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治疗监测指标的#长时间抗菌药物治疗后
-.?

不能恢复到

正常范围的感染患者需要考虑合并真菌感染的可能)

低
-.?

水平并不能完全排除细菌感染的可能)在感染早

期#局部感染及亚急性心内膜炎等情况下可见较低的
-.?

水

平'

&

(

)有研究表明#

-.?

可能是一种可以放大的二级炎症介

质#却不是这些炎性反应的启动者#其水平高低可反映病情的

危重状态#并为临床病情转归提供客观依据#即使患者尚无明

显的临床表现#血浆中
-.?

浓度也可明显升高#其升高程度与

感染的严重度呈正相关'

!%>!7

(

)因此#对疑似感染患者#

-.?

持

续监测十分重要)

总之#本研究显示感染组患者血清
-.?

水平高于健康对

照组#重症感染组
-.?

水平高于局部感染组#局部感染组高于

病毒感染组#其变化程度与机体感染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

的定量检测 可以用做外科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性指标#对

临床诊断*治疗监测*预后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文属

回顾性研究#观察的病例数不多#且为基层医院外科感染性疾

病#有一定的局限性#需大样本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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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检验分析

杨
!

莉!

!何浩明"

"

!#

沭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宿迁
""'2%%

#

"#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连云港
"""%%"

$

!!

摘
!

要"目的
!

应用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分析!揭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中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规律!为临床个体化治疗累积分子机制研究资料%方法
!

应用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
1%

例急性髓细胞

白血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应用相应的单克隆抗体检测
.,'

e

?

淋巴细胞百分比&

.,7

e

?

淋巴细胞百分比&

.,7

e

'

.,1

e比值

及
.,!2

e

'

.,$2

e

)O

细胞百分比%同时通过
.,7$

'

__.

设门分析!分别测定多种
.,

分子的表达率!并通过配对检验分析不同

高表达
.,

分子相关性%结果
!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0[

$组患者
.,'

e

?

淋巴细胞百分比&

.,7

e

?

淋巴细胞百分比&

.,7

e

'

.,1

e比值及
.,!2

e

'

.,$2

e

)O

细胞百分比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

.

I

6>0-a

和
.,27

阳性表达不仅比例高!而且表

达量高%配对分析表明
.,''

'

.,!$

和
.,''

'

.

I

6>0-a

的抗原表达有差异性%结论
!

*0[

患者免疫系统低下!外周血
.,''

&

.,!$

&

.,27

和
.

I

6>0-a

的表达高%

关键词"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

淋巴细胞亚型#

!

.,

抗原

!"#

!

!%#'&2&

"

:

#;<<=#!23'>7!'%#"%!2#%2#%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3'>7!'%

"

"%!2

$

%2>%1!3>%'

!!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0[

&也称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

*)[[

&#是一种血细胞的髓性癌积聚在骨髓中生长快速的异

常白细胞干扰正常血细胞的生成#进而从骨髓进入血液取代正

常血细胞#是高度异质化的恶性血液病)

*0[

疾病的进展十

分迅速#患者如若诊断不及时或未接受治疗通常几周或几个月

的时间就可能丢失生命'

!

(

)

*0[

的具体病因至今并不明确#

病毒感染*遗传因素*化学物质毒性等都可能与
*0[

的发病

有关#而机体细胞"体液免疫功能缺失#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能

力减弱#可能会导致癌细胞无限增殖'

">'

(

)因此通过检测
*0[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可判断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状态

+

3!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和细胞免疫系统重建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感染)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2

月至
"%!$

年
2

月江苏省沭阳

县人民医院收治的
1%

例
*0[

患者的标本#根据临床血常规

和骨髓穿刺检查确诊#符合张之南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

准-

'

7

(

)

1%

例患者$

*0[

组&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7

!

2"

岁#中位年龄
!&

岁%根据
W*P

分型划分为
0%"

例#

0!!%

例#

0""2

例#

0'"!

例#

072

例#

0$1

例#

023

例)选取同期健

康者
1%

例$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71

例#女
'"

例#年龄
!2

!

$7

岁*中位年龄
""

岁)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

&)

A#B

!

试剂和仪器
!

0Q/6;_\?

免洗淋巴细胞亚群试剂盒#红细

胞裂解液#以及
.,7

*

.,1

*

.,$2

*

.,!2

*

.,!&

*

.,3

*

.,"

和

.,27

等单克隆抗体购自美国
P,

公司%流式细胞仪购自美国

P,

公司)

A#C

!

方法
!

采取外周静脉全血
"L[

置于抗凝管中振摇均匀

后备用)分别取
$%

"

[

抗凝全血置于
W*._

专用试管中#各加

入
"%

"

[.,'

"

.,7

"

.,1

"

.,7$

"

.,!&

"

.,7$

"

.,!

等标记的抗

体#漩涡混匀#室温避光放置
!$L;=

后#加入
7$%

"

[

溶血素#

混匀后避光放置
!$L;=

#通过流式细胞仪
.,7$

"

__.

设门对

!%%%%

个细胞进行检测#通过
W*._,;NG

软件分析细胞的免

疫表型和表达强度)

A#D

!

统计学处理
!

通过
_-__!$#%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F8>

表示#验证两样本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

性之后采用
!

检验分析两组之间的差异%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

*0[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e

*

.,7

e

*

.,1

e

?

淋巴细胞百分比及
.,7

e

"

.,1

e均明显低

于健康对照组$

"

&

%#%$

&%

.,!&

e

P

淋巴细胞百分比
*0[

组明

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而
*0[

组
.,!2

e

"

.,$2

e

)O

细

胞百分比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见表
!

)

B#B

!

不同
.,

分子在
*0[

患者中的表达
!

1%

例
*0[

患者

中
.,

抗原表达各不相同#其中以
.

I

6>0-a

*

.,'1

*

.,''

和

.,27

表达率较高$表
"

&#将表达百分比超过
2%#%4

作为高表

达患者#则
.

I

6>0-a

$

21#14

&*

.,'1

$

3!#"4

&*

.,27

$

'"#$4

&

和
.,''

$

3'#14

&为高阳性表达#提示这些
.,

分子在
*0[

诊

断上可能有直接诊断价值)

表
!

!!

*0[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外周血
?

'

P

淋巴细胞和
)O

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F8>

$

组别
* .,'

e

$

4

&

.,7

e

$

4

&

.,1

e

$

4

&

.,7

e

"

.,1

e

.,!&

e

$

4

&

.,!2

e

"

.,$2

e

健康对照组
1% 3%#""82#7$ '1#"$83#"" "1#!%82#&$ !#'28%#$$ !!#$%8'#13 !2#3381#"'

*0[

组
1% 27#&%8!'#7$

"

'%#!'83#&$

"

'7#7"8!%#33

"

%#118%#'2

"

"%#!!83#7!

"

!%#178$#"$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表
"

!!

1%

例
*0[

患者
.,

抗原表达分布(

*91%

&

*

#

4

$)

.,

抗原
细胞

.,

抗原表达的比例数值

%4

!

"%4

'

"%4

!

7%4

'

7%4

!

2%4

'

2%4

!

1%4

'

1%4

!

!%%4

高表达数

.

I

6>0-a !2

$

"%#%

&

7

$

$#%

&

$

$

2#"

&

!7

$

!3#$

&

7!

$

$!#"

&

$$

$

21#1

&

.,!$ "2

$

'"#$

&

!'

$

!2#"

&

!"

$

!$#%

&

1

$

!%#%

&

"!

$

"2#'

&

"&

$

'2#"

&

.,'' 2

$

3#$

&

!%

$

!"#$

&

$

$

2#"$

&

3

$

1#1

&

$"

$

2$#%

&

$&

$

3'#1

&

.,'1 !$

$

!1#1

&

%

$

%#%

&

1

$

!%#%

&

!2

$

"%#%

&

7!

$

$!#"

&

$3

$

3!#"

&

.,27 7%

$

$%#%

&

!%

$

!"#$

&

7

$

$#%

&

!7

$

!3#$

&

!"

$

!$#%

&

"2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1'#1

&

!'

$

!2#"

&

%

$

%#%

&

%

$

%#%

&

%

$

%#%

&

%

$

%#%

&

.,3 2!

$

32#"

&

$

$

2#"

&

$

$

2#"$

&

'

$

'#1

&

2

$

3#$

&

&

$

7$#%

&

B#C

!

高表达
.,''

与
.,!$

*

.,27

和
.

I

6>0-a

在
*0[

患者

体内表达的相关性
!

由表
"

的数据可以发现
.,''

*

.,!$

*

.,27

和
.

I

6>0-a

在
*0[

患者中的表达程度较高$将表达率

超过
2%#%4

定义为阳性&#分别进行
.,''

与
.,!$

*

.,27

及

.

I

6>0-a

的两两比较#经检验
.,''

与
.,!$

*

.

I

6>0-a

的抗

原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与
.,27

之间的抗

原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高表达
.,''

与
.,!$

'

.,27

和
.

I

6>0-a

在

!!!

*0[

患者中表达的相关性

.,''

.,!$

阳性 阴性

.,27

阳性 阴性

.

I

6>0-a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3 '" !1 7! 7$ !7 $&

阴性
" !& 2 !! !% !! "!

合计
"& $! "7 $2 $$ "$

!

"

7#11" %#!%7 $#&!1

" %#%"3 %#321 %#%!$

C

!

讨
!!

论

*0[

是造血干细胞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性疾病#虽然白

血病的治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目前
*0[

患者的
$

年生存率依然较低'

$

(

)主要是目前的治疗手段不能够彻底清

除致病细胞#使得致病细胞有一定的残留#从而引起白血病复

发#这是导致白血病致死的关键因素'

2>3

(

)

临床很多研究资料的结果表明#白血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

胞亚群异常与白血病的发病具有较为密切的相关性)淋巴细

胞是构成免疫系统的主要细胞#根据细胞的表面标志与功能#

可将淋巴细胞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在免疫应答过程中经抗原

活化后进行分化和增殖#最后表达功能行使效应#维持机体内

环境的稳定)

?

淋巴细胞在肿瘤免疫中起中心调控作用)

?

细胞亚群是一群具有特殊标志的人胸腺中输出细胞#执行细胞

免疫功能及免疫调节功能%其中
.,'

e细胞代表
?

淋巴细胞

总数%

.,7

e细胞为免疫应答中的主要反应细胞#具有增强和扩

大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

.,1

e细胞可对靶细胞产生细胞介导

的细胞毒作用#同时对
.,7

e细胞具有调节性免疫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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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

.,1

e的稳定比例维持着细胞免疫反应的平衡#只有在

.,7

e

"

.,1

e正常时才能发挥抗肿瘤作用)

.,7

e

?

淋巴细胞

的减少表明患者体内细胞免疫功能下降%

.,1

e

?

淋巴细胞的

相对增加使得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减弱白细胞清除癌变细

胞的能力#使癌变细胞残存#导致复发率上升)

.,!&

是
P

细

胞的标志之一#与
P

细胞的分化*活化*增殖以及抗体产生有

关)由于
.,7$

是白细胞表面的共同抗原#通过
.,7$

"

__.

设

门可以得到几乎没有杂细胞的全部白细胞)

.,''

分子是髓

系细胞细胞表面的跨膜受体#通常被认为是粒细胞特异性的标

志'

1

(

)

.,27

分布于白细胞表面#是
W+

受体之一#属于免疫球

蛋白超家族的成员#是连接体液调节和细胞免疫的桥梁作

用'

&

(

)

.

I

6>0-a

是中性粒细胞嗜天青颗粒产生的一种重要的

过氧化物酶#可以通过催化氯化物和过氧化氢的氧化产生足够

的自由基#抑制
)O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反应#可以直接影响机

体的免疫功能'

!%

(

)

.,!$

是一种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

胞细胞膜表面糖蛋白的一种碳水化合物抗原)

.,!$

不仅作

为第二信使参与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将细胞外信息传导至细胞

质和细胞核#而且还通过细胞黏附作用#使肿瘤细胞易于黏附

在基膜上#促进癌症的进展)

本文对
*0[

患者和健康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相关指标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0[

患者的
.,'

e

?

淋巴细胞*

.,7

e

?

淋巴细胞及
.,7

e

"

.,1

e比值均明显低于健康人#

.,1

e

?

淋

巴细胞高于健康人#说明
*0[

患者体内的免疫功能紊乱)结

果还显示
*0[

患者体内的
.,!&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
.,7

e

*

.,'

e

?

淋巴细胞的下降以及
.,7

e

"

.,1

e比值的降低可以刺激
P

淋巴细胞增生#造成体液免疫功

能亢进而导致的'

3

(

)

.,!2

e

"

.,$2

e是
)O

细胞的标志物#其

表达量可能与
)O

细胞的功能有关)

)O

细胞是机体防御的

天然平展#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或使其活性降低抑制肿瘤的发

展和转移)

*0[

患者
)O

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说明初发

*0[

患者
)O

细胞功能低下#机体免疫能力下降)

本研究进一步检测了多种
.,

分子#结果表明不同
.,

分

子在同一个体的表达差异较大)

.,''

*

.,!$

*

.

I

6>0-a

和

.,27

阳性表达不仅比例高#而且表达量高#具有足够的稳定

性#在
*0[

的诊断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配对检验

分别比对
.,''

"

.,!$

*

.,''

"

.,27

和
.,''

"

0-a

高表达的

构成差异#结果显示
.,''

"

.,!$

和
.,''

"

.

I

6>0-a

的抗原表

达有差异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两者联合检

验会提高
*0[

的诊断率)

综上所述#

*0[

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

e

*

.,7

e

?

淋巴

细胞和
)O

细胞的表达显著降低#在多种
.,

分子的检测中#

同一个对不同
.,

分子的表达也不相同)

.,!'

*

.,''

*

.

I

6>

0-a

和
.,27

在
*0[

中有着更高的阳性表达率)随着嵌合

抗原受体
?

细胞*

)O

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靶向性更强的治

疗手段会为彻底治愈
*0[

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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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白与
.

反应蛋白在婴儿贫血中的意义

钱柳妍

"无锡市儿童医院医学检验科!江苏无锡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铁蛋白与
.

反应蛋白在婴儿贫血中的意义%方法
!

选择该院健康体检或因贫血就诊的婴儿
'"'

例为研

究对象!年龄段为小于
'

个月&

'

!&

2

个月及
2

!

!"

个月!其中贫血组
!1$

例!健康对照组
!'1

例%根据血红蛋白浓度将每个年龄

段婴儿分为贫血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两组间铁蛋白和
.

反应蛋白水平差异!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

铁蛋白随年龄增长逐渐

降低!除小于
'

个月年龄段婴儿外!

'

!&

2

个月及
2

!

!"

个月的贫血组婴儿铁蛋白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贫血组各个年龄段
.

反应蛋白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2

个月及
2

!

!"

个月

婴儿的铁蛋白与
.

反应蛋白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

婴儿贫血程度随着月龄增长逐渐严重#与健康婴儿比较!贫血婴儿炎症

程度更高#婴儿贫血程度与炎症程度呈负相关%

关键词"贫血#

!

铁蛋白#

!

.

反应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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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是一种机体内红细胞数量减少#不能满足机体生理需 求的公众疾病#据统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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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患有不同程度贫血#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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