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室收缩功能不全的指标)

血浆
R'"

水平是反映心功能受损的重要指标#对心力衰

竭的筛查*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已经将
R'"

作为诊断

1̂ b

的黄金标准之一#且用于检测心力衰竭的治疗效果)在

本研究中#部分心功能达到
+

级及
-

级患者#血浆
R'"

水平并

无明显升高#可能与心力衰竭类型相关)另外#血浆
R'"

水平

对右心力衰竭不够敏感#主要针对左心力衰竭具有重要临床

意义)

综上所述#血浆
R'"

水平可特异*独立地对左室功能变化

进行反映#是心功能受损的重要敏感指标#与左心室重塑及心

功能状态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R'"

检测可对不同程度心力衰

竭患者进行评估#对指导治疗及评价预后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诊治中#虽然
R'"

水平可对患者病情

进行判断#但是临床医师仍需参考患者病史*体征*临床症状及

其他辅助检查对患者进行综合判断#对病情进行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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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外周血染色体制备过程的改良&方法
!

利用改良后外周血染色体培养技术对
))6/

例外周血进行染色

体制备&结果
!

改良后所制备的染色体!其分散度%长度和带型都比常规实验室制备有了大幅度的改善&结论
!

改良方法制备外

周血染色体不仅大大节约工作时间和人力资源!而且更有利于发现染色体异常&

关键词"染色体#

!

改良#

!

分散度#

!

带型

!"#

!

)/,+$2$

"

7

,899:,)26+#-)+/,*/).,)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6+#-)+/

"

*/).

$

)6#*..5#/+

!!

染色体核型分析对人类遗传病的研究和诊断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

(

#而其中染色体
]

显带长度是诊断染色体结构异

常的关键'

*

(

)秋水仙素使处于增殖周期中的分裂细胞停止在

中期)秋水仙素的加入量和加入时间成为获得中期有丝分裂

细胞的关键'

+

(

)通过改变秋水仙素处理时间及用量等几个关

键步骤#成功地改良了外周血染色体的质量#不仅在染色体长

度*分散度及带型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而且也大大地缩

短了制备时间#节省了人力资源)

C

!

资料和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6

月于本院进行

了产前诊断中染色体检查的
))6/

例患者)

C,D

!

仪器与试剂
!

细胞培养箱为美国
P̂ MWW(R

产品#淋巴

细胞培养液
2%W

为青岛莱佛生物工程研究所产品#秋水仙素

)//

%

J

"

%

W

#胰酶为美国
]8GH;

公司产品#

/,/6.%;F

"

W

氯化钾

低渗液#新鲜配制的固定液$甲醇
Q

冰醋酸
o+Q)

&#

B

6̂,-

和

B

2̂,5

磷酸盐缓冲液#吉姆萨染液购自青岛莱佛生物工程研

究所)

C,E

!

方法

C,E,C

!

接种
!

用肝素湿润注射器无菌操作抽取
*%W

静脉

血#取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液溶解#碘伏消毒培养瓶盖后#在酒

精灯火焰旁加入
/,.%W

血标本$与本室常规制备一致&)

C,E,D

!

培养
!

将接种后标本置
+6O

培养箱中培养
25

!

6*K

$与本室常规制备一致&)

C,E,E

!

收获
!

收获前
).%8:

加入
)//

%

J

"

%

W

秋水仙素
./

%

W

#将培养的细胞移入
)/%W

刻度离心管中#

*///C

"

%8:

离

心
)/%8:

$本室常规操作为收获细胞前
)K

加入
)//

%

J

"

%

W

秋

水仙素
)6

%

W

#

*///C

"

%8:

离心
)/%8:

)

C,E,H

!

低渗
!

离心
F/%8:

弃上清液后加入
5%W/,/6.%;F

"

W

的
_1F

低渗液#吹打均匀后置于
+6O

水浴箱
).%8:

#取出离

心管加入新鲜配制的固定液$甲醇
Q

乙酸
o+Q)

&

/,.%W

'

-

(预

固定
)/%8:

#以
*///C

"

%8:

离心
)/%8:

$本室常规操作为低渗

+/%8:

#加入
*%W

固定液预固定#

*///C

"

%8:

离心
)/%8:

&)

C,E,I

!

固定
!

离心后弃去上清#加入新鲜配制的固定液$甲醇

Q

乙酸
o+Q)

&

5%W

#混匀后室温放置
+/%8:

#

*///C

"

%8:

离

心
)/%8:

后#重复以上步骤进行再固定)最后根据沉淀量多

少制备出浓度大致一致的混悬液$

/,.

!

)%W

&#本室常规操作

为
*///C

"

%8:

离心
)/%8:

)

C,E,J

!

推片
!

吸取
*

!

-

滴细胞悬液滴于洁净载玻片上#每人

制
*

!

+

片#吸取
+/

%

W

左右悬液吹散#酒精灯过火后将制备的

染色体标本片置鼓风干燥箱内
6/O+K

进行老化#取出后自然

冷却至室温$本室常规操作为
2/O+K

&)染色显带方法参考

.人类染色体方法学手册/

'

.

(

)

C,H

!

分散效果判断
!

在
*/

个计数分裂相中计数!$

)

&不合格

标本判断标准为染色体相互缠绕或重叠小于等于
*

条的核型

小于或等于
./3

$

)/

"

*/

&%$

*

&合格标本的判断标准为染色体

相互缠绕或重叠小于等于
*

条的核型为
./3

!

6.3

'$

)/

!

).

&"

*/

(%$

+

&最佳标本的判断标准为染色体相互缠绕或重叠小

于等于
*

条的核型大于或等于
6.3

$

).

"

*/

&)

C,I

!

带型效果判断
!

在
*/

个计数分裂相中#不合格标本!染

色体长度较短#染色体带纹不清#但可以辨认出
*

号*

-

号*

2

号*

)+

号*

)6

号*

*/

号及
**

号染色体特征性带型%合格标本!

可以清楚地辨认
*

号*

-

号*

2

号*

)+

号*

)6

号*

*/

号及
**

号染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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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2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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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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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特征性带纹#其中染色体可分析且长度较理想的核型

.3

!

*.3

'$

)

!

.

&"

*/

(%最佳标本!在合格标本上#染色体可分

析且长度理想的核型大于或等于
*.3

$

.

"

*/

&)

C,J

!

统计学处理
!

随机抽取改良前和改良后标本各
*//

份#

进行分散效果和带型效果判断#用
P"PP)5,/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与本室常规处理$图
)(

*

)R

&相比#改良后的外周血染色

体分散度好#分裂相多#长度更长#带型清晰#染色稳定易于控

制#非常适合批量处理$见图
)1

*

)U

&)改良后染色体长度更

长#分散度更好#显示带型增多#更有利发现异常染色体#减少

了漏诊率#值得推广应用)经过统计学分析#改良后与改良前

的分散度及带型的合格率与最佳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

*

R

!

*/)+

年本室常规处理制备的染色体标本%

1

*

U

!

*/)-

年改良后的染色体标本)

图
)

!!

改良前后的染色体带型图

表
)

!!

改良前后染色体分散效果比较

组别
分散效果$

+

&

最佳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

$

3

&

最佳率

$

3

&

改良前
6- )/2 */ $/ +6

改良后
).* -6 ) $$,. 6-

'

*

)5,)-+ 2),552 N N N

!

#

/,/.

#

/,/. N N N

!!

N

!无数据)

表
*

!!

改良前后染色体显带效果比较

组别
带型效果$

+

&

最佳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

$

3

&

最佳率

$

3

&

改良前
*/ )*- .2 6* )/

改良后
)-5 ./ * $$ 6-

'

*

.5,5/* )25,)-- N N N

!

#

/,/.

#

/,/. N N N

!!

N

!无数据)

E

!

讨
!!

论

通过对秋水仙素#低渗#预固定和固定等步骤的改良#制备

出的染色体标本相比本室常规制备的染色体标本不仅有更好

分散度#染色体长度更长#带型显示更多#而且制备更稳定)

首先#秋水仙素为细胞培养中使用的纺锤体阻断剂#它使

正在分裂的细胞停留在分裂中期#以获得大量中期分裂相供分

析研究所用)在血细胞培养时#秋水仙素加入的剂量*浓度及

处理时间与中期分裂相的多少和染色体长短有密切的关

系'

2#6

(

)秋水仙素加入量过多#染色体太短#加入量太少#染色

体瘦长或很少中期分裂相)因此#加入较高浓度短时间的处

理#将本室常规制备时秋水仙素的终浓度由
/,*5

%

J

"

%

W

#调整

至
/,5+

%

J

"

%

W

#处理时间由
)K

缩短至
).%8:

#不仅提高了效

率#而且获得了较多的分裂相#更长的染色体#显示更多带型#

有利于异常染色体的检出)有文献报道加入
)//

%

J

"

%

W

秋水

仙素
)//

%

W

'

2

(

#笔者认为其染色体长度及带型未达到最佳#可

能是秋水仙素用量过多导致染色体收缩)改良后的染色体制

备方法#加入
./

%

W

秋水仙素#能够得到满意的染色体长度及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6

期
!

T:<VWEG!@>

!

P@

B

<@%G@C*/).

!

X;F,+2

!

';,)6



带型)

其次#低渗技术是染色体培养中的光键环节#低渗时间长

短关系到分散的好坏)处理时间多长#将导致细胞膜过早破

裂#造成分裂中期细胞丢失%处理时间过短#细胞膨胀不足#则

染色体分散不佳)低渗处理适当#所得染色体分散度好#轮廓

清楚#可染色强#在显带染色时能很好地显示带型特征'

5

(

)因

此#笔者将本室常规制备低渗时间
+/%8:

改良为
).%8:

#获得

染色体的分散度好#可染色性强#带型显示稳定#同时也提高了

工作效率)

再次#预固定也是染色体制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桂俊

豪等'

$

(的研究表明#当预固定液剂量占总体积的
),*.3

*

*,

./3

或
+,6.3

时#染色体分散质量较好#可用核型多%预固定

液比例大于或等于
2,*.3

可导致细胞间相互粘连#且染色体

间相互积聚的倾向更为明显)因此#笔者将原来的预固定液剂

量由
*%W

改良为
.//

%

W

#约占总体积的
+,6.3

#处理后发现

较少的预固定液能够获得更加干净的沉淀和良好的分散度#经

过统计学分析表明#改良后染色体的分散度与改良前有明显差

异)

固定应彻底#吹打不要太用力#以免细胞破裂#染色体丢

失)若固定不彻底#染色体分散不佳#可重复固定或延长固定

时间)

最后#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改良后的方法在各个方面都

优于常规操作方法)该法不仅在染色体的质量上有了大大的

提升#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值得广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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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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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及手工法使用改良牛鲍计数板对浆膜腔积液细胞进行检测的差

异!分析这两种方法的可比性&方法
!

随机取患者送检的浆膜腔积液液标本
.5

份!在
M̀#.///

的体液模式下检测白细胞%红细胞

及白细胞分类!对仪器法与手工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用
P"PP)+,/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并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
!

M̀#.///

在总体标本检测中!白细胞%红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与手工法结果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性分析显示*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

!多个核细胞
3o/,.5

&白细胞数大于

或等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

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6+

&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的两种方法检测结果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

o/,./

&在红细胞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红细胞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o/,5/

&在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的标本经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6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

&结论
!

M̀#.///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特别是对于白细胞数较多的体液标本!可以部分代替人工镜检进行白细胞计数及分类&

关键词"浆膜腔积液#

!

M̀#.///

血液分析仪#

!

手工法

!"#

!

)/,+$2$

"

7

,899:,)26+#-)+/,*/).,)6,/-2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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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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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P

?

9%@A M̀#.///

血细胞分析仪采用电阻抗和流式激光原

理#根据电阻脉冲*前向散射光强度和宽度*荧光强度和宽度对

标本中所有有形成分进行检测#可定量测定标本中的白细胞*

红细胞及白细胞分类)除此之外#

M̀#.///

还提供了一些研究

参数#如高荧光细胞比率及其散点图#对肿瘤细胞的筛查有很

大的意义'

)#*

(

)浆膜腔积液常规检测对各类胸腹水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一直以来都采用手工法进行红细

胞计数及白细胞计数和分类#操作繁琐#不同检测者测定结果

不一#重复性较差#使实验室之间的可比性差#不利于建立实验

室间质量评价#影响临床医师对患者资料的分析'

+

(

)而
P

?

9#

%@A M̀#.///

血液分析仪带有体液模式#若运用于临床检测#

则可方便*快速*准确地向临床医生报告结果#更好*更快地服

务于患者)为此#本研究通过
.5

份体液标本建立实验#对手工

法与仪器法进行对比#为
P

?

9%@A M̀#.///

血液分析仪应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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