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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患者白血病细胞免疫表型进行检测来分析各种血细胞表面分化抗原"

4)

$在急性

巨核细胞白血病诊断及鉴别诊断当中的作用&方法
!

应用
,)

公司流式细胞仪及其配套检测试剂盒检测
F

例急性巨核细胞白血

病患者血细胞
4)

&结果
!

所有患者均表达
4)C!

和
4)C"

!阳性率
!&&Y

#淋系抗原均为阴性#

4)!#

阳性者有
C

例!阳性率
B&Y

#

4)##

阳性者
#

例!阳性率
%&Y

#表达
4)!C

和
4)!F

者各
!

例!阳性率各占
"&Y

&结论
!

检测结果显示
4)C!

和
4)C"

在急性巨

核细胞白血病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再次验证了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患者血细胞存在有+系列非专一性,的

特点&

关键词"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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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

*( À

&首先由
W-=,-<-:

于
!'#!

年提出#该病具有发病率低+病程短等特点#各年龄组男+女均

可患病#尤以儿童多见且病情凶险)

!+C

*

'临床常以贫血+发热起

病#和其他急性白血病类型相似#但也有所不同#如肝+脾淋巴

结多不肿大'

*( À

属于
G*,

分型中的
(H

#按增生巨核系

细胞分化+成熟程度不同又可将
*( À

分为未分化型和部分

分化型#后者因除有较多的原始巨核细胞外#还有幼稚巨核细

胞或成熟巨核细胞的异常增生#所以此型在光学显微镜下较易

辨认#而未分化型主要以原始巨核细胞为主在光学显微镜下不

易辨认)

F+'

*

'通过利用单克隆抗体对其免疫表型进行分析成为

诊断巨核细胞白血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由于该病在临床

上比较少见#实验室对其研究也比较少#但有些研究发现

*( À

从表型上看属于/系列非专一性0#既然可以表达髓系

相关抗原也可以表达淋系相关抗原#但又有些研究否认了以上

结论'本课题主要通过
*( À

患者白血病细胞免疫表型的分

析来探讨各种表面分化抗原$

4)

&在诊断该病中的地位和作

用#从而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也对现有的研究结

论进行验证#以此来推动医学界对该病的研究进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病例资料
!

病例
!

!男#

!'

岁#因近期稍有运动便会觉过

度疲乏+流汗而就诊#无其他特殊症状'病例
"

!男#

#F

岁#乏

力+面色苍白#发热+咽部红肿#双颌下淋巴结轻度肿大#前期服

用过抗生素#治疗无效而就诊'病例
#

!女#

CH

岁#面色苍白#乏

力#体表有散在出血点#有胸骨压痛'病例
C

!男#

H&

岁#乏力#

牙龈出血#偶有黑便#下肢有散在出血点'病例
F

!女#

F&

岁#面

色苍白#乏力#腰痛#曾疑肾脏疾病就诊#曾经从事了近
!"

年的

家具喷漆工作'

A$B

!

仪器与试剂
!

应用
,)

公司流式细胞仪及配套检测试剂

盒检测血细胞
4)

'

A$C

!

方法
!

在
"F

$

A

骨髓液中加入
F

$

A

抗体#室温孵育
#&

61=

#加入溶血素
!6A

#避光
!&61=

#

!F&&<

"

61=

离心
F61=

#

弃去上清液#加入鞘液
!6A

#混匀#

!F&&<

"

61=

洗涤
#

次#弃上

清液#加入
&$F6A

鞘液#上机检测#结果以双参数散点图表

示#髓系阳性率大于
"&Y

定为阳性#淋系阳性率大于
#&Y

定为

阳性'所用的抗体种类有单抗巨核系
4)C!

+

4)C"

%髓系

4)!#

+

4)!C

+

4)!F

+

4)##

%

3

细胞
4)C

+

4)H

%

,

细胞系
4)!&

+

(

CH&"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U=;VAJK(9M

!

*O

?

O:;"&!%

!

W->$#H

!

7-$!F

"

基金项目"广东省韶关市科技计划项目$

"&!C4g

"

#̀#!

&%

"&!C

年度广东省韶关市医学科研基金立项课题$

e!C&B#

&%韶关学院医学院
"&!#

年度科技计划项目$

/"&!#&B

&'

!!

作者简介"曹越#女#讲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及血液学检验教学'



4)!'

+

4)"&

'

A$D

!

诊断依据
!

所有病例均根据张之南)

!&

*编写的,血液病诊

断及疗效标准-的标准进行诊断'

B

!

结
!!

果

!!

所有患者均为
4)C!

阳性和
4)C"

阳性%

4)C

+

4)H

+

4)!&

+

4)!'

及
4)"&

淋系抗原均为阴性%

4)!#

阳性者有
C

例

$

B&Y

&%

4)!C

和
4)!F

阳性者各有
!

例$

"FY

&%

4)##

阳性者
#

例$

%&Y

&'结果见表
!

'

表
!

!!

*( À

患者免疫表型检测结果$

Y

%

病例
4)C! 4)C" 4)!# 4)!C 4)!F 4)## 4)C 4)H 4)!& 4)!' 4)"&

! C!$F% #"$CH "H$BC &$H' H$%F !!$%H !&$%# #$&F %$&' !'$"H B$'&

" %H$"# C'$#" #%$H# "$C" C$FF "C$"H H$"B B$H' %$'B '$!% !#$H%

# #%$FB "'$&# C$FH "#$"! "&$&# C"$BF "$'' %$#F "$CF H$BC !$&B

C HB$"! F&$B! "&$F" !$&! "$&# !%$%# C$"H "$HH '$%# !#$C' #$%%

F C'$H% #%$F! #C$H" !$%F "$"" "H$HC !$'B #$F! C$H' &$#F C$#!

C

!

讨
!!

论

*( À

细胞缺乏较特异的形态学改变#未分化型
*( À

这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所以目前临床上对于
*( À

的诊断

和鉴别诊断主要实验室检测方法有细胞化学染色+流式细胞仪

血细胞
4)

检测及血小板过氧化物酶反应#但细胞化学反应特

异性差#血小板过氧化物酶反应检测技术复杂且所用设备昂

贵#以上原因使得流式细胞仪血细胞
4)

检测成为
*( À

诊

断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是通过对
F

例
*( À

患者免疫表型

检测结果的分析来探讨各种
4)

在诊断及鉴别诊断
*( À

过

程当中的价值'

本课题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病例均为
4)C!

阳性和
4)C"

阳

性#进一步验证了
4)C!

和
4)C"

在
*( À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这一结论与许多实验室的研

究结论相符)

!!+!"

*

'

4)!#

和
4)##

在所测病例中阳性率分别为

B&Y

和
%&Y

#说明以上两种
4)

在
*( À

时有较高的表达#但

由于本研究所测病例较少#对两者在
*( À

诊断及鉴别诊断

当中的价值无法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多数研究证明#

*( À

具有/系列非专一性0的特点)

!#+!F

*

#

且国外有研究报道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细胞有时既可以表达髓

系相关免疫标志也可以同时表达淋系相关免疫标志#如果某白

血病患者两系免疫标志均表达其预后较差)

!%

*

'本研究所测
F

例
*( À

患者免疫表型中无一例表达淋系相关免疫标志#但

几乎均有髓系相关免疫标志的表达#且从检测结果看这种表达

不应该属于杂合型
*( À

)

!

*

#而应该是同一细胞表达了多种

分化抗原#这一研究结果也再次验证了以往研究结论#

*( À

患者血细胞具有/系列非专一性0的表型特点)

!H

*

'

*( À

临床表现及形态学改变均复杂多变#且预后差#误

诊率高#所以为了降低误诊率#让医生能够抓住最佳治疗时机#

对于
*( À

的研究目前仍在不断的探索当中#例如已有研究

就该病的预后+罕见并发症+治疗方案及免疫表型等进行了更

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

!B+"#

*

#但均由于标本量很少使得相关

研究的进展速度很慢#我们只能够通过少量标本对该病的某一

方面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的可靠性很低#只能说明某种现象

的存在性却不能说明其存在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实验室免疫表型的检测在
*( À

的诊断当中

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但是该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在该病的起源及分型研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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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呈上升趋势)

B

*

#随着广谱抗

生素的广泛使用#鲍曼不动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逐年增强#

多重耐药不动杆菌+泛耐药不动杆菌检出率日益增高'鲍曼不

动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为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碳

青霉烯酶类抗生素'碳青霉烯酶包括
*6K>9<

分子结构分类

的
*

+

,

+

)#

类酶'

*

类和
)

类为丝氨酸酶#

)

类酶中主要包

括
\g*+"#

+

\g*+"C

+

\g*+F!

+

\g*+FB

等
C

型#最主要的是

\g*+"#

+

"C

酶等)

'

*

%

,

类为金属酶#包括
EU(

+

WU(

+

U(2

等多

型#可被
/)3*

抑制'部分菌株还携带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

/E,A:

&+头孢菌素酶$

*6

0

4

&和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可导致一

种和几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

"&!F

年数据显示鲍曼不动

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全国为
F'$&Y

#对碳青霉烯类耐

药是指对亚胺培南或美罗培南任一药物耐药#这给临床治疗带

来极大困难#也对医院感染的控制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提高

产碳青霉烯酶不动杆菌检出能力#加强医院感染控制#阻断其

传播已至关重要'

本研究中采用
4J<KJ72

试验#利用菌株产生的碳青霉烯

酶水解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药物#从而引起酸碱度的改变#使

检测液中的酚红产生肉眼可见颜色变化#进行多重耐药不动杆

菌碳青霉烯酶的检测#具有良好的时效性+特异性+准确性#从

而达到快速检测不动杆菌碳青霉烯酶的目的'本实验方法适

合在微生物实验室+疾病控制机构+医院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室

等相关单位广泛推广应用#有助于提高产酶菌株检出的时效性

及准确性#为临床治疗及医院感染控制更加有效进行争取宝贵

时间'本研究在对
##

株产碳青霉烯酶不动杆菌耐药基因型分

析中#细菌染色体中
\g*+"#

基因型检出率达
B&Y

以上#

\g*+"C

基因型检出率达
CHY

#未检出
EU(

+

WU(

+

U(2

等基因

型#质粒中未检出
\g*+"#

+

\g*+"C

等基因型#由此提示产
)

类碳青霉烯酶鲍曼不动杆菌其耐药性为菌体本身固有存在而

非通过质粒传播'产
,

类碳青霉烯酶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基因

型检测及其耐药性传播方式仍有待研究'本研究表明本院产

碳青霉烯酶多重耐药不动杆菌主要以
\g*+"#

型+

\g*+"C

型

产碳青霉烯酶鲍曼不动杆菌为主#携带
WU(

+

U(2

等耐药基因

型的鲍曼不动杆菌未在本院流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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