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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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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用全血标本直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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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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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周全血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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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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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进行

了比较!并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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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浓度的佛波酯"

2R1

%和
$

种不同培养时间对全血进行刺激培养'结果
"

用全血直接培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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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结果与提取
2]RK

后检测的结果接近'全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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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最适宜的刺激培养条件为#

2R1

终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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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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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全血检测
.*"8

细胞的方法简单适宜!为临床上对
.*"8

细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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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亚群'近年又发现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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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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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功能及表型不同(以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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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一个新的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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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亚群#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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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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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炎性

反应和自身免疫疾病中的重要调节作用逐渐被揭示#流式细胞

术检测
.*"8

细胞在科研及临床工作中的应用已越来越广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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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为常用的检测人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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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方法是

先从肝素抗凝的全血中分离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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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佛波酯$

2R1

&和离子霉素等试剂刺激培养#经流式抗体染色

后#再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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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RK

检测会减少全

血中除
2]RK

以外的细胞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但步骤比较繁

琐#而且需要的血量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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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特别不适用于儿童'

笔者尝试直接用外周全血代替
2]RK

#这样不仅用血量非常

小#而且操作简洁(快速#有利于临床实际应用'另外#

2R1

的

刺激浓度是细胞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目前针对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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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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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报道较多#差异也较大#大概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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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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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全血应该用什么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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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刺激才能

达到最佳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对外

周全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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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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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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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另

外#还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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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浓度的
2R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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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培养时间对全

血进行刺激培养#以期找出针对外周全血的最佳的
2R1

刺激

浓度和培养时间#从而更加准确和灵敏地检测出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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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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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

和离子霉素的终浓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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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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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血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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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升高#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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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比例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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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达到顶峰#

2R1

刺激效果最好#但随着浓度的再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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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的比例有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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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培养时间对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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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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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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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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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血标本相比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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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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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处于静止状态#所以很难检测到'

笔者分别将
2]RK

标本和全血标本进行刺激培养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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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比例#发现这
#

种标本的检测效果接近'这表明

可以用全血进行刺激培养来检测人体外周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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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用全血直接进行刺激培养减少了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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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琐步骤#而

且用血量很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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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即可'这使得在做临床

试验时标本的留取变得容易#特别对儿童来说#标本的收集变

得简单易行'

有丝分裂原是非特异性多克隆活化剂#能使某群淋巴细胞

中的所有克隆都被激活'

2R1

是有丝分裂原的一种#能与多

种细胞膜糖基分子等促有丝分裂原受体结合#促使细胞活化并

诱导细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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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表面都有多种有丝分裂原受体#

淋巴细胞在体内外接受有丝分裂原的刺激后#静止的淋巴细胞

向母细胞转化#这种转化过程对研究淋巴细胞功能变化甚为重

要'在实践中#常利用淋巴细胞对有丝分裂原刺激的反应性来

评价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本研究发现#对于全血标本来说

2R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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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效果最好#但如果再增加其浓度#

检测结果反而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可能是因为在高浓度的

2R1

刺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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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不能耐受其毒性作用而导致分泌
!L,

"8

的功能减退'

通过分析不同的培养时间对
.*"8

细胞比例的影响#发现

培养
4*

的标本
.*"8

细胞比例最高#但和培养
5*

的标本相

比#

.*"8

细胞比例的差别不大#从节省时间的角度考虑#推荐

选择培养
5*

后检测'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比

如本研究中提到的
2R1

#不同批号的试剂之间刺激效果可能

不同%相同批号的试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冻融次数的增加刺激

效果会减弱'因此#本研究中关于
2R1

浓度和培养时间的探

讨所得结论只是针对本研究的#建议其他研究在正式进行试验

之前重新探索#建立新的条件'

.*"8

细胞产生的
!L,"8

作为一种炎症介质在机体中起到

很大作用#可以诱导一系列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介导

炎症细胞的局部浸润和组织损伤)

'

*

'本研究建立了全血检测

.*"8

细胞的方法#该方法简单适宜#为临床上对
.*"8

细胞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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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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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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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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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辽宁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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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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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

.K.

%联合第二代杂交捕获"

ZK#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

对照

分析
8'&

例患者的
.K.

&

ZK#

及组织学检查的结果'结果
"

.K.

诊断为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不能明确意义"

1IK,0I

%&非典型

鳞状细胞!不除外上皮内高度病变"

1IK,Z

%&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

LI!L

%&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

ZI!L

%&鳞状细胞癌"

IKK

%!其组

织学阳性率随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升高$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ZK#

阴性符合率为
44%((M

!阳性符合率为
&$%#$M

!二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与
ZK#

联合时!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一致时!其与组织学结果的符合率更高'结论
"

.K.

与

ZK#

联合应用!可以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的准确率!并可为后期诊治提高可靠依据'

关键词"宫颈肿瘤$

"

薄层液基细胞学$

"

第二代杂交捕获法$

"

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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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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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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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与人类乳头

瘤病毒$

Z2P

&感染密切相关'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

$

.K.

&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一种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细胞学

检查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宫颈病变的筛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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