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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观察网织红细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变化情况&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2)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观察组!并以同期同龄的
2)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然后将两组人员的网织红

细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指标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不同肝功能分级者的检测水平&结果
!

观察组的网织红细胞参数均

高于对照组!血小板计数"

"W0

$%血小板压积"

"10

$及协同肿瘤红细胞免疫花环率"

(0M&

$%红细胞免疫黏附肿瘤细胞功能测定

"

&T0

$%促肿瘤红细胞花环率"

M0M&

$%直向肿瘤红细胞免疫花环率"

U0M&

$均低于对照组!而血小板分布宽度"

"UZ

$%血小板平

均体积"

!"X

$%大血小板比值"

"#W1&

$及免疫黏附抑制因子"

bMT&

$则高于对照组!且肝功能分级
1

级者波动大于
(

级和
R

级

者!

R

级者则大于
(

级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肝硬化患者的网织红细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呈

现异常的状态!且不同肝功能分级者的差异也较大&

关键词"网织红细胞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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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一类慢性进行性肝脏病变#本

疾病患者的肝病呈现弥漫性病变#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患者不仅仅存在肝脏方面的变化#其较多血液指标对于疾病变

化的反应价值也较高'

)

(

#对于这些指标变化的了解对疾病发展

转归具有重要价值#且血液指标的检测较为简便#具有微创的

特点#因此其临床研究价值相对更高)笔者就网织红细胞参

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变化情况进行

了观察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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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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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
2)

例肝硬化患者为观察组#并以同期同龄的
2)

例健康人员

为对照组)对照组的
2)

例健康人员中#男
++

例*女
*5

例#年

龄
*5

!

25

岁#平均$

.*,*4.,2

&岁)观察组的
2)

例肝硬化患

者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5

!

2$

岁#平均$

.*,+4.,.

&岁#

病程
$,/

!

)//,.

月#平均病程$

+/,+4+,2

&月)致病原因!肝

炎致肝硬化
-.

例#酒精性肝硬化
)2

例%肝功能分级!

(

级
*/

例#

R

级
*+

例#

1

级
)5

例)两组研究对象在男女分别所占比

例及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间具

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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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取两组研究对象的晨起空腹静脉血进行检测#静

脉血采集量为
-,/%W

#将血液标本于采集后的
+/%8:

内送

检#检测项目包括网织红细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

指标#其中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项目为网织红细胞计数

$

&M0

&*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M03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

T&b

&及网织红细胞生成指数$

&"T

&#血小板参数检测项目为

血小板计数$

"W0

&*血小板压积$

"10

&*血小板分布宽度

$

"UZ

&*血小板平均体积$

!"X

&*大血小板比值$

"#W1&

&#上

述指标均采用
R;<@9<#+)//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

红细胞免疫指标包括协同肿瘤红细胞免疫花环率$

(0M&

&*红

细胞免疫黏附肿瘤细胞功能测定$

&T0

&*促肿瘤红细胞花环率

$

M0M&

&*直向肿瘤红细胞免疫花环率$

U0M&

&#上述指标均采

用郭峰法进行检测)然后将两组人员的网织红细胞参数*血小

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指标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不同肝功能分级

者各项指标的检测水平)

C,E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中的计量资料$年龄*网织红细胞参

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指标&的比较采用
4

检验#而计数

资料$男女分别所占比例&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数据处理软件

为
P"PP)2,/

#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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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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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网织红细胞参数比较
!

观察组的网织红细胞

参数均高于对照组#而肝功能分级
1

级者波动大于
(

级和
R

级者#

R

级者则大于
(

级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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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网织红细胞参数比较

组别
+ &M0

$

Y)/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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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T&b

$

3

&

&"T

观察组
2) 2+,+242,+)

"

*,/54/,*$

"

**,/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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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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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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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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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524*,-$

$

*,)$4/,**

$

!

1

级
)5 6),5$42,*.

(

*,$24/,+.

(

*2,$/4*,6.

(

*,$54/,*$

(

对照组
2) -.,*-4-,*. ),)*4/,*) ).,)-4*,).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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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肝功能
(

级患者比

较%

(

!

!

#

/,/.

#与肝功能
(

级及
R

级患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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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

观察组的
"W0

*

"10

均低

于对照组#而
"UZ

*

!"X

*

"#W1&

则均高于对照组#且肝功能

分级
1

级者波动大于
(

级和
R

级者#

R

级者大于
(

级者#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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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红细胞免疫指标的比较
!

观察组的
(0M&

*

&T0

*

M0M&

*

U0M&

均低于对照组#而
bMT&

则高于对照组#且

肝功能分级
1

级者波动大于
(

级和
R

级者#

R

级者则大于
(

级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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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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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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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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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4).,*+ /,*/4/,/. )*,.54),). 5,5.4/,$- *),.+4),$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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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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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功能
(

级患者比较%

(

!

!

#

/,/.

#与肝功能
(

级及
R

级患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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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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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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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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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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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肝功能
(

级患者比较%

(

!

!

#

/,/.

#与肝功能
(

级及
R

级患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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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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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肝硬化为多种原因导致的一类以肝脏弥漫性损伤为主的

慢性进行性病变#本病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导致上消化道出

血*继发感染及癌变等情况'

*#+

(

)受多种因素影响#该病在我国

的发病率较高#因此对其进行治疗方案与诊断方法方面的研究

极为必要)临床中对于该病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

-#2

(

#其中关

于血液方面的研究虽不少见#但是争议也较为明显'

6#5

(

)血小

板参数是有效反映患者凝血功能状态的指标#而肝硬化患者普

遍存在微循环相对较差的情况#因此对于其在肝硬化患者中的

变化研究价值较高'

$#)/

(

)网织红细胞参数是有效反映患者造

血状态的一类指标#而肝硬化患者普遍存在肝细胞坏死较为严

重的状态#而这导致患者的造血因子受到不良影响#从而引起

其网织红细胞参数受到不良影响'

))

(

)红细胞免疫是近年来临

床中用于多种疾病患者免疫状态评估的重要指标#能较好地反

映患者的整体免疫状态#但其在肝硬化患者中的研究相对不

足'

)*#)+

(

#因此对其进行研究的价值较高)

笔者就网织红细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在肝硬

化患者中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并与健康人员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肝硬化患者存在明显的网织红细胞参数及
"UZ

*

!"X

*

"#W1&

及
bMT&

升高的状态#同时
"W0

*

"10

及
(0M&

*

&T0

*

M0M&

*

U0M&

则明显降低#说明患者的免疫状态较差#肝

功能受损严重#且存在凝血及微循环的异常#而肝硬化越为严

重的患者其这种不良情况表现越为明显#从而肯定了上述指标

在此类患者中的检测价值#并且认为其对于肝脏受损程度也有

较佳的反应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肝硬化患者的网织红细

胞参数*血小板参数及红细胞免疫呈现异常的状态#且不同肝

功能分级者的差异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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