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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对急性白血病分型的诊断意义

朱
"

"

!崔
"

雯#

"

"%

天津市公安医院检验科!天津
$)))(#

$

#%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

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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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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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利用细胞化学染色方法对各型急性白血病"

1L

%进行鉴别诊断'方法
"

对
"''

例门诊和病房初诊
1L

患者的

骨髓标本做细胞化学染色测定!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R2X

和
I]]

的阳性指数强弱顺序均为
R$

$

R#G

$

R#@

$

R5

$

R(

$

R"

$

R&

$

1LL

!

1I,OSK̂

的阳性指数强弱顺序为
R$

$

R#G

$

R&

$

R#@

$

R(

$

R5

$

R=

$

1LL

!

,

,S1̂

的阳性指数强

弱顺序为
R&

$

R$

$

R#G

$

R#@

$

R(

$

R=

$

R5

$

1LL

!

21I

的阳性率及阳性指数在不同类型的急性白血病中相差不大!但是形

态表现各有特点'结论
"

细胞化学染色是鉴别各型
1L

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关键词"白血病!髓样!急性$

"

白血病!单核细胞!急性$

"

过氧化物酶

!"#

!

")%$454

"

6

%7++/%"58$,("$)%#)"#%"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8$,("$)

"

#)"#

%

"8,#"(#,)#

""

急性白血病$

1L

&是一组恶性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疾病#恶

性克隆的细胞生物学行为异常主要体现在干细胞分化受阻(增

殖过度和凋亡受阻)

"

*

'临床常见的急性白血病有急性髓系白

血病$

1RL

&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LL

&两个主要类型'我

国
#)

世纪
8)

年代白血病年发病率以浙江(江苏(福建和上海

为最高)

#

*

#且近
&

年患者数明显多于前
&

年#确诊例数呈稳步

上升趋势)

$

*

'世界卫生组织$

TZX

&白血病诊断标准要求白血

病的诊断方法是细胞形态学(免疫学和细胞遗传学的实验室诊

断(临床症状(体征的联合诊断法)

(

*

#其中细胞化学染色是临床

常用的诊断方法#它对鉴别急性白血病的类型(鉴别诊断(疗效

观察和预后评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
"''

例
1L

的

骨髓细胞化学染色结果加以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国医学

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门诊和住

院的初诊各类型
1L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患

者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
"#

岁以下儿童
((

例'这

"''

例均经染色体核型(分子生物学(流式细胞学(电镜和骨髓

病理等检查确诊'

@%A

"

仪器
"

光学显微镜$日本
X=

F

C

<

B+

&(隔水式电热恒温培

养箱$上海医疗器械七厂&'

@%B

"

方法
"

将新鲜的骨髓涂片置
(b

冰箱干燥保存#

83

之内

染色'染色前将标本平衡到室温再从标本盒内取出#不同染色

方法选取不同的固定方法固定涂片后方可进行染色'髓过氧

化物酶$

R2X

&染色采用二氨基联苯胺法#苏丹黑
]

$

I]]

&染色

采用苏丹黑
]

染色法#氯乙酸
1I,O

萘酚酯酶$

1I,OSK̂

&染

色(

,

,

醋酸萘酚酯酶$

,

,S1̂

&染色(氟化钠$

S@U

&抑制试验采用

六偶氮副品红法$

d@C

法&#糖原染色$

21I

&采用过碘酸
,

雪夫

反应'

@%F

"

结果判定
"

在油镜下观察骨髓片的体尾交界处#按照组

化的常规方法计数片中
"))

个原始及幼稚细胞的阳性率#将阳

性率分为
i

(

ii

(

iii

(

iiii(

个级别#计算阳性指数

并对白血病的类型加以分析'

A

"

结
""

果

"''

例
1L

患者中
R"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

#

例#

R#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分化型&

('

例$包括
R#@$)

例和

R#G"'

例&#

R$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

例#

R(

$急性粒单

核细胞白血病&

5

例#

R&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5

例#

R5

$急

性红白血病&

5

例#

1LL8)

例'各类型白血病的阳性指数见

表
"

'

表
"

""

不同染色方法在各类型白血病中的阳性指数

分型
* R2X I]] 1I,OSK̂

,

,S1̂ S@U 21I

R" # 55 ")& # #& ## ")(

R#@ $) "8$ ##& '" 5) &5 """

R#G "' "4& #$5 "54 88 8# ")$

R$ ") $)# $8" ##( 4# '' "5)

R( 5 "(" "4" 88 (5 #$ ")8

R& (5 &8 4# "(& ""& "" ")4

R5 5 "5" #"" () "4 "# "#&

1LL 8) ) ) ) "( "# '8

B

"

讨
""

论

细胞化学染色是以细胞形态学为基础#综合运用化学反应

的原理对血细胞内的各种化学物质$包括酶类(脂类(糖类(铁(

蛋白质(核酸等&作定性(定位(半定量分析的方法)

&

*

'

R2X

是

粒细胞进入循环之前在骨髓内合成并贮存于嗜天青颗粒中的

一种血红素蛋白酶#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某些

巨噬细胞中#其主要功能是破坏生物氧化过程中有剧毒的过氧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QL@GR:3

!

I:

<

?:CG:>#)"#

!

P9=%$$

!

S9%"8



化物#使其放出氧#参加细胞内氧化还原过程#是一种与生物氧

化有关的重要酶类)

5,'

*

'本实验结果显示
R2X

的阳性指数强

弱顺序为
R$

$

R#G

$

R#@

$

R5

$

R(

$

R"

$

R&

$

1LL

'

R$

细胞的
R2X

均呈强阳性反应且在细胞上可见到柴束样的

1B:>

小体%

R#G

的细胞也为强阳性且在异常中幼粒细胞的凹

陷处呈团块样阳性反应%

R#@

的细胞阳性指数较
R#G

稍差#这

与原始细胞的数量有关%

5

例
R5

中有
$

例
R5

的原始细胞以

粒细胞为主#其
R2X

也较高%

5

例
R(

中有
#

例
R(@

和
(

例

R(G

#其
R2X

阳性指数较
R5

稍低%

R"

中有大量的原始粒细

胞所以部分细胞的
R2X

为弱阳性%

R&

以大量原始和幼稚单

核细胞为主#所以
R2X

阳性率较低%

1LL

的
R2X

均为阴性

反应#所以过氧化物酶在诊断
1L

的类型方面是首选的细胞化

学染色方法'实验结果显示
I]]

的阳性指数明显高于
R2X

#

说明
I]]

染色有较高的敏感性#在
R2X

反应阴性时
I]]

也

可呈阳性反应#而且不受标本陈旧的影响#其强弱顺序为
R$

$

R#G

$

R#@

$

R5

$

R(

$

R"

$

R&

$

1LL

#与
R2X

染色结

果和临床意义相似'

1I,OSK̂

几乎只存在于粒细胞中#由于

其特异性强#又被称为特异性酯酶'

1I,OSK̂

在少数分化好

的早幼粒细胞至成熟中性粒细胞阶段呈阳性反应#其通常被作

为粒细胞的标志酶'实验结果显示
1I,OSK̂

的阳性指数强

弱顺序为
R$

$

R#G

$

R&

$

R#@

$

R(

$

R5

$

R=

$

1LL

#其中

R"

和
R#@

的阳性率明显低于
R$

和
R#G

#说明
1I,OSK̂

对

于原始粒细胞的阳性反应较弱#而且
R$

(

R#G

(

R#@

(

R=

时

1I,OSK̂

的阳性指数也明显低于
R$

(

R#G

(

R#@

(

R=

时

R2X

和
I]]

的阳性指数#说明其敏感性低于
R2X

和
I]]

'

但是
1I,OSK̂

在
R&

时阳性指数明显高于
R#@

和
R"

#也明

显高于
R&

时
R2X

和
I]]

的阳性指数'

1I,OSK̂

对
R"

(

R#@

的原始(早幼粒细胞的敏感性不如
R2X

(

I]]

强#所以单

用
1I,OSK̂

作为诊断
R"

(

R#@

以及鉴别
R(

中粒细胞(单

核细胞指标值得商榷)

4

*

'

,

,S1̂

是一种非特异性酯酶#存在

于单核细胞(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中#是单核细胞系的标志)

")

*

#

它与
S@U

的联合检测是
1L

鉴别诊断的重要方法'实验结果

显示
,

,S1̂

的阳性指数强弱顺序为
R&

$

R$

$

R#G

$

R#@

$

R(

$

R=

$

R5

$

1LL

'在
S@U

试验中结果显示
R&

的阳性率

明显降低#大部分阳性被
S@U

抑制%

R$

(

R#G

(

R#@

(

R=

(

1LL

的
S@U

试验的阳性率与
,

,S1̂

相比相差不大#阳性不被
S@U

试验抑制%

5

例
R(

中有
(

例
R(G

的
S@U

试验的阳性率明显

下降#阳性被
S@U

试验抑制%

5

例
R5

中有
$

例
R5

的原始细

胞以单核细胞为主#其
S@U

试验的阳性率明显下降#阳性被

S@U

试验抑制'

21I

结果显示不同的
1L

其
21I

阳性指数差

异不大#但是不同类型的细胞在
21I

的形态表现各有特点#

21I

在粒细胞中呈细小颗粒的均匀红色#一般随着细胞的成

熟阳性率也随之增强%分化好的单核细胞多为阳性反应#为细

颗粒弥散状(中粗颗粒往往位于胞浆边缘%淋巴细胞大多数呈

阴性反应#少数胞质内有少量红色颗粒或呈块状'实验结果显

示
R$

时
21I

为密集的细颗粒弥散状#粗大颗粒多分布于胞

浆边缘及外浆#柴束状结晶易见%

R#@

和
R#G

时
21I

细颗粒

弥散状分布%

R&

时
21I

多为细颗粒弥散状#边缘及外浆处可

见粗颗粒#少数可见裙边样反应%

R(

时根据粒系统和单核系

统所占的比例不同#其
21I

的反应也不同%在
R5

时原(早红

细胞比例增多#幼红细胞
21I

呈阳性反应#为粗大的颗粒状(

珠状(块状%

R=

时
21I

呈细颗粒弥散状分布%

1LL

时原(幼淋

巴细胞增多#

21I

大多呈粗颗粒散在分布#也可呈珠状(块状#

所以根据
21I

的阳性指数和反应情况可辅助诊断急性白血病

的类型'

白血病骨髓形态学检查是白血病诊断的基础#但是单独考

虑形态学#有时不能区分细胞的类型及分化成熟的程度#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

*

'所以形态学与细胞化学染色的联合应用

是急性白血病鉴别诊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可以为临床医

生提供及时(准确的诊断依据'但是形态学与细胞化学染色也

有其局限性#对于一些起源早(分化差的粒细胞白血病以及高

度异质性(杂合型白血病和初转化型的白血病不能确定其亚

型)

"$

*

'因此
1L

的诊断要把临床作为前提#把形态学作为基

础#还要结合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检验$

R!KR

&

的方法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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