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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急性白血病化疗前后网织红细胞参数变化的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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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白血病化疗的患者!化疗后好

转$用自动化血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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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患者的网织红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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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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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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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JY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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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
JYe

%

NeY

%

LeY

化疗后一直减低!化疗第
$

天降到最低!在化疗第

&!

天开始恢复!化疗第
%&

天恢复至化疗前水平$

OeY

于化疗第
$

天开始升高!化疗
&!:

开始降低!

WZD

和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计数于化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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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直降低!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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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恢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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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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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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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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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Y

是反应骨髓恢复的敏感指标!较
WZD

和网织

红细胞的绝对值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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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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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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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成为急性白血病治疗的主要方法#但白血病化疗的不

良反应也比较多#因骨髓受抑制#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容易发

生如感染(出血等不良反应'过去使用
WZD

和
@O2

监测骨髓

的生长和抑制情况#近年大量研究发现网织红细胞参数可以更

加及时有效的监测化疗后骨髓的抑制情况可以有效的较少副

作用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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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性地研究了
"%

例化疗好转的急性

白血病患者化疗前后的各参数网织红细胞比率$

Y[2R

%(网织

红细胞绝对值$

Y[2

'

%(低荧光强度的网织红细胞$

OeY

%(中

荧光强度的网织红细胞$

NeY

%(高荧光强度的网织红细胞

$

LeY

%(白细胞$

WZD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Q[U2

%#进行比

较#观察其在化疗中对骨髓生成和抑制情况的反应'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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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P

I

,A5X%&##

自动血液分析仪#试

剂均为原厂配套'

@'A

!

检测对象
!

检测对象为
%#&1K%#&)

年于兰州大学第一

医院就诊的急性白血病患者#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0

例#其

中
N%"

例#

N"!

例#

N!!

例#

N11

例#

N)&

例&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者
&!

例#其中
2

淋巴细胞白血病
"

例#

Z

淋巴细胞

&&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

岁'急性白血病患者经过骨髓穿

刺活检(骨髓细胞学检测确诊#均为化疗后好转的患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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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采用回顾性的方法收集受检者的全血细胞计

数和网织红细胞的测定的结果'受检者血细胞计数和网织红

细胞计数的样本采集用负压真空采血法#从患者肘静脉采集静

脉血
%AO

#于装有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G2/.a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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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的抗凝管中#混匀室温下放置'测量时颠倒混匀'

收集受检者化疗的时间和化疗前以及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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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血细胞计数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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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性粒细胞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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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2

%及网织红细胞的计数结果中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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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用
Ti4

表示'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

同化疗时间的结果进行两两比较#校验水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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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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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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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与化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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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e

(

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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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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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

化疗后第
%&

(

%0

天较化疗

后第
&!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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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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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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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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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

(

LeY

(

Y[2R

于化疗后第
$

(

&!

(

%&

结果低于化疗前#第
$:

开

始降低#降到最低点#随着化疗疗程的进展于化疗第
&!

天开始

恢复#至化疗
%&

天恢复至化疗前水平'

OeY

于化疗第
$

天开

始升高#升高至最高值后开始降低#于化疗后第
%&

天降低至化

疗前水平'

WZ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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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化疗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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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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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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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天结果低

于化疗前结果#第
&!

天降到最低#第
%&

天开始恢复#比
JYe

(

OeY

(

NeY

(

LeY

的恢复滞后
$

天#且指标不敏感#

WZD

的变

化易受输血(感染以及升白细胞药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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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化疗后骨髓抑制恢复的敏感指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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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化疗前比较#

"

!

&

#'#1

&与化疗第
$

天比较#

'

!

&

#'#1

&与化疗第
&!

天比较#

l

!

&

#'#1

&与化疗第
%&

天比较#

m

!

&

#'#1

&与化疗第
%0

天比较#

R

!

&

#'#1

'

A'AJYe

(

NeY

(

LeY

的均值呈先减后增的趋势'第
$

天降到

最低#第
&!

天开始恢复#第
%&

天升高至正常水平#见图
&/

!

D

'

Y[2R

的均值呈先减后增的趋势#

OeY

的均值呈先增后减

趋势'第
$

天升高到最高#第
&!

天开始降低#至第
%&

天降低

至化疗前水平#

Y[2

'

也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与
Y[2R

不同

的是化疗第
$

天开始降低#化疗第
&!

天降到最低#化疗第
%&

天开始恢复#至化疗第
%0

天恢复至化疗前水平#比
Y[2R

晚
$

:

#见图
&G

!

e

'

WZD

的均值化疗后一直减低#于化疗第
&!

天

降到最低#见图
&\

'

/QD

的均值化疗后一直处于升高的趋

势#见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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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

为
JYe

的均值图&

<

为
NeY

的均值图&

>

为
LeY

的均值图&

:

为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的均值图&

5

为
OeY

的均值图&

?

为网织红细胞的绝对

值的均值图&

7

为
WZD

的均值图&

9

为
/QD

的均值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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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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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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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

化疗不同时间点结果的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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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是晚幼红细胞和成熟红细胞的中间状态#可以

反映骨髓的生成和抑制情况'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采用半导体

激光流式细胞术原理对网织红细胞进行计数和分类研究'根

据网织红细胞包浆内残留
YQ/

含量的多少将网织红细胞分

为高(中(低强度的网织红细胞'其中荧光强度越高网织红细

胞
YQ/

含量越高#细胞越幼稚)

1

*

'

LeY

(

NeY

(

OeY

细胞内

YQ/

含量依次减少#荧光强度依次减弱'未成熟网织红细胞

指数
JYeS

$

NeYdLeY

%"$

NeYdLeYdOeY

%

)

).$

*

#代表幼

稚网织红细胞比率)

0

*

#正常情况骨髓幼稚网织红细胞比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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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当骨髓受到刺激时#骨髓造血代偿增生时#幼稚网织红细胞

生成释放入血)

(.&#

*

#

LeY

升高最敏感)

&&

*

#表现为
Y[2

和
JYe

升高)

&%

*

#故
JYe

可以反映骨髓红系造血情况)

&"

*

'

患者化疗过程中#随着化疗疗程的进展#骨髓生长受到抑

制#需输注血小板或使用升白细胞的药物#以减少出血和感染

的副作用)

&!

*

#而
WZD

结果易受输血和感染影响'

JYe

(

LeY

和
NeY

不受输血和感染的影响)

".!

#

)

#

&1

*

'

本次研究表明!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
JYe

(

NeY

(

LeY

(

Y[2R

结果减低#于化疗后第
$

天降低到最低值#第
&!

天开始

恢复#第
%&

天恢复至化疗前水平'较
WZD

以及
Y[2

'

开始

恢复早
$

天#较
WZD

和
Y[2

'

恢复至化疗前水平早
$

天#与

敖继红等研究的大部分患者
JYe

较
WZD

升高的快的结果一

致)

)

#

(

#

&).&(

*

'故可将
JYe

(

OeY

(

LeY

(

NeY

作为更加敏感的指

标观测骨髓抑制和恢复的情况#对化疗方案的调整#及时合理

的给药#当骨髓生长严重受抑制时#不同荧光强度的网织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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