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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和积分产生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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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组化染色!用显微镜在油

镜视野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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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性杆状(分叶核粒细胞!以阳性率和积分记录其检测结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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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静脉血涂片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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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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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细胞内水解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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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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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磷酸钠水解#产生磷酸钠#

磷酸钠与钙离子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磷酸钙#再与硝酸钴发

生反应#形成磷酸钴#最后与硫化铵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棕色

硫化钴沉淀#定位于酶活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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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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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对于某些

血液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和疗效观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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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报道#抗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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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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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保存温度与时间*温浴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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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为影响
S*;

染色结果的重要因素)由于
S*;

染色

时间较长#而本科室存在临近下班时间或班外时间送检
S*;

检查的实际情况#为使实验结果客观*准确#笔者对可能影响

S*;

细胞组化染色测定结果的抗凝剂使用*标本保存的时间*

预先固定等因素进行了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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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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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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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龙岩人民医院血

液科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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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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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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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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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

中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
""'

例#细菌性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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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真性

红细胞增多症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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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小板增多症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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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抽取

患者的新鲜静脉血#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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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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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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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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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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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并计算其阳性率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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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萘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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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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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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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固红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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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均在有效期内使用#操作按其说明书进

行)光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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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抗凝血涂片
*

在
"?

内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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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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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抗凝血涂片
!

用试剂固定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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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先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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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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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抗凝血涂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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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任何处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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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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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阳性率!油镜下连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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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性粒细胞$包括中性杆状核

和分叶核粒细胞&#记录阳性反应细胞所占百分率#即为阳性

率#并对每个阳性反应细胞反应的强度进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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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级)

_

!细胞质内无阳性颗粒%

`

!细胞质内有少量阳性颗

粒#约占细胞质面积
"

"

)

%

``

!细胞质内有中等数量阳性颗

粒#约占细胞质面积
"

"

#

%

```

!细胞质内有大量颗粒#有少

量间隙#约占细胞质面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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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质内充满颗粒#

没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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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所占百分率乘以级数#即为积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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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使用
U;UU##%'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aE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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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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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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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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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标本在不同疾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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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

各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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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血涂片
*

*

!

分别与新鲜末梢血的
S*;

阳性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各组疾病
06D*32

#

抗凝静脉血

涂片
1

与新鲜末梢血的
S*;

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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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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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标本在不同疾病中的
S*;

阳性率#

La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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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类型
慢性髓细胞

白血病
细菌感染

真性红细胞

增多症

血小板

增多症

新鲜末梢血
&%4a#%" A)%(a)%T ($%4a"$%& &(%4a")%#

血涂片
* &%(a"%A A)%'a$%A ($%'a"#%T &(%Ta")%'

血涂片
! &%Ta#%$ A$%4a$%& (#%#a""%A &&%4a"$%(

血涂片
1 #%4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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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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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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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新鲜末梢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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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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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标本在不同疾病中的
S*;

积分
!

各组疾病
06D*3

2

#

抗凝血涂片
*

*

!

分别与新鲜末梢血的
S*;

积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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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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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静脉血涂片
1

与新鲜末梢血的
S*;

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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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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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标本在不同疾病中的
S*;

积分#

LaE

%分$

标本类型
慢性髓细胞

白血病
细菌感染

真性红细胞

增多症

血小板

增多症

新鲜末梢血
4%#a#%) #$)%Aa)&%) ")&%$a#$%T ""T%&a#T%"

血涂片
* 4%'a#%" #$#%Ta)T%4 ")T%4a#$%" ""T%"a#)%A

血涂片
! (%Aa#%T #$"%$a)T%T ")T%"a##%A "")%&a#)%#

血涂片
1 $%#a'%A

"

""#%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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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新鲜末梢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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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血涂片未做任何处理放置
"K

后进行

S*;

染色与新鲜末梢血比较
!

抗凝血涂片未做任何处理于
"

K

后进行
S*;

染色$血涂片
1

&与新鲜末梢血的效果比较#可

见放置
"K

后中性粒细胞大部分退化#细胞边缘不整齐#形态

模糊不清#细胞质内阳性颗粒明显减少#着色不均匀#严重影响

S*;

阳性率和积分的判断)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C

!

讨
!!

论

中性粒细胞里含有多种胞质颗粒和小泡#它们在抵御病原

微生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S*;

就是存在于这些胞质颗粒和

小泡中#以碱性磷酸酶$

*5;

&阳性膜包颗粒的形式存在于中性

粒细胞胞质内#属于膜蛋白中的一种#经酶羧基末端的磷脂酰

肌酶嵌于膜的双脂质层'

&

(

)细胞内富含
S*;

的囊泡最早是

在
"A(A

年由
XNCF:8

等'

(

(通过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观察到的#

随后被
U=:F?

等'

4

(从中性粒细胞浆膜中分离出来)

目前国内常用
2J3

E

>/P

偶氮偶联法'

A

(

#其原理为成熟中性

粒细胞
S*;

在
E

7 Â%&

左右的碱性环境下#水解底物磷酸萘

酚#生成的萘酚与重氮盐偶联生成不溶性的有色沉淀#定位于

细胞质酶活性所在之处)其阳性反应为胞质中出现灰色到棕

黑色颗粒#反应强度分为
T

级#反应结果以阳性反应细胞的百

分率和积分值来表示#据此可反应
S*;

的活性'

"'

(

)

多年来#由于各实验室所用的固定液浓度和固定时间不统

一#所用缓冲液及孵育时间不同#因此参考值变化较大#各实验

室之间结果差异较大口'

""

(

)本实验新鲜末梢血与
06D*32

#

抗凝血
"?

内染色
S*;

的阳性率和积分进行了比较#新鲜的

抗凝血和新鲜末梢血的
S*;

阳性率和积分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

H

&

'%'T

&%国内外报道的大多是末梢血标本#基于
063

D*32

#

真空抗凝管的广泛普及和使用#而沈亚文等'

"#

(报道可

以利用
06D*32

#

抗凝血替代新鲜血液标本进行
S*;

染色)

说明
06D*32

#

抗凝血对本实验的结果比较无影响)

各医院科室中存在临近下班时间或班外时间送检
S*;

染色的实际情况#

06D*32

#

抗凝血可以替代新鲜末梢血液标

本进行
S*;

染色#但是对
06D*32

#

抗凝血标本的放置时间

对染色结果的影响未做进一步研究#特设定了
06D*32

#

抗凝

血
"?

内染色与
06D*32

#

抗凝血
"?

内预先固定及不做任何

处理于
"K

后染色
S*;

的阳性率和积分进行了比较#结果显

示预固定后的抗凝血涂片与
06D*32

#

抗凝血
"?

内染色

S*;

的阳性率和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而没有经

过预固定的抗凝血涂片与
06D*32

#

抗凝血
"?

内染色
S*;

的阳性率和积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

S*;

染

色需要用新鲜标本#因为放置过久#会导致
S*;

活性降低#并

引起中性粒细胞溶解#

S*;

颗粒退化'

"$

(

#不易着色)而固定

可以终止细胞中的酶解反应和其他代谢作用#保持细胞原有的

结构和状态#故经过预固定的
06D*32

#

抗凝静脉血涂片放置

"K

后#其
S*;

染色的结果依然可靠)所以基于实际情况的

限制#无法立即进行
S*;

染色的标本#可以先用固定液进行

固定#

"=:8

即可完成#从而利于工作的进行)

在临床上不同的疾病其
S*;

活性不同)

S*;

积分增高

见于化脓性细菌感染$包括类白血病反应&*真性红细胞增多

症*骨髓增殖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急性大出血*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淋巴瘤*恶性肿瘤*激

素治疗等'

")3"T

(

#治疗好转时#积分可降低)

S*;

积分降低见于

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毒感染*恶性组

织细胞增生症#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红*白血病#继发

性红细胞增多症#急性单核细胞性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等'

"&

(

#当病情缓解时#积分又可上升到正常范围)测定

S*;

活性对某些血液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和疗效观察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因此
S*;

结果的准确性对临床至关重要#从本

文实验结果可以发现预固定对不能及时染色的
S*;

结果的

准确性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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