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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学检查对鉴别良恶性胸腹水细胞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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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胸腹水常规细胞形态学检查对胸腹水细胞良&恶性诊断的价值$方法
!

对
C&%

例胸腹水患者进行常规有

核细胞计数时见到体积较大细胞的
J(

例胸腹水!离心涂片后!用瑞氏染色进行细胞形态学镜检$结果
!

J(

例胸腹水中!

>C

例可

检出恶性细胞!后经病理&临床和其他方法证实
>B

例胸腹水为恶性肿瘤性积液!诊断符合率为
A%D

"

>C

%

>B

#$结论
!

胸腹水有核

细胞计数中细胞形态学检查十分重要!对良&恶性胸腹水的鉴别诊断有较高的特异性和较好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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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水常规检验为常见的体液检验#对判断胸腹水的性质

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一些检验科尤其是基层医院检验科#在

做胸腹水常规检查时对细胞形态学检查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临床医师在抽胸腹水时若没有申请做细胞病理学检查#常在

判断胸腹水性质时不明+现对有核细胞计数时发现异常细胞

的胸腹水进行了细胞学形态分析#显示恶性肿瘤细胞的阳性较

高#为临床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诊断依据#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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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院
'&&A

年
B

%

%'

月
C&%

例不明原因的浆

膜腔积液住院患者的首次抽取的胸腹水+其中胸水
%('

例#腹

水
%CA

例&男
%>K

例&女
%KJ

例#年龄
CB

%

BB

岁+

A@B

!

方法
!

标本采集后取约
>&F*

立即送检#首先进行标本

的颜色,透明度,李凡他试验,细胞计数和有核细胞计数检验+

对有核细胞计数时见到体积较大细胞$体积为白细胞的
'

%

K

倍%的标本#取
>

%

%&F*

#以
%>&&:

"

F7I

离心
>F7I

#离心半径

B0F

#弃上清液#留取沉渣约
&@%F*

#制作
C

张推片#自然干燥

后瑞氏染色'

%

(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学+

A@C

!

诊断标准
!

以临床最后诊断作为判断的 .金标准/+

B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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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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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细胞计数时见到体积较大细胞的
J(

例标本中#血性

积液标本
'%

例#占
'J@(D

#其中恶性细胞
%(

例$

J(@%D

%&非

血性 积 液 标 本
>>

例#占
J'@CD

#其 中 恶 性 细 胞
CJ

例

$

(J@'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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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疑的
J(

例标本中临床最后诊断为恶性积液
>B

例 #细

胞形态学查出恶性细胞
>C

例 #其中真阳性
>'

例$

BA@JD

%#假

阴性
(

例$

%&@CD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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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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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恶性积液原发灶分布情况

原发灶 胸水$

'

% 腹水$

'

% 例数$

'

% 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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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
'K & 'K K(@%

卵巢癌
% J B %>@K

乳腺癌
J & J %C@>

胰腺癌
& % % %@A

肝癌
% ' C >@B

胃癌
% ' C >@B

恶性间皮瘤
C % K J@J

肠癌
& ' ' C@B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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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
J(

例标本中#临床最后诊断为非恶性积液
%B

例#

其中真阴性
%J

例#真阴性率
AK@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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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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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本研究的
J(

例胸腹水#有核细胞计数时可见大小为白细

胞的
'

%

K

倍,大小不等,散在或成堆分布的细胞+染色后在显

微镜下观察#其中可见恶性细胞!包体大#不规则#包浆丰富#偏

蓝#胞核不规则#有的双核或多核#染色质细胞呈粗颗粒状+本

研究提示#在胸腹水常规检查的同时进行细胞形态学检查#对

于鉴别恶性积液与良性积液具有良好的灵敏度$

BA@JD

%和特

异度$

AK@KD

%+表
%

结果显示#恶性积液中绝大多数的癌细胞

是转移性的#原发性恶性间皮瘤较少见#这与文献'

'

(报道一

致+各种不同部位原发癌转移到浆膜腔后#其形态学除有癌细

胞的共性外#也有一些个性+但在细胞学检查的工作中#对积

液中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细胞很难确定其来源部位+但通过

浆膜腔积液的常规细胞形态学检查#对细胞形态特征仔细鉴定

并结合临床体征#可以对某些恶性积液的原发灶进行初步判断

或对浆膜腔积液是否由原发灶转移引起作出诊断#并为临床有

针对性进行其他确认检查提供参考信息+文献报道#通过观察

癌细胞总量,细胞群大小,细胞群与单个细胞的比例#细胞群形

态及涂片背景等指标对鉴别不同部位来源的癌细胞有一定意

义'

C

(

+

本组仅对有核细胞计数时发现可疑细胞的胸腹水进行细

胞学形态检查#这可能是出现假阴性
(

例的一个因素+血性积

液直接涂片#肿瘤细胞检出率仅为
%%D

'

K

(

+另外也可能与送

检时间和送检次数等有关#

C&F7I

内送检#

(&F7I

内完成标本

处理和固定为浆膜腔积液细胞形态学检查的必要条件#增加送

检次数可提高肿瘤细胞检出率'

>1(

(

+若能对每一例浆膜腔积液

在进行常规检查基础上都进行细胞学形态检查#描述异常细胞

形态并提示临床及结合其他检查#则可减少漏检率+但细胞形

态学检查是手工操作#结果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熟悉各

种细胞形态特点是提高检验诊断质量的重要保证#要求检验者

要有丰富的细胞形态学知识及阅片经验+随着医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医学检验所用的先进仪器与设备日益增多#很多年轻

的检验工作人员对细胞形态认识不足#细胞形态学检查只由专

职人员完成#致使常规检查中细胞形态学的检查难以普及+

浆膜腔积液细胞形态学检查#具有快速,简便,费用低,结

果较可靠等优点+为了增强为临床服务的能力#从事一线工作

的检验人员应加强细胞形态的识别能力#深入学习细胞形态学

的知识#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设病理科的医院#建议

医师对不明原因引起的浆膜腔积液#应在进行常规检查的同时

增加病理学检查#以便准确作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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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满足吡嗪酰胺活性需要的同时!研制使结核菌生长良好的吡嗪酰胺"

4]=

#药敏培养基$方法
!

以改良罗

氏培养基为基础!加大镁离子浓度!去掉马铃薯淀粉!用
8

+

值
'@CK

&氧化还原电位为
%%JKF2

的酸化离子水配制
4]=

药敏培养

基$按+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检测
%'&

株结核分枝杆菌对
4]=

的敏感性$结果
!

门诊分离的
(&

株分枝杆菌!

4]=

耐药

率为
%C@CD

!该院患者和深圳市慢性病医院分离的
%>

株完全耐药的分枝杆菌!在此培养基上对
4]=

呈耐药性$结论
!

此培养基

配制简单!可与其他药敏试验同步进行!易于推广应用$

关键词"呲嗪酰胺'

!

培养基'

!

分枝杆菌!非典型性'

!

酸化离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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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结核病传染性患者多#耐药菌感染患者多的特

点'

%

(

#对患者做药敏检测必不可少+吡嗪酰胺$

4]=

%是具有灭

菌,杀菌活性的一线药#过去排除在常规药敏测试以外#其原因

在于它只能在酸性培养基中测试#匡铁吉'

'

(曾就酸性培养基做

过数次配制#都很有效#但是由于操作略繁琐#迄今未常规运

行+进入基因时代以来#虽然对
4]=

的耐药基因
8

I0=

在
>

年

前已阐明'

C

(

+但
<-L7;H

等'

K

(研究表明#除
8

I0=

之外尚有其他

未发现的耐药机制#只查基因型法$如
8

I0=

%是不够,不可靠

的#还要靠表型法$如
,=6$_6K(&

%解决+但
,=6$_6

设备

昂贵#培养基和试剂依靠进口#费用高#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推广

使用#另外放射核素处理难度大#也限制其应用#因此本组试图

用酸化离子水配制药敏培养基'

>

(

+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实验标本由门诊,住院患者的痰液,尿液,分

泌物分离的菌株以及由深圳慢性病医院提供完全耐药和临床

分离株+

A@B

!

菌种来源
!

人型结核分枝杆菌强毒株$

+CJ!L

%#牛型结

核分枝杆菌,鸟分枝杆菌,胞内分枝杆菌,瘰疠分枝杆菌,偶发

分枝杆菌,耻垢分枝杆菌#以及耐
#3+%

)

S

"

F*

,

[5%&&

)

S

"

F*

,

!"4'>&

)

S

"

F*

,

4=[%&

)

S

"

F*

,

$+%C'%

,

#3+

,

_5,

,

Y"*̂

,

645

低浓度和标准耐药株等#由北京结核病研究所提

供+

A@C

!

仪器与试剂
!

培养基
8

+

的测定应用上海分析仪器厂生

产的
8

+[1'

型酸度计+

4]=

粉剂由上海宜兴制药厂提供+

A@D

!

方法
!

酸化离子水通过特殊的白金钛合金电极#在有隔

膜的电解槽中将含有
&@&>D

氯化钠的自来水#电解成具有氯

化还原电位
%%&&52

以上,

8

+

值
'@J

以下的酸化离子水+

在改良
*1\

培养基中加大镁离子的浓度#去掉马铃薯淀粉#

'D

的孔雀绿水溶液减半'

>1(

(

+配制方法!将固体成分用酸化离子

水溶解#冷却#加全蛋液#混匀#加孔雀绿水溶液#用当量的盐酸

调
8

+>@C

+凝固前将培养基制备成含
4]=>&

,

%&&

)

S

"

F*

药

物培养基+

A@I

!

药物敏感性测定
!

按照
%AA(

年中国防痨协会制定的)结

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进行'

J

(

+

B

!

结
!!

果

B@A

!

4]=

药敏培养基$凝固前%的最适
8

+

值+酸化离子水配

制的不含马铃薯淀粉的改良
*1\

培养基#结果显示#在不同
8

+

值时含
4]=

$

%&

,

>&

)

S

"

F*

%或不含
4]=

的培养基上#接种人

型结核分枝杆菌
+CJ!L

#

K

周观察结果+当培养基凝固前
8

+

值 为
>@'

%

>@K

时#人型结核分枝杆菌在对照管上生长良好#

在含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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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的培养基上不生长+因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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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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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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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的最适酸碱度#含
4]=>&

)

S

"

F*

为低浓度耐药管#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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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菌株对
4]=

的药敏试验结果#

K

周观察$

菌株
含

4]=

药敏培养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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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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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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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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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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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对照

+CJ!2 f g g ff

牛型结核分枝杆菌
fff ff ff ff

鸟分枝杆菌
ffff ffff ffff ffff

胞分枝杆菌
ffff ffff ffff ffff

偶发分枝杆菌
fff fff fff fff

耻垢分枝杆菌
fff fff fff fff

瘰疠分枝杆菌
fff fff fff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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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标准分枝杆菌在含
4]=

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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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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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酸化离子水配制的培养基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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