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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标本放置时间对流式细胞术白血病免疫分型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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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白血病免疫分型骨髓标本不同保存时间对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抗原标记的影响%方法
"

采集白血病患

者骨髓标本"

QS;7)<

'

抗凝"室温保存"在不同时间标记荧光抗体并对细胞膜$细胞浆内抗原进行定量分析%结果
"

与
&I

相比"

骨髓样品保存至
!#I

时"膜表面抗原
YS$

$

YS!"

$

YS!$

$

YS$$

$

YS!!*

荧光强度明显增高!

E

)

&2&(

#,保存至
$#I

时阳性细胞数

除
YS$

增高!

E

)

&2&(

#外"其余均下降!

E

)

&2&(

#,细胞浆内抗原
3YS$

$

3YS*",

在保存至
6%I

时平均荧光强度及细胞数变化均

无统计学意义!

E

)

&2&(

#%结论
"

骨髓标本在室温下不同保存时间对白血病免疫表型检测有影响"应在有效保存时间内完成

检测%

关键词"骨髓,

"

流式细胞术,

"

标本放置时间,

"

白血病免疫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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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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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对急性白血病的免疫

分型!是采用单克隆抗体对白血病细胞胞膜和胞浆内抗原进行

定量检测!从而判断白血病细胞的来源和分化阶段%目前关于

外周血标本放置时间对细胞膜表面抗原标记影响的报道较

多-

!)'

.

!而对骨髓标本细胞浆内抗原检测保存时间的研究鲜见

报道%故本文对这一影响因素作一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增生极度活跃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

例&急性
V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

例&急性
;

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者
!&

例%诊断符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0

-

!

.

%

?2@

"

仪器及试剂
"

VG3R5,-Y4N=+G>

公司
QX?Y:)d9

型流式

细胞仪及荧光标准微球
=̀4̂)YIG3R

%

YS6()XQ)Y

P

(

&

3YS$)

?̀;Y

&

3YS*",)XQ

&

FXA)̀?;Y

&

YS!$)XQ

&

YS$$)̀?;Y

&

YS!!*)

XQ

&

YS$)̀?;Y

&

YS!")XQ

!同型对照
?

.

U',)̀?;Y

&

?

.

U!)XQ

&

?

.

U!)̀?;Y

及透膜剂均为
Y55N-4+G3I

公司产品%

?2A

"

样品制备
"

抽取骨髓
!2& 59

用
QS;7

抗凝!室温

*

'&c

,保存%标本检测前先计算白血病细胞总数!每批试验

前用
XV:

稀释!使反应体系中白血病细胞总数不超过
(e!&

#

个%分别于抽骨髓后
&

&

'

&

6

&

%

&

!#

&

'&

&

'6

&

$&

&

$#

&

6%I

用不同

的单克隆抗体标记并设同型对照%

?2B

"

ỲF

检测
"

用荧光标准微球
=̀4̂)YIG3R

校准流式细胞

仪的光路和流路!以
YS6()XQ)Y

P

(

(

::Y

设门!用同型对照设定

阳性域值!检测白血病细胞各抗原的表达!每份样本均检测并

分析
!&&&&

个白血病细胞!记录各抗原表达的荧光强度及表

达的百分率%

?2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X::!'2&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各抗原表达的荧光强度及表达的百分率以
(b: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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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

"

骨髓标本保存不同时间抗原表达荧光强度的变化
"

见表

!

%细胞膜抗原
YS$

&

YS!"

&

YS!$

&

YS$$

&

YS!!*

抗原表达的荧

光强度随着标本放置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高!放置到
!#I

与
&

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细胞浆内抗原
3YS$

&

3YS*",

在保存至
6%I

荧光强度与
&I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

&2&(

,!而
FXA

的荧光强度在保存至
$#I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

)

&2&(

,%

@2@

"

骨髓标本保存不同时间细胞膜及细胞浆抗原表达百分率

的变化
"

见表
'

%细胞膜
YS$

表达的阳性细胞数在标本放置

到
'6I

后逐渐增高!放置到
$#I

与
&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

)

&2&(

,!

YS!"

&

YS!$

&

YS$$

及
YS!!*

则在
'6I

后逐渐

降低!到
$#I

与
&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细胞

浆内抗原
FXA

在标本放置到
'6I

后逐渐降低!到
$#I

!

FXA

阳性细胞数明显低于
&I

检测的阳性细胞数*

E

)

&2&(

,!而

3YS$

&

3YS*",

在保存到
6%I

与
&I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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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标本保存不同时间对平均荧光强度的影响

保存时间*

I

,

YS$ YS!" YS!$ S$$ YS!!* FXA 3YS$ 3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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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骨髓标本保存时间对抗原表达的影响#

8

$

保存时间*

I

,

YS$ YS!" YS!$ S$$ YS!!* FXA 3YS$ 3YS*",

& *(2(b!!2# *"2"b!'2$ #%26b!%2' **2!b!$2# %'2$b!'2" *%26b!$2' #*26b!!2" %"2%b"2%(

' *62"b!!2" *%2*b!!26 #%2%b!*2" **2%b!$2" %'2#b!'26 *%2%b!$2# #%2!b!'2$ %%2#b"2*"

6 *(2$b!'2#& *"2!b!'2# #*2"b!#2' **26b!62' %'2%b!'2# *%2!b!$2% #%2*b!'2% %"26b!&2!

% *62(b!&26 *%2(b!$2! #%2!b!#2* *#2%b!62$ %$2!b!'2! **2#b!$2! #*2*b!'2( "&26b"2!'

!' *$2!b!!2% *%26b!$2! #*2'b!#2" **2#b!$2% %!26b!!2" *#2%b!$2( #%26b!'2! "&2$b%2"#

!# *$2#b"2'( *#2(b!'2% #"2#b!#2& *62%b!62( %'26b!'26 *(2"b!$2' #*2'b!$2& %"2(b%2*#

'& *$2!b"2!6 **2!b!'2# #%26b!#2' *(2"b!62! %!2#b!!2% *#2$b!$2% ##2"b!'2* %%26b%2"6

'6 *62"b!&26 *(2"b!!2( ##2$b!(2* *62#b!$2* %&2(b!!26 *&2"b!'2# #*2!b!'2" %"2'b"2!$

$& **2#b!!2" *$26b!&2' #62"b!(2' *'26b!$2' **2#b!&2( #!26b"2#% ##2%b!'26 %*2%b%2*#

$#

%*2#b%2'(

#

(%2#b%2$#

#

6"2$b"2*!

#

662"b"2#(

#

(!2#b"2%6

#

6%2!b%2!*

#

##26b!!2# %*2!b%2#6

6% "!2(b*2$% $#26b*2$% $$26b*2%" $!2'b"2!* 662(b"2'! '!2(b#2!% ##2!b!!26 %#2(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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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I

相比!

#

E

)

&2&(

%

A

"

讨
""

论

以
ỲF

进行白血病的免疫表型分析已是现代血液学诊

断恶性血液病&淋巴瘤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准之一-

6

.

%但由于受

医院设备条件和地理等因素的限制!采样送检与上机检测时间

往往不能紧密衔接!样品保存时间过长会影响结果%

本组测定结果显示!

QS;7)<

'

抗凝的骨髓标本!细胞膜

YS$

&

YS!"

&

YS!$

&

YS$$

&

YS!!*

抗原表达在
!#I

内检测结果

是可靠的+细胞浆内抗原
3YS$

&

3YS*",

在样品保存至
6%I

荧

光强度与
&I

相比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2&(

,!而

FXA

的荧光强度在保存至
$#I

有显著降低*

E

$

&2&(

,%故建

议!对骨髓标本细胞膜荧光强度的检测!应在
!#I

内完成!而

细胞浆内抗原除
FXA

应在
$#I

内完成外!

3YS*",

&

3YS$

可

在
6%I

内完成检测%

细胞膜
YS$

表达的阳性细胞数在标本放置到
'6I

后逐渐

增高!放置到
$#I

与
&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这是否与放置时间过长使
YS$

细胞膜通透性增加!胞浆内抗

原暴露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YS!"

&

YS!$

&

YS$$

及

YS!!*

在样品放置
'6I

后逐渐降低!到
$#I

与
&I

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细胞浆内抗原
FXA

在标本放置到

'6I

后逐渐降低!到
$#IFXA

阳性细胞数明显低于
&I

的阳

性细胞数*

E

)

&2&(

,!而
3YS$

&

3YS*",

在保存到
6%I

与
&I

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

,%故建议!对骨髓标本阳性细

胞数检测应在
$#I

内完成+而
3YS$

&

3YS*",

可在
6%I

内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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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冠心病患者血清中脂蛋白
,

及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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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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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分析

饶
"

荣"刘志军

!湖北省房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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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中脂蛋白
,

-

9X

!

,

#.$载脂蛋白
7!

!

7

O

47!

#$载脂蛋白
V

!

7

O

4V

#和
7

O

47!

+

7

O

4V

在冠心病患者中的

变化情况%方法
"

以
%&

例冠心病为研究对象"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空腹采血"测定血清中
9X

!

,

#$

7

O

47!

$

7

O

4V

的浓

度%结果
"

冠心病患者血清
9X

!

,

#$

7

O

47!

$

7

O

4V

浓度及
7

O

47!

+

7

O

4V

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结论

"

血清
9X

!

,

#$

7

O

47!

$

7

O

4V

$

7

O

47!

+

7

O

4V

可用于综合评定冠心病患者的病情变化%

关键词"冠心病,

"

脂蛋白类,

"

载脂蛋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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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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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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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

34>4-,>

P

IG,>+H10G,0G

!

YCS

,是世界范围内危

害最大的心脏病!也是我国成人心脏病死亡的第
!

位原因%其

形成和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血脂&炎症&遗传因素等%

脂蛋白
,

-

9X

*

,

,.&载脂蛋白
7!

*

7

O

47!

,&载脂蛋白
V

*

7

O

4V

,

则是其中的重要指标-

!

.

%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

6#2'$b(2*%

,岁!为健康体检人群%

YCS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2%*b%2!$

,岁+其中稳定型心绞痛

*

:7X

,

'(

例!男
!6

例!女
!!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L7X

,

$#

例!

男
'6

例!女
!'

例+心肌梗死*

7F?

,

!"

例!男
!'

例!女
*

例%

?2@

"

方法
"

冠脉造影采用
DNHR1-0

法!按狭窄程度大于或等

于
(&8

为冠心病诊断标准%所有受试者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全血
(59

用肝素锂抗凝!

9X

*

,

,&

7

O

47!

和
7

O

4V

检测采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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