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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在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简称地贫$和缺铁性贫血"

W02

$中的诊

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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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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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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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W02

组$&

)J

例地贫患者"地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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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9=

$&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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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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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并比较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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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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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

组
=?A76?

水平与地贫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地贫组
$9=c

与

W02

组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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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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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参数在地贫和
W02

的临床鉴别诊断

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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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简称地贫%和缺铁性贫

血$

W02

%属于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临床上通常采用

红细胞参数'铁代谢指标'骨髓铁染色'血红蛋白

$

64

%电泳试验检测进行鉴别诊断)但在临床应用中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7)

+

(网织红细胞是骨髓释放至外

周血的成熟红细胞的前体红细胞)临床上常用来评估

骨髓造血功能及红细胞的生成状态*

%

+

(近年来)随着

网织红细胞自动分析仪在临床上的应用)网织红细胞

相关参数对贫血的研究已有报道*

%7.

+

(为详细探讨网

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在上述两种贫血中的诊断价值)现

将开展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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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门诊'住院部明确诊断为
W02

和地贫患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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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W02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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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W02

组%)其中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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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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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地贫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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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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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贫血诊断标准!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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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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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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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分析仪

检测血常规)对红细胞平均体积$

Y+Z

%

$

J*Q$

和

$或%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Y+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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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

贫初筛阳性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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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及地贫基因诊断以进一

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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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

诊断标准!$

&

%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

%有明确的缺铁病因和临床表现&$

3

%血清铁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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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骨髓小粒可染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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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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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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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

E(H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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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0K27e

'

%真空采血

管采集受试者新鲜静脉血
'(*N$

)充分混匀后)立即

在
[17&***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上进行血细胞分析

检测(网织红细胞分析采用核酸荧光染色法结合流

式细胞技术)即特异性荧光染料与网织红细胞内的

=12

结合后)通过流式细胞技术对网织红细胞进行

定量检测(各组的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进行比较分

析)

-

项网织红细胞参数分别为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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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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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熟网织红

细胞指数$

W=9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9=

%'

中等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Y9=

%'高荧光强度网

织红细胞比率$

69=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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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

进行

分析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JfL

表示)多

组资料差异性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0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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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
8̂ [

箱图$

8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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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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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组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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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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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地贫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G

$

*(*%

%(地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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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02

组比较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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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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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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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G

$

*(*%

&与
W02

组比较)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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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

=?A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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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各组中的分布情况
"

W02

组的

=?A76?

明显低于地贫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G

$

*(*%

%&地贫组的
$9=

低于
W02

组'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而
W02

组的
$9=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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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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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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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DP

箱体内黑色圆点表示均值
J

&

8DP

箱体内-工.形的上或下

横线分别表示均值
J

的
,%c$"

的上限或下限&

8DP

箱体上的
3

条线从

下至上分别表示
G

'%

'

=

和
G

-%

&最上部的横线为
>MI@F?B

上限)表示距

8DP

箱体上部
&(%

倍四分位距的最大数据点&最下部的横线为
>MI@F?B

下限)表示距
8DP

箱体下部
&(%

倍四分位距的最小数据点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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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6?

#

$9=

在各组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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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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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贫也称海洋性贫血)是由于遗传性珠蛋白基因

缺失或突变)使
64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珠蛋白肽链

合成不足或缺失所致的慢性溶血性贫血)我国南方地

区发病率较高且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W02

作

为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营养缺乏性疾病之一)是由于

机体铁摄入不足'吸收障碍或丢失过多)导致体内储

存铁耗尽)继而引起
64

合成减少的增生性贫血(尽

管地贫和
W02

发病机制不同)却同属小细胞低色素性

贫血)单纯依靠红细胞的形态改变进行判断)极易误

诊(由于二者的治疗及预后均存在较大差异)临床上

寻找简单'准确的方法对这两种贫血进行鉴别诊断尤

为重要(

目前)基因分析已成为临床诊断地贫的-金标

准.)但因其检测费用高)实验操作繁琐费时)基层医

院难以广泛推广(常用的地贫初筛试验如
64

电泳)

灵敏度不及红细胞参数中的
Y+Z

和
Y+6

)且血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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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2'

$

642'

%在重度
W02

'铁粒幼贫血及铅中毒时

可减低)从而增加地贫漏诊率*

&

)

,

+

(尽管
\9

灵敏度

高)但因其为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受机体生物变异影

响大)炎性反应时对
W02

诊断的特异度低)常需与其

他铁代谢指标联合应用*

J

+

(虽然骨髓小粒可染铁消

失是诊断铁缺乏的-金标准.)也因骨髓穿刺的侵入性

损害)使患者依从性差(同时)这些筛查实验还存在

检测周期长'费用昂贵'实验室要求高'基层医院无法

开展等缺点(

网织红细胞是外周血中成熟红细胞的前体细胞)

属于尚未完全成熟的红细胞(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

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及判断贫血的重要指标)其检测

模块已成为现代血细胞分析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能进行
=?Ac

和
=?A

+

计数)还可根据荧光强度的强

弱将网织红细胞分为
69=

'

Y9=

和
$9=

)并计算出

W=9

和
=?A76?

(荧光强度越高)表示网织红细胞越幼

稚(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幼稚网织红细胞数量很

少)即
W=9

较少)

$9=

较高(当骨髓造血功能活跃

时)幼稚网织红细胞释放入外周血)即
$9=

降低)

Y9=

和
69=

显著增高(本研究发现)

W02

组和地贫

组的
=?Ac

及
=?A

+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提示
W02

和地贫均存在骨髓造血

功能活跃)红系增生旺盛的特征(另外
W02

以明显

64

减少为特征)而地贫以红细胞体积减小为特征)

64

相对稳定)即地贫出现红细胞数量增多'

64

减低

的分离现象*

&*7&&

+

(由此可见)

=?Ac

对于地贫和
W02

的鉴别意义不及
=?A

+

(

本研究还发现)由于贫血会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

强)释放入血的幼稚网织红细胞随之增加)导致

69=

'

Y9=

和
W=9

增高)

$9=

降低(实验结果提示)

地贫组各数据变化更为明显)说明地贫患者的骨髓受

到贫血和溶血的双重刺激)幼稚网织红细胞增生更旺

盛(为了更好地运用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对这两组

贫血患者进行鉴别)本文采用
8̂ [

箱图$

8DP

5

:DA

%分

析
=?A76?

及
$9=

在
W02

组和地贫组的分布情况(

有研究表明)

=?A76?

是机体铁缺乏的实时反映)其在

红细胞或网织红细胞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恒定的)且

不受急性时相反应的影响)可作为功能性铁缺乏及

W02

的一项早期诊断鉴别指标*

&'7&3

+

(除了铁缺乏)地

贫也会导致
=?A76?

水平的降低*

&*

+

)这在本研究中也

得到证实(本文
8DP

5

:DA

显示
W02

组和地贫组
=#K7

6?

水平均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G

$

*(*%

%)其中
W02

组降低幅度最大)与地贫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由此)进一步证实

其对
W02

的诊断和鉴别意义(至于
$9=

)

8DP

5

:DA

显

示地贫组
$9=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及
W02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

%&而
W02

组
$=9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这是因为地贫患者

的红细胞在骨髓及脾脏被破坏)骨髓代偿性造血使幼

稚网织红细胞比例增高)但生成的异常幼稚网织红细

胞寿命短易被破坏)仅有少量能发育为成熟红细胞)

这种-无效造血.导致
$9=

的明显降低(因此)网织

红细胞相关参数不仅可用于地贫的鉴别诊断)还能提

示地贫的严重程度(

综上所述)地贫'

W02

由于病因不同)骨髓生成释

放网织红细胞的机制也不同(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

的合理运用)不仅能较好地反映骨髓造血功能及红细

胞系统的增生情况)还对地贫'

W02

有重要的鉴别诊

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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