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网织红细胞参数在肿瘤患者放化疗过程中的临床意义

李文楷

"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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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肿瘤患者放&化疗后骨髓受抑制和恢复过程中网织红细胞参数变化的情况%方法
!

用
L

A

0<7W2d3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

例肿瘤患者放&化疗前后白细胞数"

aGT

$&血小板数"

HZ3

$&网织红细胞参数"

R79O

&

SIRO

&

PIRO

$

进行测定!观察各参数的变化%结果
!

放&化疗后骨髓造血功能受到抑制!

aGT

&

HZ3

&

R79O

&

SIRO

&

PIRO

明显降低!与放&化

疗前比较!第
(

天
SIRO

&

PIRO

&

R79O

开始下降"

C

$

%#%$

$!早于
aGT

&

HZ3

的下降#造血功能开始恢复时!

SIRO

&

PIRO

的

出现升高且早于
aGT

&

HZ3

&

R79O

的升高%结论
!

SIRO

&

PIRO

可作为评价肿瘤患者放&化疗过程中骨髓造血功能受抑制和

开始恢复的早期指标%

关键词"诊断#

!

网织红细胞#

!

骨髓造血功能#

!

肿瘤放化疗#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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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的重要指标#在肿瘤患者

放'化疗过程中#尽早得到骨髓造血功能受抑制和恢复的早期

信息#对于指导临床科学'合理用药#以及预防感染'出血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网织红细胞参数逐渐运用于放'化疗过程骨

髓造血功能抑制和恢复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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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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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

例肿瘤患者白细胞数

$

aGT

&'血小板计数$

HZ3

&'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R79O

&'高荧

光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SIRO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百分率$

PIRO

&等参数进行了动态观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本院
"+

例肿瘤住院治

疗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例肿瘤患者中#肺癌
$

例'乳腺癌
"

例'宫颈癌
(

例'食管癌

"

例'胃癌
-

例'胆管癌
!

例'直肠癌
(

例'卵巢癌
"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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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以及配套试剂和全血细胞质控品#仪器使用前经校正(

A#C

!

方法
!

肿瘤患者放'化疗前#以及放化疗后第
(

'

-

'

,

'

!"

'

!$

'

!&

'

"!

天空腹抽血
!

!

"<Z

$

KQ3)2F

"

抗凝管&送检#

+;

内完 成 检 测#观 察 参 数 包 括
aGT

'

HZ3

'

R79O

'

SIRO

'

PIRO

(

B

!

结
!!

果

"+

例肿瘤患者放'化疗前和放'化疗后不同时间外周血

SIRO

'

PIRO

'

R79O

'

aGT

'

HZ3

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肿瘤患者放'化疗前和放'化疗后各参数

!!!!

测定结果比较

时间
SIR

$

O

&

PIR

$

O

&

aGT

$

g!%

,

"

Z

&

R79

$

O

&

HZ3

$

g!%

,

"

Z

&

放化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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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化疗后

!

第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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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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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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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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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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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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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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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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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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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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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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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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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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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

天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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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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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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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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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天
(#"j!#' !!#,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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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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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j"#! !"#+j-#! $#,j"#" !#"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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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放'化疗前比较(

C

!

讨
!!

论

放'化疗是目前治疗肿瘤的主要方法#而在肿瘤放'化疗过

程中#在对癌细胞杀死的同时#也对正常细胞也具有较强的杀

伤作用#往往导致骨髓造血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引起

aGT

'

HZ3

数目的下降#患者往往因感染'贫血'出血而致死

亡(因而#能否寻找到一种灵敏而可靠的指标及时地反映肿瘤

患者在放'化疗过程中骨髓造血功能的变化情况#对指导临床

科学'合理用药#以及减少感染'出血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R79O

'

aGT

和
HZ3

的动态观察曾是监测放'化疗和指导临床

调整治疗方案#以避免造成严重骨髓抑制的重要指标(特别是

近年来#随着流式细胞技术和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应用#可

根据网织红细胞不同成熟阶段的荧光强度#将其分为低荧光强

度网织红细胞$

ZIR

&'

PIR

和
SIR

(

SIR

中因其胞浆中残

留的
RY)

物质较多而荧光最强#

ZIR

胞浆中
RY)

物质极少

而荧光极少或没有#

PIR

介于
SIR

和
ZIR

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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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者比例的多少代表了
R79

的成熟程度#成熟程度按
SIR

'

PIR

'

ZIR

依次增高(有学者报告#在肿瘤放'化疗过程中#骨

髓造血功能受抑制和恢复时#

SIR

'

PIR

一般早于
R79

'

aGT

和
HZ3

数量的变化#可作为骨髓造血功能较敏感的指标(本

研究应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技术原理#使经荧光染色的
R79

通过流式细胞中心#经一定波长的激光照射#产生前向散射光

和侧向荧光#通过测量
R79

前向散射光和侧向荧光而测得
R79

的大小和分类情况(

本组资料结果显示#肿瘤患者放'化疗后#

R79O

'

aGT

'

HZ3

和
PIRO

'

SIRO

开始逐渐降低#

PIRO

'

SIRO

'

R79O

第
(

天显著降低#与放'化疗前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而
aGT

'

HZ3

在放'化疗后第
-

天才开始明显下降#与

放'化疗前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

aGT

'

HZ3

的下

降比
PIRO

'

SIRO

晚
(

天(在放'化疗后的第
!"

天#骨髓造

血功能逐渐恢复#

PIRO

'

SIRO

'

R79O

数值呈增高趋势#而

aGT

'

HZ3

仍呈持续下降(放'化疗后第
!$

天#

PIRO

'

SIRO

持续升高#并显著高于第
!"

天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C

$

%#%$

&(

aGT

'

HZ3

也开始升高#但与第
!"

天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

&(本组资料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

的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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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肿瘤放'化疗过程中#

PIRO

'

SIRO

'

R79O

的变化要先于
aGT

和
HZ3

的变化#观察
R79

的数量和成熟程

度的变化可以较早预知骨髓造血功能的变化情况#用
PI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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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O

可作为肿瘤患者放'化疗过程造血功能抑制和恢复较

早的敏感指标#对指导临床治疗的科学'合理用药#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以及预防感染'出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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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尿酸变化与围生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关系

蔡
!

杰!胡俊妍!杨建鑫!李
!

涛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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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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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尿酸"

)̂

$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临床意义%方法
!

检测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孕妇

的血清
)̂

&尿素氮"

G51

$&肌酐"

T8

$&红细胞压积等指标%结果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血清
)̂

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妊娠组"

C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新生儿体质量和围产儿死亡率明显高于健康妊娠组"

C

$

%#%!

$!健康妊娠组与轻&中&重度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组血清
)̂

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结论
!

血清
)̂

升高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及围产儿预后密切

相关!动态监测
)̂

变化!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临床价值%

关键词"高血压!妊娠性#

!

尿酸#

!

肾功能试验#

!

围生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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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由于全身小动脉

痉挛导致全身各器官发生病理性改变#肝肾功能均有相应的损

害#肾功能的变化比肝功能敏感)

!

*

#血清尿酸$

)̂

&值直接反映

肾脏受损程度)

"

*

#是反应肾脏病变早期的一项指标)

(

*

(为进一

步了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血清
)̂

与母婴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通过对
!+,

例中晚期孕妇血清
)̂

进行测定#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产检

和住院分娩无慢性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肝病'免疫性疾

病等病史的孕产妇
!+,

例#其中健康妊娠对照组
,%

例#平均年

龄
"'#"

岁$

""

!

(+

岁&%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例#平均年龄

"&#(

岁$

"!

!

($

岁&#按全国高等医学院教材0妇产科学1第
$

版诊断及分类)

+

*

#分为轻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例#中度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例#重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例(

A#B

!

方法
!

取孕产妇空腹肘静脉血进行生化及血液检查分

析#主要观察指标为
)̂

'肌酐$

T8

&'尿素氮$

Ĝ Y

&和红细胞

压积(

A#C

!

仪器
!

L_LPKdLI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GKTF2

P)YZ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G

!

统计学处理
!

本组数据均以
LjA

表示#显著性检验采用

$

" 检验(

B

!

结
!!

果

B#A

!

早产及新生儿情况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孕妇早产
&

例#占
!(#-O

#为
"&

!

(-

周#健康妊娠组孕妇早产
&

例#占

&#,O

#为
((

!

(-

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的早产率'剖宫产

率'新生儿体质量及围产儿死亡率均显著高于健康妊娠组$

C

$

%#%!

&#两组孕产妇围生期结果#见表
!

(

B#B

!

健康妊娠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肾功能的比较
!

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组孕产妇血清
)̂

含量和红细胞压积显著高于

健康孕产妇组$

C

$

%#%!

&#血清
T8

和
Ĝ Y

含量两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B#C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类型与
)̂

含量的关系
!

轻'中'重

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表
!

!!

健康妊娠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产妇围生期结果的比较

组别
$

早产率)

$

$

O

&* 剖宫产率)

$

$

O

&* 新生儿体质量$

LjA

#

@

&

)

?@

:8

评分$

LjA

#分&围产儿死亡率)

$

$

O

&*孕产妇死亡率)

$

$

O

&*

健康妊娠组
,% &

$

&#,

&

"+

$

"-#'

&

(($"#+"j"%"#!" ,#$"j%#(( %

$

%

&

%

$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

$

!(#-

&

"+

$

+%#'

&

"'&"#!+j(%&#+! &#!"j%#!' +

$

!"#!"

&

!

$

(#%(

&

C

$

%#%!

$

%#%!

$

%#%!

%

%#%$

$

%#%!

%

%#%$

表
"

!!

健康妊娠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等指标的比较$

LjA

%

组别
$ ^)

$

'

<4=

"

Z

&

Ĝ Y

$

<<4=

"

Z

&

T8

$

'

<4=

"

Z

& 红细胞压积

健康妊娠组
,% "!"#("j+%#!( +#,%j!#"% !%!#''j"+#(" %#(!j%#%(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j(+#"$ +#,&j"#(+ !!&#-,j"'#$+ %#(&j%#%(

C

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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