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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 *

$患者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方法
!

收集
3$

例
*Ỳ *

确诊患

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结果
!

*Ỳ *

发病年龄以青壮年为主!女性患者所占比例高于男性!

临床表现以贫血症状为主%多数患者
.@@LK<

试验阳性!

Y

H

]e.'J

型多见!其次为
Y

H

]

型和
.'J

型#总胆红素&乳酸脱氢酶&网织

红细胞水平均高于正常参考值%结论
!

分析患者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可快速诊断及分型
*Ỳ *

!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抗球蛋白试验#

!

原发性#

!

继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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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和免疫学研究证实#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Ỳ *

&患者的溶血率和临床表现不但决定于抗体类型及其

结合补体的能力#同时也与病因和临床特点密切相关)本研究

回顾性分析了
3$

例
*Ỳ *

确诊患者临床资料)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Ỳ *

确诊患者
3$

例#诊断标准符合,血液

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

!

(

)其中男
'!

例#女
77

例#男*女比例为

!#%%d!#7"

#年龄
!2

!

3!

岁#中位年龄
'&#"

岁%原发性
'1

例

$

$%#34

&#继发性
'3

例$

7&#'4

&#后者原发病包括自身免疫性

疾病
"%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7

例#类风湿关节炎
'

例#自身免

疫性甲状腺炎*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干燥综合征各
!

例&#肿瘤

性疾病
!!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

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例#肺癌
"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

例&#感染性疾病
2

例$支原体

肺炎*乙型病毒性肝炎各
"

例#上呼吸道感染*亚急性细菌性心

内膜炎各
!

例&)

A#B

!

方法
!

对
3$

例
*Ỳ *

患者进行自身红细胞抗体型别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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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包括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

&和间接抗人

球蛋白试验$

Y*?

&#采用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试剂进行

抗
Y

H

]e.'J

$特异性&*抗
Y

H

]

*抗
.'J

检测)同时进行血常

规*溶血相关试验及一般生化指标检测等)分析患者病因*临

床表现*实验室特征*抗体分型之间的关系)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

资料以
F8>

表示#组间均值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一般资料分析
!

3$

例患者年龄
!2

!

3!

岁#中位年龄

'&#"

岁#

"!

!

'%

岁年龄段者居多#女性患者多于男性患者$男*

女比例为
!d!#7"

&)

21

例患者$

&%#34

&在发病时至少有
!

项

临床症状#包括疲劳*呼吸困难*头晕等#和$或&溶血症状$如黄

疸&)最常见临床症状由贫血所致#如疲劳$

72#34

&#其次为黄

疸$

''#'4

&#发热$

"$#'4

&#尿色深或浓茶色尿$

""#34

&)各

项体征中#

'3#"4

的患者肝脏肿大#

'%#"4

的患者脾脏肿大#

7

例患者淋巴结肿大)不同年龄*性别及血红蛋白$

K̀

&水平患

者各临床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原

发性及继发性
*Ỳ *

患者一般资料分析见表
!

)

表
!

!!

原发性及继发性
*Ỳ *

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组别
*

女"男

$

*

"

*

&

发病年龄

$岁#

F8>

&

疲劳

$

*

&

尿色深或

浓茶色尿$

*

&

黄疸

$

*

&

发热

$

*

&

关节疼痛

$

*

&

腹痛

$

*

&

感染

$

*

&

肝肿大

$

*

&

脾肿大

$

*

&

淋巴结

肿大$

*

&

原发性
*Ỳ * '1 "'

"

!$ $7#'8""#7 !2 1 !' 1 % " % !1 !3 %

继发性
*Ỳ * '3 "!

"

!2 $'#"8"'#' !& & !" !! 3 ' " !% 2 7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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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检测结果
!

2

例阴性$

1#%4

&#

Y

H

]

型
"1

例

$

'3#'4

&#

Y

H

]e.'J

型
'&

例$

$"#%4

&#

.'J

型
"

例$

"#34

&)

原发性
*Ỳ *

和继发性
*Ỳ *

患者红细胞自身抗体血清分型

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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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指标检测结果
!

*Ỳ *

患者的
K̀

浓度平均为

$

2$8!1

&

H

"

[

#

2$

例$

12#34

&患者网织红细胞水平升高

$

'

!"%b!%

&

"

[

&)原发性和继发性
*Ỳ *

患者
K̀

水平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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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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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检测结果(

*

#

4

$)

组别
*

阴性
Y

H

] Y

H

]e.'J .'J

原发性
*Ỳ * '1 7

$

!%#1

&

!3

$

7$#&

&

!2

$

7'#"

&

%

$

%#%

&

继发性
*Ỳ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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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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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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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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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患者其他指标检测结果

组别
*

K̀

$

H

"

[

#

F8>

&

网织红细胞

$

b!%

&

"

[

#

F8>

&

结合珠蛋白

小于
!%%L

H

"

[

$

4

&

高乳酸脱氢酶血症

$

4

&

总胆红素大于

!%L

H

"

[

$

4

&

原发性
*Ỳ * '1 3%8!& '!$8!&% &2 !%% 13

继发性
*Ỳ * '3 2%8!7 "2$8!2' &! 1& 3&

B#D

!

红细胞形态血分析结果
!

*Ỳ *

患者破碎红细胞增多#

可见大量有核*多染色性红细胞#原发性
*Ỳ *

患者上述红细

胞特征检测出率为
714

#高于继发性
*Ỳ *

患者$

"14

#

"

&

%#%$

&)

"$

例患者确诊为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小于
!b!%

$

"

[

&#

$

例确诊为全血细胞减少症%继发性
*Ỳ *

患者血小板减

少症检出率为
'14

#高于原发性
*Ỳ *

患者$

"'4

#

"

&

%#%$

&)

C

!

讨
!!

论

!!

*Ỳ *

是一种获得性溶血性疾病#病因为免疫系统功能紊

乱导致产生抗自身红细胞抗体#后者可与红细胞表面抗原结合

或激活补体#加速红细胞破坏而致溶血性贫血'

"

(

)

*Ỳ *

以贫

血*黄疸*脾肿大为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表现为间接胆红

素增高*游离
K̀

浓度升高)按病因可将
*Ỳ *

分为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类)

*Ỳ *

为排他性诊断#且临床特点尚未完全明

确#故分析患者临床特点对疾病诊治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因

此#本研究对
3$

例
*Ỳ *

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检测结

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Ỳ *

患者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指标特

征如下!$

!

&女性患者多于男性#以青壮年人群为主#与相关研

究相符'

'>7

(

%$

"

&有头晕*乏力*胸闷等贫血表现%$

'

&

.@@LK<

试

验以阳性结果为主%$

7

&游离
K̀

多呈阳性#

K̀

水平与溶血程

度相关#外周血涂片镜检可见球形红细胞*幼红细胞#偶见红细

胞被吞噬现象#多为伴随网织红细胞增多的单纯性贫血#也可

见白细胞*血小板减少%$

$

&乳酸脱氢酶*胆红素水平多升高%

$

2

&胆红素水平升高#结合珠蛋白水平降低%$

3

&常见肝脾肿大%

$

1

&继发性
*Ỳ *

患者原发病以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主#如系统

性红斑狼疮)

.E@QJED

I

等'

$

(以
"!

例
*Ỳ *

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

最常见临床表现包括面色苍白$

1&4

&#其次是黄疸$

7'4

&*发

热$

'14

&#脾肿大和肝肿大检出率分别为
1!4

和
324

%

"!

例

*Ỳ *

患者中#

!$

例为原发性#

2

例为继发性%

!&

例
,*?

阳

性#

3

例
Y*?

阳性)虽然研究病例数较少#但研究结果与本研

究类似)

]A=6

I

等'

2

(研究了
1'

例
*Ỳ *

#结果显示
$!4

的温抗体

型
*Ỳ *

患者继发于其他疾病#其中最常见原发病为非霍奇

金淋巴瘤和结缔组织疾病$

!7

例&)该研究证实
*Ỳ *

可能会

先于淋巴瘤发病#与本研究结果相符#但相关机制需进一步深

入研究)

结合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可快速*准确诊断

*Ỳ *

)对于
*Ỳ *

确诊患者#需警惕合并其他疾病的可能#

部分患者以
*Ỳ *

为首发表现#但在病程发展中逐渐出现其

他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典型表现#因此应密切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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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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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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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检验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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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抗凝剂种类对
.

反应蛋白"

.(-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取门诊和住院患者
!"%

例!同时采集患

者肝素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O

"

$抗凝标本!在相同条件下!采用迈瑞
P.>$'&%

分析仪进行两种全血标本
.(-

浓度检测!

比较检测结果间的差异%结果
!

两种抗凝标本
.(-

检测结果具有相关性!但肝素抗凝标本对
.(-

低&中&高值标本的检测结果

均低于
\,?*>O

"

抗凝标本"

"

&

%#%$

$%结论
!

肝素抗凝标本不适用于迈瑞
P.>$'&%

分析仪
.(-

检测%

关键词"乙二胺四乙酸盐#

!

肝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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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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