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魏有仁
+

肾损伤标志物在中国的现状和展望&

X

'

+

医学检

验与临床%

*''&

%

<

#

3

$!

)=&+

&

-

' 毛建华%黄永坤%程时钰%等
+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检测对肾

小管功能的评估&

X

'

+

昆明医学院学报%

)888

%

)<

#

-

$!

3)=

3-+

&

,

' 袁育林%农生洲
+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对早期肾功能损伤的

诊断价值&

X

'

+

中国医学创新%

*')-

%

)&

#

)

$!

)&*=)&,+

&

3

'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双抗体胶乳增强视黄

醇结合蛋白检测试剂盒!

[2*')))',3,88'+*

&

U

'

+*')*=

'.='.+

&

&

' 王蓓%陈晨%余黎%等
+

肾损伤的尿液检测指标概述&

X

'

+

安

徽医药%

*')*

%

-&

#

,

$!

,*8=,-*+

&

<

' 白春洋
+

四项生化指标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早期肾损伤诊

断中的临床价值&

X

'

+

中国医师杂志%

*'))

%

)-

#

))

$!

)3,8=

)33'+

&

.

' 解冰%江利萍
+

多项目联检判断肾小管功能的探讨&

X

'

+

放

射免疫学杂志%

*''<

%

*'

#

)

$!

*&=*.+

&

8

' 张宝栋%邢薇
+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在早期肾小管损伤诊断

中的临床意义&

X

'

+

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

*'',

%

*'

#

8

$!

)-3,=)-33+

&

)'

'夏运成%彭灿辉%屈申%等
+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与肾小管间

质受损的相关性研究&

X

'

+

南京大学学报%

*'))

%

-&

#

)'

$!

)''.=)'))+

&

))

'周广朋%张景岚%陈树
+*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
$

细胞功能及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游离脂肪酸水平的变化特点与临

床意义&

X

'

+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

%

)-

#

,

$!

)3)=)3-+

&

)*

'姚丹燕
+

血清
"!U

的流程诊断价值&

X

'

+

世界最新医学信

息文摘%

*')&

%

)&

#

8

$!

***=**-+

&

)-

'李海燕
+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
[

以及
$

*

微球蛋

白联合检测在妊高症肾损伤中的价值&

X

'

+

中国实用医

药%

*')&

%

))

#

-'

$!

),)=),*+

&

),

'俞俊文%刘献文
+

尿
"!U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检测方法的

建立及性能评价&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3

"

修回日期!

*')<='8=*.

$

#

"

通信作者%

(=IH:L

!

,,<,,,8*8

#QQ

+E>I

(

""

本文引用格式"张莉%赵平%黄威威%等
+

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对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防治及临床应用&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8

#

)

$!

)'&=)'.+

!短篇论著!

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对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防治及临床应用

张
"

莉)

!赵
"

平*

!黄威威-

!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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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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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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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防治移植物抗宿主病中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对移植发生率及复发率的影响%方法
"

选择内蒙古地区某三甲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患者
.,

例!均给予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治疗!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常规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实验组

在常规预防基础上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情况!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

两组患者的血细胞计数#给予发生的患者对症治疗!随访
-

个月!观察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复发情况%结果
"

移

植前!两组患者血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实验组患者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随访期间

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移植后血细胞计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移植物抗宿主病

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应用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的方式预防时!可有效减少移植物抗

宿主病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辐照#

"

红细胞#

"

移植物抗宿主病#

"

防治#

"

复发率

!"#

!

)'+-8&8

"

9

+:;;4+)&<-=,)-'+*').+')+'--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章编号"

)&<-=,)-'

"

*').

$

')=')'&='-

文献标识码"

!

""

临床上%恶性血液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治疗时%比较常用的方法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为其中一种手段%可实现治愈某些恶

性血液病)免疫性疾病%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中(但在

应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过程中%相关合并症

的发生影响治疗效果%尤其是移植物抗宿主病%因此%

应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患者时%需采用相应

的手段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以保证治疗效

果%然而常规预防手段的效果并不理想%研究表明%采

取输注辐照血液的方式预防时%具有良好的预防效

果%可有效减少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改善患者预

后(本研究中探讨了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防治移植

物抗宿主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选取内蒙古地区某三甲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

<+&̀ <+)

$

个月(按照疾病类型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

例%急性混合细胞白血

病
)-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

例(

.,

例患者中亲缘

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

例%亲缘半相合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

例%无关供者异基因造血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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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移植
-,

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

$符合各恶性血

液系统疾病的诊断标准+#

*

$均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

-

$移植后存活期预计在
-

个月以上+

#

,

$排除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首次完全缓解)重要脏器功能严重不全等(将患者随

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F+G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移植前采取相同的预处理方案(对照组患者治

疗期间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时采用常规方法(移植

前
<A

%给予患者环孢霉素
*+3I

5

"

O

5

%静脉给药%

)

次"天%有效血药浓度应维持在
*''

!

-''4

5

"

I6

%移

植后第
-)

天开始对剂量进行调整%以供者干细胞植

入情况)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情况为依据+患者

供者为亲缘全相合者及无关者时%于移植后
)A

时给

予霉酚酸酯
'+3

5

%

)

次"天%口服%移植
-'A

后%亲缘

全相合移植患者停药%

,3A

后%无关供者移植患者将

药物剂量减小%至
)''A

时%停止服药+患者供者为亲

缘半相合者时%于移植前
8A

给予霉酚酸酯
'+3

5

%

)

次"天%口服%移植后
&'A

后%口服剂量逐渐减小%至

)''A

时%停止服药(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验组患者输注辐照悬浮红细

胞%方法如下!#

)

$悬浮红细胞的辐照%取凝聚胺交叉

配血和微柱凝胶交叉配血实验相同且与患者同型悬

浮红细胞%在辐照血桶中放置血袋%辐照启动%自动旋

转辐照血桶%并于
%

射线辐射#

)-<

[;

放射源产生$环境

下放置%放射源运动方向为上下%血桶同时进行自转%

以实现均匀的辐照%辐照剂量设置为
*3S

B

%达到之

后%旋转出辐照血桶%辐照停止(#

*

$输注%辐照悬浮

红细胞输注时%每次
*

个单位#

*''I6

"

_

$%移植后
,

周停止输注(

F+H

"

观察指标
"

移植后
)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移植

物抗宿主病的发生情况%依据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及实

验室检查结果判定(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检测两组

患者的血细胞计数%包含外周血血红蛋白#

ZN

$)红细

胞计数#

"![

$)血小板#

U60

$(随访两组患者
-

个

月%观察移植物抗宿主病复发情况(

F+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UWW).+'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
I D̀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

7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3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结
""

果

G+F

"

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情况比较
"

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
)

个月后%实验组
,*

例患者中%发生移植物

抗宿主病
)

例%发生率为
*+,7

+对照组
,*

例患者中%

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
.

例%发生率为
)8+)7

(实验组

患者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3

$(

G+G

"

治疗前后血细胞计数比较
"

移植前%两组患者

血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移植

后%实验组患者血细胞计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

""

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细胞计数比较$

I D̀

%

组别
.

ZN

#

5

"

6

$

治疗前 治疗后

"![

#

])'

)*

"

6

$

治疗前 治疗后

U60

#

])'

8

"

6

$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 <)+&.̀ )'+*, .,+*&̀ )'+8< *+*.̀ '+,) *+.)̀ '+*. ),+&-̀ 3+.) 3&+.)̀ -,+&8

对照组
,* <)+<)̀ )'+)3 <&+-,̀ )'+3&

!

*+*8̀ '+,- *+-3̀ '+,'

!

),+<*̀ 3+<. -*+).̀ *3+&,

!

""

注!与实验组比较%

!

!

%

'+'3

G+H

"

随访期间复发率比较
"

所有患者均随访
-

个

月%随访期间%实验组
,*

例患者中%

)

例患者复发%复

发率
*+,7

+对照组
,*

例患者中%

8

例患者复发%复发

率
*)+)7

(实验组患者随访期间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H

"

讨
""

论

""

人免疫功能正常时%如给予其输血%受血者会出

现排斥反应%原因为输入的白细胞被当做非受血者本

身的异物%导致输入的淋巴细胞无法生存于受血者体

内+人免疫功能降低时%如给予其输血%排斥反应并不

会发生%存活于受血者体内&

)

'

(受血者输血过程中%

产生的不良反应中最为严重的即为移植物抗宿主病%

发生后%对受血者的生命安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造

血干细胞移植为临床治疗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

主要手段%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为广大患者所认可

和接受(近年来%随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水平的进

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逐渐地扩大了移植的适应

证%并能够更多的选择供者%不仅亲缘全相合异基因

可成为供者%而且亲缘半相合异基因)无关供者异基

因均能够符合供者的要求&

*

'

(这一进步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了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然而在给予恶性血液

系统疾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期间%治疗效果

及患者生存率仍然受到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影响(

移植患者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条件主要包含
-

项!#

)

$移植者与供者之间不具备相同的组织相容性+

#

*

$移植物中%免疫活性细胞存在+#

-

$免疫活性细胞

无法被宿主清除&

-

'

(通常%移植患者组织存在免疫活

性%对于来源于供者的
0

细胞%可在淋巴细胞作用下

将其杀灭(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时%患者的白细胞抗

原#

Z60

$属于杂合型%而供者的
Z60

则属于纯合

型%供者供给患者后%由于具有相同单倍型的
Z60

%

导致供者细胞无法被患者识别%产生抑制效应%最终%

造成移植物抗宿主病&

,

'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患者接

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

)

个月内均可能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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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尤其是
)

!

*

周内%症状主要表

现为发热)厌食)恶心)呕吐等%可见斑丘疹于皮肤部

位%并逐渐的蔓延至全身%如未能及时治疗%可能会变

成水泡等症状%部分患者伴有腹痛)腹泻%大便呈现稀

样或血水样%结合实验室检查与患者症状表现后可确

诊&

3

'

(但由于移植物抗宿主病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

现%准确诊断难度比较大%造成加重原发病%或加剧治

疗时的不良反应%因此%医生给予患者治疗期间%应准

确地掌握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临床症状%及时诊断%尽

早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

'

(

据相关研究显示%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为

'+')7

!

'+)'7

%发生率非常低%但一旦发生%对患者

治疗效果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因

此%临床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系

统疾病患者时%十分关注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防治工

作&

<

'

(迄今为止%并无特效的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的

方法%多在未发生之前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避免此种

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治疗效果(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过程中%传统的预防方法为在移植前后相应时

间给予患者环孢霉素)霉酚酸酯)甲氨蝶呤%具有一定

的预防效果%但对患者的红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等

影响并不大%防治效果并不理想&

.

'

(近年来%临床上

开始采用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的方式预防%预防效果

较好%可有效地减少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保证移

植效果%改善患者预后(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系统疾病

患者期间%会先进行预处理%由于去除性放疗)化疗骨

髓%导致严重抑制造血功能%减少血液中的血红蛋白)

红细胞计数及白细胞计数%一般移植后
)

个月内需求

红细胞的量明显增加%需求高峰出现在移植后
)

!

*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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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时给予患者红细胞输注后%可较为迅速的

增加患者体内的红细胞计数%满足对红细胞的需求%

通常%输注的红细胞量应能够维持红细胞压积在

-'7

(输注红细胞时%每次
*_

%总的输注量平均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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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输注量以患者疾病情况)移植前
ZN

水平)移植相关并发症)血型不相容性等因素来确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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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输注后%患者
ZN

水平可得到明显的提

升%促进机体携氧能力的增强%提高预防移植物抗宿

主病的效果(供者血液中淋巴细胞为导致患者产生

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应用
%

射线辐照

后%可实现的完全的灭活淋巴细胞%达到预防的效果(

目前%多位学者表明%利用
%

射线辐照全血或含有白

细胞成分的血液后%再输注时%可进一步的提升预防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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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

射线%淋巴细胞的敏感性非常高%照

射剂量为
3S

B

时%混合淋巴细胞毒性试验的结果即

呈现阴性%照射剂量增加至
)3S

B

时%

-

Z

的渗入率非

常低%约为
)37

(

%

射线辐照过程中%红细胞具有比

较高的耐受性%照射剂量由
*3S

B

开始%逐渐增加至

3'S

B

时%并未改变血小板的数量与功能(与红细胞

和血小板相比%粒细胞相对更为敏感于
%

射线%但照

射剂量为
,'S

B

时%依然保持其吞噬杀菌功能&

)*

'

(基

于此%悬浮红细胞辐照时%

%

射线中心的照射剂量需要

保证为
*3S

B

%周边的照射剂量应在
)3S

B

以上%此种

剂量可对淋巴细胞增殖发挥抑制作用%而且不会明显

影响红细胞)血小板的功能%由此一来%不仅能减少移

植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而且可有效地提升患

者的造血功能%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但需

要注意%悬浮红细胞制备及辐照完成后%输注应在
,C

内进行%以保证其预防效果(

综上所述%移植物抗宿主病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应用输注辐照悬浮红细胞

的方式预防时%具有良好的预防效果%可减少此种并

发症的发生%并可提升患者的造血功能%降低复发率%

实现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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