊断中发挥核心作

用，本文主要是从免疫组织化学在各类疾病的应用方面进行论述，本文综述了其在肿瘤疾病、鉴别诊断、

预后评估及靶向治疗指导中的关键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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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munohistochemistry, as a highly effective detection technique, combines the principles of immu-
n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and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quarantine. It applies the principles of im-
mun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to conduct qualitative, localized or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me chem-
ical components in tissue sections or cell specimens in situ, and uses chromogenic agents to label 
target proteins or other biomolecules through antigen-antibody specific binding reac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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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hown in situ in tissue sections or cell samples. Immunohistochemistry, 
as a dete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ntigen-antibody specific binding,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clinical pathological diagnosis.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immunohistochem-
istry in various diseases, and reviews the key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it in tumor diseases, differen-
tial diagnosis, prognosis assessment and targeted therapy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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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化学染色方法，它根据抗原与抗体之间的特

异反应原理，采用特殊化学反应来标记抗体并显色，因此可以确定组织细胞内存在特定抗原物质，进一

步对其进行定位、定性研究。免疫组织化学在肿瘤诊断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检测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

可以准确判断肿瘤的类型和来源，为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同时某些免疫组化标志物可以反映肿瘤

细胞的增殖活性、侵袭能力等，有助于确定肿瘤的发展阶段，为制定治疗方案和评估预后提供重要信息。

最后免疫组织化学可以通过检测不同的标志物来鉴别，例如：在区分不同类型的淋巴瘤时，可以利用各

种淋巴细胞标志物进行免疫组化分析，达到明确诊断的目的。 

2. 药物与治疗研究 

Xiao Ying Zhang [1]等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报道 ALK 表达异常的软斑病，并讨论其临床意义，研

究结果表明研究中检测到的体细胞基因突变的意义尚不明确，且其与软斑病的关系尚不能通过现有的科

学研究明确，病理诊断为软斑病伴 ALK 免疫组化异常表达。根据药敏分析结果开始使用亚胺培南和万古

霉素治疗，且患者出院后并无不适。 
Aaisha Siddiqa [2]等研究评估了免疫组织化学在确定安全切缘状态中的作用，他们比较苏木精–伊红

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确定肿瘤细胞安全切缘状态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免疫组化法检测 PanCK 蛋白

表达比常规 HE 染色法更能准确判断肿瘤的安全切缘状态。 
Bin Xu [3]等为验证 BSND 免疫组织化学在嗜癌性唾液腺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对涎腺病变患者进

行了 BSND 免疫组化研究，得出结论 BSND 免疫组化可作为涎腺肿瘤，尤其是嗜酸细胞性和 Warthin 样

MEC 的潜在诊断标志物。 
Fernando Arevalo [4]等研究旨在报道免疫组织化学和实时聚合酶链反应等新诊断方法在肠结核患者

中的阳性率，并描述我国人群肠结核的病理和内镜特征。得出结论由于免疫组织化学不需要完整的细胞

壁，它比抗酸染色显示出更高的敏感性，因此，该方法有助于少菌结核的诊断。 
Adam S. Fisch [5]等探究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MYB 表达或二代测序检测 MYB 基因融合，免疫组化检

测 MYB 表达的结果因所用抗体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通过与二代测序确定的 MYB 融合和转录水平进行

比较，我们发现 MYB 在基因改变、转录水平和蛋白质丰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刘继英[6]等研究免疫组织化学法(IHC)、双色银染原位杂交(DISH)、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对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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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HER-2 基因状态的应用效果。研究得出结论：三种方法均可对乳腺癌患者的 HER-2 基因状态进行检测

评估，既可以将它们作为筛查手段诊断疾病，也可以根据检查制定及调整诊疗方案。 
裴笑月[7]等探讨不同组织学类型结直肠腺癌的临床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通过实验得出结论：

不同亚型结直肠腺癌中存在肿瘤的异质性，正确识别结直肠腺癌的组织学类型有助于肿瘤个体化治疗及

预后的评估。 
陈凤娟[8]等为探讨肿胀性红斑狼疮(LET)的诊断率及治疗效果，减少临床误诊，通过回顾分析肿胀性

红斑狼疮患者的临床、组织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资料，得出结论：(LET)女性多发，皮损主要位于颜面部，

具有光敏性，其主要病症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血管及附属器周围不同程度的淋巴细胞浸润，其次是胶原

纤维束间黏蛋白的沉积作用。 
陈辉娥[9]等为了探讨淋巴结结核病的诊断率，研究对比了免疫组织化学(IHC)和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技术，通过对比淋巴结结核患者和淋巴结结核患者的石蜡包埋组织标本的病症诊察结果，研究得出

结论：PCR 与 IHC 两种方法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率，对淋巴结结核病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刘燕飞[10]等研究常用的免疫组化标记对儿童肾脏肿瘤的辅助诊断价值，得出结论：多标记物组合

WT1、CK、INI1、CyclinD1、CD10、CD99 和 Ki-67 的联合应用有助于 WT、CCSK、MRTK 和 CMN 的

诊断和鉴别诊断，且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于雪梅[11]等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常见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并对 IHC 检

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成本–效益进行评估。得出结论：IHC 检测 NSCLC 常见的 EGFR 突变具有良好

的特异性和较好的敏感性，当 IHC 和 PCR 的成本比为 1:3 或差距更大时，优先采用 IHC 方法检测 EGFR
突变是经济有效的。 

吴共发[12]等探讨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ACC1)在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的表达及临床病理意义。通过对比实验，得出结论：MACC1 mRNA 和蛋白在

结直肠癌均高表达，并与结直肠癌侵袭、转移、预后和错配修复基因密切相关，MACC1 在结直肠癌恶性

进展中起到致瘤作用，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张亚杰[13]等为研究乳腺癌病理诊断中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意义，通过在病理诊断中对乳腺癌患者实

施免疫组织化学，得出结论：乳腺癌病理诊断中实施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对疾病诊断具有显著意义，值

得研究和推广。 
赖丽雅[14]等分析研究免疫组织化学在判断胸腔积液细胞块腺癌细胞原发灶方面的价值，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诊断为腺癌，得出结论：把胸腔积液制成细胞块联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完成数项检查，益

于提升胸腔积液内肿瘤细胞的检出率，为探查到肿瘤原发病灶提供较可靠依据。 
王翠梅[15]等为提高前列腺大组织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制片质量，并探讨其在前列腺微小癌鉴别

诊断中的意义，通过设计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实验，分析了该技术在前列腺微小癌中的诊断价值。研究结

论：前列腺大组织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技术经过改良后着色定位准确，对于前列腺微小癌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 
李韬[16]等研究探讨液态阳性对照在乳腺癌、胃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ER-2)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中的应用。采用已知的 HER-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呈强阳性的乳腺癌、胃癌组织制作液态阳性对照的方

法，得出结论：该研究制作的 HER-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液态阳性对照能在 3 个月的保存期内保持检测

结果的一致性，能用于乳腺癌、胃癌组织染色结果的判读。 
张娟[17]等研究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参数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及其与免疫

组织化学指标表达的关系。得出结论：IVIM-DWI 定量参数 ADC 值、D 值、D*值、f 值可以为乳腺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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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朱燕燕[18]等研究特定类型的结直肠癌(CRC)，特征为带有管状腺癌且伴随有黏液腺癌分化，为了研

究其临床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开展了临床研究及诊治。结论为：管状腺癌伴有黏液腺分化 CRC 与

黏液腺癌均好发于右半结肠，肿瘤较大，P53 突变率较低。 
冯莲[19]为给患者的免疫治疗提供帮助，通过对肺癌患者进行肺部活检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肺

癌脱落细胞学细胞块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得出结论：肺癌脱落细胞学细胞块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虽不及活

检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检测阳性率，但可作为一些无法进行活检患者的选择，为患者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为主的免疫治疗过程中提供帮助。 
黄帅[20]等研究串联杂合泛素结合结构域(ThUBD)探针检测甲醛固定石蜡包埋(FFPE)切片中多聚泛

素化信号的灵敏度，得出结论：在 pH 为 9.5 的 EDTA 缓冲液中加入 50 mmol/L DTT 有利于多聚泛素链

的暴露与复原，显著提升 ThUBD 探针用于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的灵敏度。 
高竞逾[21]等分析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胃蛋白酶免疫组织化学及反流症状指数量表 RSI、反流体征

评分量表 RFS 评分在诊断咽喉反流性疾病(LPRD)中的一致性，得出结论：RSI、RFS 量表评分与胃蛋白

酶检测试剂盒结果的一致性较高。 
罗教秀[22]等探讨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双染)检测抑癌基因 p63、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 ck) 7 在

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临床诊断和转移中的应用，得出结论：p63 高表达于肺鳞状细胞癌，ck7 高表达于

肺腺癌，二者可作为肺癌组织学分型的重要依据。 
赵芳[23]等探讨胃肠道间质瘤(GIST)临床病理特征，通过常规苏木精–伊红(HE)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确诊 GIST，分析临床病理资料，得出结论：GIST 是最常见的胃肠道间叶源性肿瘤，主要发生于胃，

中老年人多发，具有独特的临床、组织学表现，需掌握其临床病理学特点，以早期发现并制定正确的治

疗方案。 
杨柳[24]等探讨免疫组织化学在甲状腺结节诊断中的作用，通过回顾分析甲状腺结节，得出结论：免

疫组织化学 MC、cyclinD1、CD56、TTF-1 组合是术前鉴别甲状腺结节性质准确有效的方法，具有重要的

临床病理诊断作用。 
孟丽[25]等评估 DNA 损伤诱导转录因子 3 (DDIT3)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诊断黏液样脂肪肉瘤的可靠性

及在黏液样脂肪肉瘤诊断及意义，对实验组的黏液样脂肪肉瘤和对照组的圆细胞肿瘤进行采集生物样本，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并得出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作为黏液样脂肪肉瘤诊断的检测方法，且

准确性较高。 
罗纯[26]等研究免疫组织化学 AE1/AE3 与弹力纤维 Gomori 醛品红法双重染色在非小细胞肺癌胸膜

微浸润中的应用价值，得出结论：在非小细胞肺癌肿瘤临近胸膜时，改良的免疫组织化学 AE1/AE3 与弹

力纤维 Gomori 醛品红法双重染色能够更直观地显示肿瘤细胞胸膜侵犯的情况，优于单一的 HE 染色和单

一的弹力纤维染色。 
申泽良[27]等借助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探讨颌面部颗粒细胞瘤(GCT)的临床组织病理特征。免疫组

织化学结果表明：颌面部 GCT 具有特征性组织学结构，免疫组织化学 S-100、CD68 等指标可辅助诊断，

临床切除后预后良好。 
宋伟伟[28]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验方法研究乳腺癌的确诊和治疗效果，将 60 例患者分为 40 例阳性

患者，记为观察组，将 20 例阴性患者记为对照组。经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方法

对乳腺癌开展病理诊断，准确率较高，临床应用价值很大。 
顾婷婷[29]等探讨在浆膜腔积液中鉴别增生性间皮细胞和转移性腺癌细胞中使用免疫组织化学联合

抗体的应用价值。得出结论：采用细胞石蜡技术，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技术，对增生性间皮细胞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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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性腺癌细胞有极大帮助，在细胞病理学诊断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滕孝静[30]对 23 例 EB 病毒相关的淋巴组织病患开展诊断研究，采用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组织获

得样本，借助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建立了 EBER 原位杂交检测方法，以便获得及时有效的检测结果，

为诊断提供依据。研究结论为：该检测方法操作简单、诊断结果准确，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诊断依据，在

临床方面具有应用推广价值。 
马紫瑜[31]等探讨宫颈鳞癌中程序性死亡配体 1 (PD-L1)表达情况及 22C3、SP263、E1L3N3 种抗体

免疫组化染色的一致性，得出结论：E1L3N、SP263 与 22C3 之间具有较高的可互换性，为临床检测 PD-
L1 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提供了更多选择。 

赵维聪[32]等研究免疫组织化学特异性抗体诊断浆膜腔积液转移性腺癌(MA)与增生性间皮细胞的应

用价值，得出结论：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方法对于浆膜腔积液中转移性腺癌细胞与增生性间皮细胞的

检测具有准确性高的特点，在细胞病理学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张能擘[33]等对 Alport 综合征(AS)患者肾脏穿刺组织进行石蜡切片Ⅳ型胶原 α链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得出结论：石蜡切片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Ⅳ型胶原 α1、α3 和 α5 能较好地用

于 AS 的诊断，为 AS 的诊断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技术手段。 
梁婷玉[34]等研究免疫组织化学增强二抗法在骨髓瘤骨髓活检中检测 κ、λ 蛋白表达的应用价值，根

据病理形态学诊断，并结合常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得出结论：免疫组织化学增强二抗法检测骨髓

瘤骨髓活检中 κ、λ蛋白的表达，表现出更高的灵敏度，能够在骨髓瘤分型判读中提供帮助，并具有提高

骨髓瘤骨髓活检检出率的潜力。 
代陆军[35]等探讨冰冻切片免疫荧光(frozen-immunofluorescence, F-IF)、石蜡切片免疫荧光(paraffin-

immunofluorescence, P-IF)和石蜡切片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在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

性肾病分型中的应用，得出结论：相较于 P-IF 和 IHC，F-IF 对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肾病的分型诊断

更为准确，可以在临床上作为辅助诊断的手段，指导诊疗方案的制定。 

3. 小结与展望 

免疫组织化学是病理诊断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抗原–抗体反应实现了对组织样本中特定成分的精

准定位与分析，在肿瘤标志物检测(例如：PD-L1、HER2、Ki-67 等)、病原体鉴定、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

以及指导临床治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伴随自动化染色平台的出现、多标荧光染色技

术的普及，IHC 的灵敏度和检测通量得到了显著提升，这进一步推动了精准诊疗的发展。因此，深入研

究免疫组化原理和技术，实现实验室间免疫组化标准化，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相信在未来随着新型抗体

的不断涌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免疫组化技术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未来研究需从以下方向突破：其一，推动 IHC 技术的标准化与自动化，建立跨实验室的质控体系，

减少人为误差；其二，结合人工智能(AI)图像分析技术，开发智能判读系统，提高结果的可重复性与客观

性；其三，探索 IHC 与多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的整合应用，构建多维诊断模型，提升疾病

分子机制的解析能力。此外，伴随空间转录组、单细胞测序等前沿技术的兴起，IHC 有望在肿瘤微环境

解析、免疫治疗响应预测等领域发挥更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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