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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变化实验探讨

闫瑞振!李立和!常玉芝

"天津医科大学宝坻临床学院检验科!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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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变化%方法
!

分别对
#")

例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进行血常规$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分析并比较化疗前$后酶活性变化%结果
!

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大未染色细

胞显著高于化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_!%,#)

!

H

&

$,$"

#&化疗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较化疗前降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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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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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恶性肿瘤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具有显著改

变!因此!为达到最佳治疗与监测效果!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应注意中性粒细胞酶活性的改变%

关键词"肿瘤&

!

过氧化物酶&

!

碱性磷酸酶*

!

化疗&

!

大未染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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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在进行药物化疗时常进行白细胞$

dV(

%'

血小板总数检测以便进行药物剂量和再化疗方案的调整#本院

检验科通过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大未染

色细胞检测判断恶性肿瘤患者治疗与监测效果表明其具有重

要意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经本院确诊的妇科卵巢癌患者
#")

例#

给予紫杉醇联合卡铂治疗#每次治疗
%A

为
#

个疗程#治疗
.

个疗程*根据肿瘤标志物判断疗效#治疗
#

周后进行血常规和

血涂片染色积分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奥林巴斯
(a*#

光学显微镜'西门子
5[4

PM5%#%$1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等*碱性磷酸酶染色试剂盒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研所科技公司提供$批号!

%$#*$!$*

%#过

氧化物酶染色试剂盒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研所科技公司提供

$批号!

%$#*$##$

%#血常规配套检测试剂由北京东南公司提供

$批号!

%$#*$*$"

%*

?,A

!

方法
!

分别于化疗前'后采集患者静脉血#制成血涂片分

别进行血常规分析和碱性磷酸酶积分'过氧化物酶积分*计数

#$$

个中性粒细胞分别以
#b

'

%b

'

!b

'

*b

的个数乘以加号数

计算分值*

?,A,?

!

碱性磷酸酶积分
!

细胞内碱性磷酸酶在
'

&+,*

!

+,)

条件下水解磷酸萘酚
5\4Ka

产生萘酚#后者被重氮盐捕获生

产不溶性有色沉淀测定其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活性并计算

积分*

?,A,@

!

过氧化物酶积分
!

血细胞内过氧化酶分解为过氧化氢

$

&

%

X

%

%#释出初生态氧#使无色联苯胺氧化成蓝色联苯胺#后

者进一步变成棕黑色化合物#沉着于胞质内*

?,A,A

!

大未染色细胞
!

进行血常规测定#在过氧化物酶反应

池中使细胞着色#应用流式细胞术原理#将细胞逐个通过激光

检测#然后利用设置在高'低两个不同角度的信号感受器探测

光线散射和吸收情况#经过分析计算得到相关血细胞特性$如

细胞体积'内容物浓度及密度%#计算染色与未染色细胞数*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h@

表示#化疗前后统计数据两组间比较采用配

对
6

检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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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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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计数$

LRZ

%'大未染色细胞计数

$

LZ(

%及
LZ(

"

LRZ

比较
!

化疗前'后
LZ(

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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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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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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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前%后
LRZ

%

LZ(

及
LZ(

)

LRZ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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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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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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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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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

L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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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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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疗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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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比

较
!

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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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前%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

!!!

酶积分比较#

Oh@

(分(

%_#")

$

组别 碱性磷酸酶 过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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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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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具有检测快

速'参数多'准确性高'自动化等特点#适合临床常规应用*

LZ(

是
5[PM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推出的一种全新参

数#指在过氧化物酶染色中未被染色的细胞包括大淋巴细胞'

浆细胞'各种原始和幼稚细胞#

LZ(-

是
LZ(

数与
dV(

总数

之比#正常参考范围为
$

!

*-

#

LZ(

增高超出正常参考范围主

要是由幼稚细胞引起的(

#4%

)

*

目前
+$-

以上化疗药物对患者骨髓有抑制作用(

!

)

#患者

因各种原因进行化疗后大多数出现
dV(

减少$表
#

%#对于卵

巢癌化疗方案应用最为广泛的为紫杉类联合铂类#因化疗对各

种组织'器官的正常细胞群和肿瘤细胞群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当化疗剂量到达一定数量值虽然可使肿瘤细胞全部死亡#但该

剂量往往已超过正常组织的耐受量#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

抑制#其次为胃肠道反应'脱发'局部刺激'过敏反应等(

*

)

*放'

化疗或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应经常进行外周血血常规检查#以

了解骨髓抑制情况#若
dV(

&

%,$`#$

+

L

c#

'血小板小于
%,$

#̀$

#%

L

c#应暂停治疗并适当隔离#避免感染(

"

)

*

从表
#

可见#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前中性粒细胞显著高于

化疗后#而且化疗后大未染色细胞显著高于化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6_!%,#)

#

H

&

$,$"

%#

LZ(

"

LRZ

为 $

#",$h

!,%)

%

-

#尽管化疗后
dV(

数目减少#大未染色细胞仍显著增

高#说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从表
%

可见#恶性

肿瘤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较

化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_.",!

'

)*,%

#

H

&

$,$"

%*

表明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因此#在应用西

门子
5[PM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分析时卵

巢癌患者化疗后#由于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降低#故大未染色

细胞显著增高#大未染色细胞与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降低是一

致的*

血常规测定中大未染色细胞不仅出现在恶性血液病患者#

卵巢癌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

降低#外周血中大未染细胞升高#因此#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除

进行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数量检查外还应进行大未染色细胞'

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的检查#以达到决定

是否继续化疗的监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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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苯丙胺盐法全自动化检测微量总蛋白存在重大的方法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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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氯化苯丙胺盐法全自动化检测脑脊液或尿液中微量总蛋白发生严重差错的原因%方法
!

将定值总蛋白

采用连续递减稀释法获得
!"

例标本"总蛋白质量浓度
$

!

!$

B

'

L

#!然后在贝克曼
[a(/$$

生化分析仪上采用氯化苯丙胺盐法检

测%结果
!

"

#

#当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

!

!

B

'

L

时检测值呈线性增加!与理论值一致%"

%

#当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

!

+

B

'

L

时检测

值递减!在
$,"

!

%,"

B

'

L

之间%当总蛋白质量浓度大于
+

B

'

L

时检测值趋于
$,"

B

'

L

左右%结论
!

该法不能满足全自动化检测

的单区间要求!即检测值存在二元性!故不宜单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关键词"生物化学'仪器和设备&

!

自动化&

!

血蛋白质类&

!

氯化苯丙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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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苯丙胺盐与脑脊液或尿液中微量总蛋白结合产生稳

定的浊度#通过浊度变化确定微量蛋白质的质量浓度*据文献

报道#该方法稳定性好'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抗干扰能力

强(

#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作者使用该法试剂盒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微量总蛋白共计
#%$

例#其中结果出现

严重偏差
"

例#与临床诊断不符*经实验研究表明#该法存在

重大方法学缺陷#即对高质量浓度标本无反应饱和点#无法进

行纠正与监测#导致检测值存在二元性#易误诊病理性高值#现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美国贝克曼定值血清$总蛋白质量浓度
!$

B

"

L

%*

?,@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8/$$

及

其配套试剂'校准品&氯化苯丙胺盐法脑脊液及尿蛋白检测试

剂盒$检测线性
$

!

!

B

"

L

%#配套标准品及质控品$国产%*

?,A

!

方法
!

确认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设置检测参数并定标#连

续检测质控品
%$

个工作日#确认试剂稳定'测量状态在控&确

认检测人员已熟练掌握仪器与试剂盒使用方法*采用生理盐

水将贝克曼定值血清按约
#

B

"

L

质量浓度递减连续稀释获得

!$

份标本#再将第
!$

号标本$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

B

"

L

%按

倍比稀释法获取
"

份标本#见表
#

*将
!"

份标本编号后按
#

!

!"

号和
!"

!

#

号次序测量
%

次#取均值*

?,B

!

数据处理
!

应用
R]8<C%$$!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绘

图与制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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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总蛋白质量浓度大于
!

B

"

L

时检测值不是趋于饱和而是

下降#造成检测值二元性#不能满足全自动化检测的单区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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