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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外周血自然杀伤细胞"

.Z

#亚群检测在恶性血液病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
4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恶性血液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急性期
$"

例!平缓期
$"

例!并在同一时段内选择
#""

例体检

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间外周血
.Z

细胞数及亚群的变化$结果
!

急性期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Z

细胞绝对数及相对数

均远低于对照组!而平缓期白血病及淋巴瘤
.Z

细胞绝对数及相对数高于急性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

#$治疗后!白

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Z

细胞绝对数及相对数均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

#$治疗前!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X$&

MF:

H

NI及
'X$&

E:L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治疗后!两类患者
'X$&

MF:

H

NI及
'X$&

E:L水平明显改善!治疗

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恶性血液病患者外周血
.Z

细胞数量降低!细胞功能受损$

.Z

细胞亚群检测在评

价恶性血液病患者预后及疗效方面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Z

细胞亚群'

!

白血病'

!

淋巴瘤'

!

免疫功能'

!

恶性血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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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造血细胞未遵循正常的分化与增值规律#从而导致造

血细胞克隆型增加异常#同时侵润其他体内器官是恶性血液病

的重要诱因(

#

)

*它不断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血液循环发生

病变时不能及时做出反应(

!

)

*自然杀伤细胞$

.Z

%作为人体免

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疗恶性血液病的过程中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4=%

)

*

'X$&

MF:

H

NI和
'X$&

E:L作为
'X$&

抗原表达

的两类亚群#其中
'X$&

MF:

H

NI占
.Z

细胞的
!"5

左右#其主要作

为产生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同时可以分化为

'X$&

E:L

&

'X$&

E:L约占
.Z

细胞的
3"5

#其主要作用为溶解抗

体依赖的靶细胞(

$

)

*此次研究#旨在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外

周血
.Z

细胞亚群检测在恶性血液病患中的应用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1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4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接受

治疗的
#""

例恶性血液病患者作为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7"

岁#平均年龄$

%31%7_$1%%

%岁&急性期
%3

例#平

缓期
$!

例*纳入标准!$

#

%符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拟定

的恶性血液病诊断标准(

&

)

&$

!

%治疗过程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

#

%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W

%'丙型肝炎病毒$

,'W

%及乙

型肝炎病毒$

,VW

%感染&$

!

%合并心肺功能损伤&$

4

%合并精神

及神经系统疾病*

#""

例恶性血液病患者分为白血病组$

$"

例%及淋巴瘤组$

$"

例%#白血病组包括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

>U(

%

#!

例#急淋巴细胞白血病$

>((

%

##

例#平缓期髓细胞

白血病$

'U(

%

#&

例#平缓期淋巴细胞白血病$

'((

%

##

例&淋巴

瘤组包括急性弥散性大
V

细胞淋巴瘤
#!

例#急性
0

细胞淋巴

瘤
#4

例#平缓期弥散性大
V

细胞淋巴瘤
##

例#平缓期
0

细胞

淋巴瘤
#%

例*平缓期患者经过
%

次及其以上化疗#身体健康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43

卷第
#!

期
!

*<IY(@MUDE

!

YG<D!"#7

!

W?A143

!

.?1#!



水平及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同期于本院体检健康者
#""

例

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1#7_%1!%

%岁*各组别研究对象性别构成及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

过*所有研究对象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A1B

!

方法
!

$

#

%

.Z

细胞绝对数计数!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空腹

状态下采集静脉血
$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向
#""

$

(

抗凝血中分别加入
!"

$

(

异硫氰酸荧光素$

*̂0'

%'藻红蛋白

$

2/

%标记的抗
'X4

"

'X#&f$&

抗体$抗
'X4=̂*0'

"

'X#&f$&=

2/

抗体%'多甲藻黄素叶绿素蛋白$

2DF'2

%标记的抗
'X%$

抗

体$抗
'X%$=2DF'2

抗体%#混匀后室温'避光静置
!"L:<

#加入

#L(

红细胞裂解液#避光静置
#"L:<

#采用流式细胞仪计数

.Z

细胞绝对数*$

!

%

.Z

细胞相对数计算!采用
.Z

细胞绝对

数计数相同的方法采集'处理标本#避光静置
#"L:<

#加入
#

L(

磷酸盐缓冲液$

2V)

%#离心
$L:<

#弃上清#加入
2V)!L(

#

离心
$L:<

#弃上清#加入
2V)"1$L(

#采用流式细胞仪计数并

计算
.Z

细胞相对数&$

4

%

.Z

细胞艳群计数!向
#""

$

(

抗凝

血中分别加入
#"

$

(

抗
'X#&f$&=2/

抗体'藻红蓝蛋白

$

2/'

%标记的抗
'X4#%

抗体$抗
'X4#%=2/'

抗体%#避光静置

!"L:<

#采用与
.Z

细胞相对数计数相同的方法计数
.Z

细胞

亚群*

A1C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用
)2))#31"

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计量资料用
O_>

表示#组间比较并采用
4

检验*

!

$

"1"$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1A

!

不同组间
.Z

细胞数的比较
!

观察组
.Z

细胞绝对数及

相对数均低于对照组#其中急性期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Z

细

胞绝对数及相对数低于平缓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1"$

%#见表
#

*

表
#

!!

不同组间
.Z

细胞数的比较%

O_>

&

组别
(

.Z

细胞绝对数

$个"微升%

.Z

细胞

相对数$

5

%

对照组
#"" %#414$_#&$1%% #41$#_!1&7

观察组

!

急性期白血病
!# 6&13%_!$1!7

"

&16!_"1&$

"

!

急性期淋巴瘤
!7 #"41#3_!%14&

"

71&%_#1#7

"

!

平缓期白血病
!6 !3$16!_6&17$

"#

#"1##_#13!

"#

!

平缓期淋巴瘤
!4 !6#1%7_#"&1#6

"(

#"166_#17%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1"$

&与急性期白血病组比较#

#

!

$

"1"$

&与急性期淋巴瘤组比较#

(

!

$

"1"$

*

B1B

!

治疗前后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Z

细胞数比较
!

治疗

后#白血病组及淋巴瘤组
.Z

细胞绝对数和
.Z

细胞相对数均

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后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
.Z

细胞数比较%

O_>

&

组别
(

治疗前

.Z

细胞绝对数$个"微升%

.Z

细胞相对数$

5

%

治疗后

.Z

细胞绝对数$个"微升%

.Z

细胞相对数$

5

%

白血病组
$" 6!1%&_!!1&% &1%7_"13! !3$16!_6&17$

(

#"1##_#13!

"

淋巴瘤组
$" #"#1$3_!#174 71!#_#1"4 !6#1%7_#"&1#6

(

#"166_#17%

"

!!

注!与治疗前
.Z

细胞绝对数比较#

(

!

$

"1"$

&与治疗前
.Z

细胞相对数比较#

"

!

$

"1"$

*

B1C

!

不同组间治疗前后外周血
.Z

细胞亚群计数比较
!

观察

组患者治疗前
'X$&

MF:

H

NI水平高于对照组#而
'X$&

E:L水平低于

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白血病与淋巴瘤患者治疗后
'X$&

MF:

H

NI

水平降低#

'X$&

E:L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4

*

表
4

!!

不同组间治疗前后外周血
.Z

细胞亚群

!!!

计数比较%

O_>

'

5

&

组别
(

亚群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X$&

MF:

H

NI

!%176_$1"4

#

[

'X$&

E:L

741&%_%17&

#

[

白血病组
$" 'X$&

MF:

H

NI

&713!_#41"&

"

!!16"_%1$3

(

'X$&

E:L

!3146_#%1#3

"

&$1%$_#716#

"(

淋巴瘤组
$" 'X$&

MF:

H

NI

7#147_#$1"$

"

!$1#4_%1&6

(

'X$&

E:L

!$17$_#$13%

"

&#1$4_#&13!

"(

!!

注!与对照组相同亚群计数结果比较#

"

!

$

"1"$

&与组内治疗前相

同亚群计数结果比较#

(

!

$

"1"$

&

#对照组数据为体检时检测结果&

[

表示无数据*

C

!

讨
!!

论

!!

.Z

细胞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恶性

血液病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占据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的
#"5

#

!"5

(

7=3

)

*

.Z

细胞主要通过监视细胞表面人类白细

胞抗原$

,(>

%

=

%

类分子的表达在抗肿瘤的过程中为身体的

第一道防线(

6

)

*有学者指出#

.Z

细胞监测包括了细胞的异常

变化#细胞活化后分泌穿孔素'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和丝氨酸

蛋白酶等#同时还可以分解及破坏靶细胞细胞膜(

#"=##

)

*在甄

祯等(

#!

)研究中曾提出#细胞免疫作为人体特异性免疫组成的

一部分#恶性血液病患体内
.Z

细胞的减少和功能的下降#使

患者的抗肿瘤能力弱化#进而导致恶性肿瘤细胞不断繁殖

发育*

.Z

细胞广布于外周血中#这使得它对血液系统疾病的控

制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4

)

*众多研究证明了#

.Z

细胞比例的降

低及功能的下降均标志着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病情不断在恶

化(

#%

)

*比如子宫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患者在治疗前外周血

.Z

细胞数及细胞功能明显低于健康人的水平#王志华(

#$

)研究

报道
.Z

细胞是机体免疫系统中的天然屏障#它通过直接分泌

细胞毒因子从而杀死肿瘤细胞#而
.Z

细胞的数量下降就是肿

瘤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在本研究中#急性期白血病及淋巴瘤

患者的外周血内
.Z

细胞绝对数及相对数远远低于对照组#而

经过
%

次及以上全面化疗的平缓期白血病及淋巴瘤患者的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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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细胞绝对数和相对数比较治疗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十分

接近对照组所代表的正常水平*这表示
.Z

细胞数的下降提

醒着恶性血液病患者免疫功能正不断遭受破坏#而肿瘤细胞躲

过了
.Z

细胞的监测且不断繁殖扩散&而平缓期的患者在经过

%

次及其以上化疗后#

.Z

细胞数除不断恢复外#其细胞功能也

不断地恢复#也促使人体免疫系统的不断地得到重建*也有学

者指出#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Z

细胞数下降的情况#这

可能是由于在治疗过程中#破坏肿瘤细胞的过程中会消耗
.Z

细胞所导致(

6

)

*

在过往的研究中#同时证明了恶性血液病不断会降低
.Z

细胞数#也会导致
.Z

细胞亚群分布产生巨大的变化(

4=%

)

*

.Z

细胞整体性的表面标记是
'X$&

#依据其强弱则分为
'X$&

MF:

H

NI

和
'X$&

E:L两个亚群#其中
'X$&

MF:

H

NI占
.Z

细胞的
!"5

左右#

而
'X$&

E:L则占
.Z

细胞的
3"5

左右#并具有很大的细胞毒性

作用*临床试验指出#健康人的
.Z

细胞表面受体
.Za!X

的

表达水平高于
'X$&

MF:

H

NI

#同时
.Za!X

与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异

性分子配对#并刺激
.Z

细胞繁殖#所以
'X$&

MF:

H

NI细胞毒性是

弱于
'X$&

E:L的(

#&

)

*当
'X$&

E:L比例下降#同时
'X$&

MF:

H

NI上升

明显#则说明了机体的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在本研究中可以得

知#治疗前白血病和淋巴肿瘤患者外周血的
'X$&

MF:

H

NI水平远

高于对照组#而
'X$&

E:L水平又远低于对照组&而经过全面化疗

后的平缓期患者#

'X$&

MF:

H

NI则明显低于治疗前#

'X$&

E:L明显高

于治疗前#且两组数据都更趋近与正常水平*这说明了恶性血

液患者体内
.Z

细胞不单单只是数量上的减少#另一方面也证

明了细胞功能也会同时下降*

综上所述#

.Z

细胞数量以及
.Z

细胞亚群变化可以判断

出恶性血液病患者病情的发展状况#通过对
.Z

细胞亚群的检

测#可以在恶性血液病的临床诊断中提供可靠的信息#方便医

生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更加准确的制定治疗方式#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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