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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细胞表面黏附的黏稠淋巴细胞分离液是无法全部除去的#其对实用
,-+./+/0

直接法实验的影响是使阳性花

环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偏高#相对的阴性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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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等的分布和变化#用于判断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助于预防

保健%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目前常用的方法有流式细胞仪

法%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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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花环法#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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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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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法因主要试剂+++冻干抗体致敏红细

胞花环试剂具有特异性强%敏感%稳定性好%有效期长%使用方

便的特点#不需使用特殊仪器#仅需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且实

验结果可保存
#

个星期#二十多年来被临床医学实验室和相关

研究单位广泛应用$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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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法具备很多优点#

但是#实验所用细胞是要经过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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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高黏稠性的淋巴细胞分离液在洗涤液洗涤后是否彻底

除去#是否对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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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花环细胞形成有影响%对计数结果有影

响#为探讨这一问题作如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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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用
,-+./+/0

直接法对人外周血中的淋

巴细胞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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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标本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自然沉降分离白细胞#一半用于

淋巴细胞分离液法分离单个核细胞$选择淋巴细胞分离液法

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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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倍量稀释液洗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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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用滴管轻轻吹吸混匀#保证洗涤时的稀释倍数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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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离心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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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液备用$不加任何物质的抗凝血用自然沉降法分离的

混合细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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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量稀释液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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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自然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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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抗凝血上层血浆和白细胞的混合细胞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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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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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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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采用!

Cd5

"表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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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

检验统计学分析#检验两法结果的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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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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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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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标本用两种不同方法制取单个核细胞悬液的

实验对照研究#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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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阳性花环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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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花环计数结果影响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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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自然沉降细胞
"'

倍量稀释液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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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分离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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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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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小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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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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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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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淋巴细胞分离

液分离的单个核细胞与无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的细胞#在相同

条件下用
"'

倍量稀释液洗涤
"

次#采用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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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法的 新 方 法 程 序 和 步 骤 同 时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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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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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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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值检验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细胞在浸入黏稠的淋巴细胞分离液时#细胞表面黏附有淋

巴细胞分离液#用
"'

倍量的稀释液洗涤
"

次并不能彻底洗涤

干净$

与同样处理的无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的细胞计数比较#淋

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细胞的
2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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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高于后者#

但是两者的
2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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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4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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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39

4结果虽然升高$但在适当范围内以一定的比例同时升

高#因此#其比值并无显著变化#两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的
*1,2

细胞#用

"'

倍量的稀释液洗涤
"

次#细胞表面黏附的黏稠淋巴细胞分

离液是无法全部除去的#其对实验的影响是使阳性花环淋巴细

胞计数结果偏高#相对的阴性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偏低$

而在反应体系中掺入非淋巴细胞#提高实验计数的准确性

和稳定性研究中#自然沉降分离细胞和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细

胞#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是淋巴细胞分离

液分离的细胞经过了孵育纯化和再洗涤过程#使得细胞表面黏

附的淋巴细胞分离液得以充分除去#而此处的淋巴细胞是未经

孵育纯化和再洗涤的
*1,2

细胞$

#

组非
!

淋巴细胞阳性花环计数结果的
"

值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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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自然沉降法非
!

淋巴

细胞阳性花环细胞计数均值为
'$&'

#标准差为
'$(8

'淋巴细胞

分离液法非
!

淋巴细胞阳性花环细胞计数均值为
&$:'

#标准

差为
#$7:

$后者的非
!

淋巴细胞阳性花环细胞数均值是前者

的
"#

倍#而前者的标准差仅是后者的
"

&

7

$

自然沉降法非
!

淋巴细胞阳性花环细胞数很少#以粒细

胞为主#单核细胞次之'淋巴细胞分离液法非
!

淋巴细胞阳性

花环细胞数较多#绝大部分为单核细胞花环#粒细胞花环少$

这进一步说明淋巴细胞分离液可以使单核细胞%粒细胞与抗体

红细胞形成阳性花环$在镜下计数时#如果在细胞识别不良的

情况下#单核细胞花环很容易被误认为淋巴细胞花环#会使阳

性细胞花环计数结果偏高$

本研究结果说明#淋巴细胞分离液在分离细胞时#细胞要

浸入到分离液中#细胞表面黏附有高黏度的分离液#用常规细

胞洗涤法难以从细胞表面洗涤除去#或由于淋巴细胞分离液的

黏稠性#或由于分离液影响细胞表面电荷改变#或由于不明的

其他原因#都会对抗原
/

抗体花环细胞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

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群细胞#

在正常机体内各
!

细胞亚群相互作用#维持机体的正常免疫

功能$

!

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主要由
237

4

%

239

4 完成#

237

4协调细胞分化产生抗体#

239

4则抑制抗体的合成%分泌

及
!

细胞的增殖#两者的稳定状态维持着机体的正常免疫应

答)

7

*

$

!

细胞亚群的检验标本从血液到胸水%腹水%肺泡灌洗

液等#都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诊断%预防和保健领域)

(

*

$因此#

研究其检验方法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

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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