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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骨髓铁染色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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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改良骨髓铁染色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对健康者&缺铁性贫血和溶血性贫血患者骨髓涂片采用常

规铁染色方法及改良铁染色方法进行染色!观察细胞内&外铁%结果
"

细胞外铁经酸性亚铁氰化钾染色后可直接进行观察#细胞

内铁经甲基绿复染后观察效果优于核固红%结论
"

改良铁染色方法易于观察细胞内&外铁!适于临床常规应用%

关键词"缺铁性贫血#

"

溶血性贫血#

"

铁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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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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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铁染色是用于诊断的缺铁性贫血$

8/"

&的重要检查

指标之一#包括细胞外铁及细胞内铁染色)常规铁染色方法是

酸性亚铁氰化钾染色和核固红复染#由于核固红对胞浆着色

差#易导致难以辨认染色细胞类型)有些学者对骨髓铁染色方

法进行了改良'

#,)

(

)张姝'

G

(分析了核固红*瑞氏和沙黄复染剂

对铁染色效果的影响#证明复染剂种类直接影响铁染色效果)

笔者用以甲基绿作为复染剂#对常规骨髓铁染色方法进行了改

良#并将改良染色法与常规染色法的染色效果进行了比较#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G

$

)

月于本院就诊的患者
$)

例

'

8/"$&

例*溶血性贫血$

:"

&

!

例(及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重庆天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4*8U,!(##

骨髓细胞分析系统#

[.g*3]U4X$#5-Ud"

型电子显微镜)

酸性亚铁氰化钾溶液$

!(_

亚铁氰化钾溶液与
#(_

浓盐酸于

临用前按体积比
&b#

配制&#

!_

核固红溶液#

!_

甲基绿溶液)

?%A

"

方法
"

采集
K!

例受试者骨髓标本#分别制备骨髓涂片标

本数张#经常规及改良铁染色法染色后#低倍镜及油镜下观察

细胞外铁及细胞内铁#计数细胞内铁并记录计数细胞内铁所用

时间)诊断标准参考1临床血液学与检验2)常规铁染色法!将

酸性亚铁氰化钾溶液滴加至新鲜干燥骨髓涂片上#于室温染色

!(P;>

后流水冲洗#核固红溶液复染
!P;>

#流水冲洗*晾干)

改良铁染色方法!取
!

张新鲜干燥骨髓涂片#分别滴加酸性亚

铁氰化钾溶液#于室温染色
!(P;>

后流水冲洗#其中
#

张晾干

后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外铁#另
#

张用甲基绿溶液复染
#

$

!

P;>

#流水冲洗*晾干)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3UU#(%(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0

检验#

检验水准为
%

f(%(&

)

@

"

结
""

果

@%?

"

细胞外铁染色效果
"

常规铁染色法和改良铁染色法对细

胞外铁的染色结果相同#健康者和
:"

患者细胞外铁均为阳

性#

8/"

患者细胞外铁均为阴性)经酸性亚铁氰化钾染色后直

接观察细胞外铁#不受残留染液的影响#较复染后观察更清楚)

见图
#

$

$

)

@%@

"

细胞内铁计数视野的确定
"

骨髓标本经常规铁染色法和

改良铁染色法染色后首先于低倍镜下观察骨髓片体尾交界处#

确定细胞内铁的计数视野)核固红复染后的骨髓片中红细胞

和有核细胞均染为淡红色#难以确定待观察视野$见图
K

&#甲

基绿复染后的骨髓片中红细胞染为淡黄色#有核细胞胞核染为

深蓝色#较易判断有核细胞分布以确定待观察视野$见图
&

&)

""

"

!阳性$骨髓小粒内可见蓝绿色颗粒&%

-

!阴性$骨髓小粒内未见

蓝绿色颗粒&)

图
#

""

酸性亚铁氰化钾染色后观察细胞外铁

""

"

!阳性$骨髓小粒内可见蓝绿色颗粒及残留的淡红色核固红染

液&%

-

!阴性$骨髓小粒内可见残留的淡红色核固红染液#未见蓝绿色

颗粒&)

图
!

""

核固红复染后观察细胞外铁

""

"

!阳性$残留的绿色甲基绿染液导致骨髓小粒内蓝绿色颗粒难以观

察&%

-

!阴性$残留的绿色甲基绿染液与阳性的蓝绿色颗粒难以区分&)

图
$

""

甲基绿复染后观察细胞外铁

@%A

"

细胞内铁染色效果
"

核固红复染标本中#铁粒幼红细胞

胞核紫红色#胞浆淡红色#铁颗粒蓝色%甲基绿复染标本中#铁

粒幼红细胞胞核普鲁士蓝色#胞浆淡黄色#铁颗粒蓝色)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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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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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铁粒幼红细胞胞浆中的铁颗粒均清晰可见)见图
G

$

H

)

图
K

""

核固红复染后低倍镜下观察

图
&

""

甲基绿复染后低倍镜下观察

""

"

!晚幼红细胞#胞浆内可见蓝色铁颗粒$箭头所示&%

-

!中幼红细

胞#胞浆内无铁颗粒)

图
G

""

核固红复染后观察铁粒幼红细胞

@%B

"

细胞内铁计数结果
"

K!

例骨髓标本两种染色方法细胞

内铁计数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铁染色方法细胞内铁染色结果比较

骨髓标本来源
'

染色方法 细胞内铁计数结果$

Pe<

#

_

&

健康者
&

常规铁染色
(%!Ge$%&

!

改良铁染色
(%!)e!%H

8/"

患者
$&

常规铁染色
(%#(e##%&

!

改良铁染色
(%##eH%$

:"

患者
!

常规铁染色
(%K!e(%&

!

改良铁染色
(%KKe(%$

""

!

!与同组改良染色法细胞内铁计数结果比较#

G

&

(%(&

)

""

"

!晚幼红细胞#胞浆内可见蓝色铁颗粒$箭头所示&%

-

!中幼红细胞#

胞浆内可见蓝色铁颗粒$箭头所示&%

4

!晚幼红细胞#胞浆无铁颗粒)

图
)

""

甲基绿复染后观察铁粒幼红细胞

""

"

!粒细胞%

-

!淋巴细胞)

图
'

""

核固红复染后观察粒细胞%淋巴细胞

""

"

!淋巴细胞%

-

!粒细胞)

图
H

""

甲基绿复染后的粒细胞%淋巴细胞

@%C

"

计数细胞内铁所用时间比较
"

常规铁染色法和改良铁染

色法染色标本计数细胞内铁所用时间分别为$

#(eH%&

&和$

)e

)%K

&

P;>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A

"

讨
""

论

健康人骨髓中的贮存铁主要存在于幼红细胞中#分为细胞

外铁和细胞内铁)细胞外铁主要存在于骨髓小粒及巨噬细胞

中#细胞内铁则主要是指分布于中*晚幼红细胞胞浆及成熟红

细胞中的铁'

'

(

)对于血红蛋白异常降低的贫血患者而言#通过

骨髓涂片铁染色检查判断细胞内*外铁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存

在铁代谢异常#也有助于
8/"

的辅助诊断)缺铁可分为
$

个

阶段!贮铁缺乏$

8/

&*缺铁性红细胞生成$

8/0

&及
8/"

#三者总

称为铁缺乏症'

H

(

)

8/"

患者细胞外铁阴性#细胞内铁明显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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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甚至为零)以常规铁染色法判断细胞外铁水平极为准确#

较少受检验人员水平及染液的影响#但在对细胞内铁水平的判

断受方法学和检验人员水平影响较大#常有偏差#与核固红复

染液主要对胞核着色#胞浆着色能力差有关)细胞内铁的报告

方式是计算铁粒幼红细胞在
#((

个中幼红细胞和晚幼红细胞

中所占百分比#即细胞内铁阳性率'

H

(

)正确鉴别中*晚幼红细

胞和其他有核细胞#是保证细胞内铁阳性率计算结果准确性的

关键)

8/"

患者骨髓中的幼红细胞存在/核老浆幼0的现象#尤

其是中*重度患者#幼红细胞胞浆减少更为明显#难以与淋巴细

胞相区别)传统铁染色法易将有核细胞胞浆染为淡红色#易导

致将淋巴细胞误认为晚幼红细胞#也易导致将体积变小*胞浆

减少的晚幼红细胞误认为淋巴细胞#两者分别造成细胞内铁阳

性率检测结果假性降低或假性增高)经甲基绿复染后#幼红细

胞胞浆呈淡黄色#而其他系统的有核细胞#如粒系和淋巴系细

胞胞浆均为淡蓝色#且胞核与胞浆较易分辨#因此#在正确鉴别

幼红细胞与淋巴细胞方面优于常规的核固红复染)因此#本研

究以甲基绿复染代替常规染色法中的核固红复染)试验证明#

骨髓涂片经甲基绿或核固红复染后#所计算获得的细胞内铁结

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G

&

(%(&

&#且改良染色法可缩短计数

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本研究中的染色结果显示#骨髓涂片

经复染后#在骨髓小粒处有不同程度的残留复染液#尤其是甲

基绿#因其本身是蓝绿色#复染后残留在骨髓小粒中的残渣颜

色与铁染色阳性蓝绿色颗粒颜色接近#严重干扰细胞外铁阳性

及阳性程度的判断)因此#笔者对细胞外铁染色方法进行了简

化#只用酸性亚铁氰化钾对骨髓片进行染色#经冲洗*干燥后立

即进行观察#结果显示该方法即可达到常规染色方法的染色效

果#又节约了时间#且不受残余染液的干扰)

虽然多数情况下骨髓细胞内*外铁的改变是一致的#如

8/"

患者骨髓细胞外铁消失#细胞内铁减少#而铁粒幼细胞贫

血患者细胞外铁增加#细胞内铁也明显增加)但在某些情况

下#如骨髓网状内皮系统清除铁功能过强时#可见细胞外铁消

失而细胞内铁正常或减少'

#(

(

#故骨髓铁染色能较准确地反映

骨髓铁的贮备*利用*清除状况)本研究提出的改良铁染色方

法即保证了细胞内*外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对铁代谢性疾病

的辅助诊断有重要意义#又可缩短检测耗时#提高工作效率#适

合临床实验室常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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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酶联免疫吸附法"

0.8U"

$和电化学发光法"

04.8"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

F

&抗
:-<

&

:-A"

F

&抗
:-A

&抗
:-1

$的模式特征及差异%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

&

月以
0.8U"

检测的
##H!$

例标本及
!(##

年同期

以
04.8"

检测的
')'G

例标本的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结果%应用
U3UU#)%(

软件对上述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在

0.8U"

检测的
##H!$

例患者及
04.8"

检测的
')'G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

F

阳性率分别为
#(%)&_

和
#$%G(_

!女性患者分

别为
H%$G_

和
#(%'#_

!男性阳性率均高于女性%与
0.8U"

相比!

04.8"

可检出
K

种新模式!即
$K&

&

#!$&

&

#$K&

&

#!$K&

阳性模

式!

&

种
0.8U"

模式
04.8"

未能检出%不同月份间!

04.8"

检测
!

&

!&

及
!K&

模式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

04.8"

及
0.8U"

对
:-<"

F

与抗
:-<

双阳性标本的检出率分别为
(%''_

和
(%(H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

&

!&

&

!K&

阳性模式

组抗
:-<

定量中位数分别为
#G)%H

&

#$G%'

&

!K&%$8]

)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04.8"

与
0.8U"

可检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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