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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免疫表型和治疗前后变化的分析

于
!

峰!徐兆珍!邱
!

丽!郭
!

欣!佟
!

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异常浆细胞的免疫表型对多发性骨髓瘤诊断和进行微小残留检测的作用%方法
!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异常浆细胞的免疫表型和治疗后患者的微小残留病变%结果
!

'%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异常浆细胞表达

,8'A

有
=@

例!占
@=&%?

#表达
,8$@

有
%

例!占
*&)?

#表达
,8='

有
@

例!占
$E&*?

%

$)

例检测微小残留病变患者的浆细胞免

疫表型有
$(

例发生变化%结论
!

通过细胞免疫表型的检测!可以区分异常浆细胞和正常浆细胞!有助于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

关键词"多发性骨髓瘤#

!

流式细胞术#

!

免疫表型

!"#

!

$(&*@A@

"

B

&5CCD&$AE*0=$*(&%($%&$=&(==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多发性骨髓瘤是浆细胞恶性增殖性疾病#骨髓中克隆性浆

细胞异常增生#并分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其片段$

_

蛋白&#

并导致相关器官或组织损伤'

$

(

)异常浆细胞有其特有的免疫

表型#使其能够与正常浆细胞和骨髓中其他的细胞区分开)因

此#作者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异常浆细胞的免疫表型#可以对多

发性骨髓瘤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探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

前后的细胞免疫表型的变化#有助于微小残留病变的检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

例#治疗后患者
$)

例#

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患者
$%

例#贫血患者
)

例#均为本院住院

患者)

A&B

!

仪器与试剂
!

d;,:,J451MH

流式细胞仪#荧光抗体#溶血

素均为美国
68

公司产品)

A&C

!

方法
!

按常规方法抽取骨髓
$

$

%I7

#

.8/;

抗凝)取

=

支流式管#用四色荧光抗体标记样本#抗体免疫标志组合为!

,8$@

"

,8*)

"

,8$*)

"

,8='

#

,8'A

"

,8*)

"

,8$*)

"

,8$$E

#

,8%)

"

,8*)

"

,8$*)

"

,8%E

#

9

O

!

$

0d9/,

"

9

O

!

%

0+.

"

9

O

!

$

0+FH0,+

"

9

O

!

$

0

;+,

#用
,F44

Z

MFCK

软件获取和分析数据)设门方法参照欧洲

骨髓瘤工作组推荐的方法进行'

%

(

#以
,8*)

"

,8$*)

"

::,

联合

设门#确定目的细胞群)以
%(?

细胞荧光强度大于对照判为

阳性)

A&D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经
:+::$$&(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3

检验%

I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免疫表型
!

在
'%

例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中#以
,8*)

TT

"

,8$*)

TT 设门的细胞#表达
,8'A

有
=@

例#占
@=&%?

%表达
,8$@

有
%

例#占
*&)?

%表达
,8='

有
@

例#占
$E&*?

%表达
,8$$E

有
$E

例#占
*%&E?

%表达
,8%)

有

%%

例#占
=%&*?

%表达
,8%E

有
*

例#占
'&E?

)

B&B

!

不同浆细胞免疫表型的比较
!

见表
$

)正常浆细胞和反

应性浆细胞比较#

I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免疫表型基

本一致#为
,8*)

TT

,8$*)

TT

,8$@

T

,8='

T

,8'A

h

)两者与异

常浆细胞比较#

I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异常浆细胞的

免疫表型为
,8*)

TT

,8$*)

TT

,8'A

T

,8$@

h

)

B&C

!

$)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细胞治疗前后免疫表型变化
!

见表
%

)表达
,8'A

*

,8$$E

*

,8='

和
,8%)

的患者治疗后均有

变化#表达
,8$@

和
,8%E

的患者没有变化)

I

(

(&('

#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正常浆细胞和异常浆细胞免疫表型结果'

#

%

?

&(

组别 正常浆细胞 异常浆细胞 反应性浆细胞

,8$@ )

$

$((

&

%

$

*&)

&

$$

$

@$&A

&

,8'A (

$

(

&

=@

$

@=&%

&

$

$

)&*

&

,8$$E %

$

%'

&

$E

$

*%&E

&

%

$

$A&A

&

,8%) $

$

$%&'

&

%%

$

=*&%

&

$

$

)&*

&

,8%E E

$

)E&'

&

*

$

'&E

&

$(

$

)*&*

&

,8=' )

$

$((

&

@

$

$E&*

&

$(

$

)*&*

&

表
%

!!

$)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细胞治疗前后

!!

免疫表型变化%

#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8$@ $ $

,8'A $E $*

,8$$E @ $$

,8%) $% $(

,8%E % %

,8=' ' E

C

!

讨
!!

论

多发性骨髓瘤$

__

&是一种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性疾

病#临床以肾损伤和骨质破坏为主要表现#以往多以形态学和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增高为主要诊断标准)近年来#随着流式细

胞仪的应用#对异常浆细胞的研究不断深入'

*

(

#浆细胞免疫表

型对
__

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应用越来越多#并可用来检测微

小残留病变)

据文献报道'

=

(

#

,8$*)

介导骨髓瘤细胞的黏附#认为几乎

在所有
__

细胞均有较强表达#而在骨髓造血前体细胞和淋

巴细胞上不表达#被认为是浆细胞最特异的表面标志'

'

(

)本研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DK̂ 7J1_F#

!

M̂4

N

%($%

!

3̀4&**

!

S3&$=



究采用欧洲骨髓瘤协作组提供的方法#用
,8*)

和
,8$*)

联合

设门圈定浆细胞#对选定骨髓瘤细胞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

通过对
__

患者的正常*异常及反应性浆细胞进行免疫

分型的检测*分析发现#正常及反应性浆细胞的免疫表型相似#

表达
6

系标志
,8$@

#很少表达
,8'A

#

,8='

表达较高%异常浆

细胞不表达
,8$@

#而表达
,8'A

#

,8='

表达较低#部分表达

,8$$E

*

,8%)

*

,8%E

)异常浆细胞的免疫表型为
,8*)

TT

,8$*)

TT

,8'A

T

,8$@

h

)本 研 究 与 文 献 报 道 一 致'

A0E

(

)

,8'A

T的
__

预后较好#而
,8'A

水平降低#预示病情恶化'

)

(

)

,8%)

随着疾病的进展表达增加#是预后不好的因素'

@

(

)

,8$$E

阳性者治疗效果较好#有较长的生存期)

,8$$E

与

,8%)

联合分析#对
__

的预后判断更有价值'

$(

(

)本研究可

以看出#

$)

例
__

患者治疗后#有
$*

例患者的免疫表型发生

了变化#有助于微小残留病变的检测#对
__

患者疗效判断有

一定意义)

因此#浆细胞免疫表型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诊断和预后

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免疫标志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对疗

效的确切判定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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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引起光学法和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的差异分析

刘
!

非!杨红玲!梁绮华!黄玉开

"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检验部
!

'$(A%*

$

!!

摘
!

要"目的
!

对电阻抗法"

+7/09

$和光学法"

+7/0c

$血小板计数差异与红细胞平均体积"

_,̀

$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8U

$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
!

采用
:

N

CIFG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和光学法对
%='

例全血血小板参数进行研究

分析!将样本按
_,̀

和
-8U

分组后进行配对
3

检验!评价两种检测方法对
+7/

计数的影响%结果
!

当
-8U

正常时"

$$&'?

$

$'&'?

$!无论
_,̀

正常"

)(

$

@EL7

$或减小"

'

)(L7

$!电阻抗法与光学法所检测的血小板数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当

-8U

增大时"

(

$'&'?

$!无论
_,̀

正常或降低!两种方法所检测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7/09

高于
+7/0c

约
'&'?

或
A&)?

%结论
!

:

N

CIFG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比光学法血小板计数升高与
-8U

关系更密切!而与单纯

的
_,̀

减小关系不大%所以!当全血细胞计数结果中
-8U

升高"

(

$'&'?

$常见于缺铁性贫血和重型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等疾病时!应采用光学法计数血小板%

关键词"血小板计数#

!

电阻抗法#

!

光学法#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红细胞平均体积

!"#

!

$(&*@A@

"

B

&5CCD&$AE*0=$*(&%($%&$=&(='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血小板计数是临床常用的检验项目之一#其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血栓性疾病和出血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血小板计数多使用经典的电阻抗法#但此方法的局限性是

不能排除标本中血小板形态异常*血小板聚集*体积及光学特

性和血小板相似颗粒$如小红细胞*红细胞碎片和白细胞碎片

等&的干扰'

$0%

(

)为了保证血小板计数结果的准确性#近年来光

学法血小板计数被逐渐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0=

(

)并且多项研究

表明#血小板计数采用光学法可以纠正电阻抗法由于小红细胞

干扰引起的假性升高#提供的计数结果与
9,:W

推荐参考方法

手工法无显著差异'

'0A

(

)过往的研究指出#当小红细胞参数红

细胞平均体积$

_,̀

&小于
E(L7

甚至小于
''L7

时#光学法血

小板计数比电阻抗法更准确'

E

(

)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红细胞

体积分布宽度$

-8U

&的变化也会引起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与

光学法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同时对
_,̀

和
-8U

这两个

参数变化引起的光学法和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差异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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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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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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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所用样本均为本中心检验部常规标

本)受检者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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