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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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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

&!

检测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Q@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收集
=Q@

患者标本
'1

例"以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样本的铁蛋白'叶

酸和维生素
[

&!

水平$对
(

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并计算联合检测各项指标的阳性预测率$随后"进

行受试者工作特征!

2dJ

#曲线分析$结果
!

=Q@

组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9

%

"$"&

#(

=Q@

患者血清叶酸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铁蛋白和维生素
[

&!

联合检

测对
=Q@

的阳性预测率为
11$"4

"高于各项单独检测$此外"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检测辅助诊断
=Q@

的

2dJ

曲线下面积!

3_J

#分别为
"$')'

和
"$')(

$结论
!

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

&!

联合检测可以辅助
=Q@

的

诊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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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Q@

#起源于造血干细胞!

是一类高度异质性的疾病!以一系或多系血细胞病态

造血及无效造血!高风险向急性白
[

&!

血病转化为特

征&

&*!

'

%

=Q@

具有表现多样$转归各异等特点!因此!

多角度检测和评价
=Q@

患者的指标变化对该病的早

期诊断和疗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

'

%铁蛋白$叶酸和

维生素
[

&!

是造血的重要原料!近年来一些研究调查

发现!在
=Q@

患者中存在血清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的改变&

#*+

'

!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

'

%本研究旨

在通过检测
=Q@

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改变!探讨其在
=Q@

辅助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

接受诊治的
=Q@

患者
'1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年龄
+&$!

岁%全

部患者的诊断符合欧洲临床肿瘤学会"

N@=d

#最新

的
=Q@

诊断标准&

1

'

%另选取
+"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

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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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

岁%

$$%

!

实验方法
!

静脉采血收集受试者晨起空腹静脉

血
(B:

!静置
&+B.0

!

("""C

)

B.0

离心
+B.0

!分离

血清!备用%使用罗氏
JE<;/>,"&

型电化学分析仪测

定样本的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检测试剂盒

亦为罗氏公司产品%实验过程均严格按照仪器操作

规程和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参考范围(铁蛋白

("

"

#""0

X

)

B:

!叶酸
+$!

"

!&$"0

X

)

B:

!维生素
[

&!

!""

"

&&""

AX

)

B:

%以铁蛋白
&

#""0

X

)

B:

!叶酸
%

+$!0

X

)

B:

!维生素
[

&!

&

&&""

AX

)

B:

为阳性结果!

联合检测时以其中
&

项或
&

项以上指标呈阳性为阳

性结果%

$$&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采用
@7@@&1$"

软件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J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7

检验!指标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7>;C/E0

相关系

数的方法分析!以
9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

用
@7@@&1$"

软件绘制受试者工作"

2dJ

#曲线分析血

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对辅助
=Q@

诊断的价值%

%

!

结
!!

果

%$$

!

=Q@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

素
[

&!

水平比较
!

=Q@

患者血清铁蛋白及维生素
[

&!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而
=Q@

患者的血清叶酸水平!与健康对照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

表
&

!!

=Q@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

[

&!

水平比较$

Jc=

%

组别
'

铁蛋白

"

0

X

)

B:

#

叶酸

"

0

X

)

B:

#

维生素
[

&!

"

AX

)

B:

#

=Q@

组
'1 ++($('c#+$1"

"

&"$&&c#$)( &"+!$"'c1&$1,

"

健康对照组
+" !#)$#+c&#$+1 '$)'c&$"# !)!$"(c1#$!1

7 #$)1 &$!( ,$)

9 "$"" "$!!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

!

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单独及联合检测对

=Q@

的诊断价值
!

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联合检

测辅助诊断
=Q@

的阳性率可达
11$"4

!高于两项指

标单独检测的阳性率%见表
!

%

表
!

!!

=Q@

患者中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

单独及联合检测的阳性率比较

检测指标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4

#

铁蛋白
+1 ,+$+

维生素
[

&!

+" +1$+

铁蛋白
G

维生素
[

&!

,1 11$"

%$&

!

=Q@

中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

&!

水平之间的相

关性分析
!

在
=Q@

患者中!血清铁蛋白与维生素
[

&!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7>;C/E0

相关系数为
"$())

-而铁

蛋白与叶酸$叶酸与维生素
[

&!

间均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相关关系%

%$'

!

受试者工作特征"

2dJ

#曲线分析
!

以血清铁蛋

白和维生素
[

&!

为检验变量!诊断结果为状态变量进

行
2dJ

曲线分析%

2dJ

曲线下面积"

3_J

#越大!方

法的鉴别能力越强%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检测辅

助诊断
=Q@

的
3_J

分别为
"$')'

和
"$')(

%见

图
&

%

!!

注(

3

表示铁蛋白
2dJ

曲线!

[

表示维生素
[

&!

2dJ

曲线

图
&

!!

2dJ

曲线分析

%$Q

!

=Q@

患者治疗前后铁蛋白和维生素
[

&!

的变化

情况
!

=Q@

治疗后缓解的患者铁蛋白和维生素
[

&!

水平显著降低-但治疗无效甚至病情进展的患者铁蛋

白和维生素
[

&!

水平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升高%见

表
(

%

表
(

!!

=Q@

患者治疗前后铁蛋白和维生素
[

&!

!!!

的变化比较$

Jc=

%

检测指标
'

铁蛋白"

0

X

)

B:

#

维生素
[

&!

"

AX

)

B:

#

=Q@

组治疗前
'1 ++($('c#+$1" &"+!$"'c1&$1,

=Q@

组治疗后缓解
+( (&!$(#c+!$(+

"

1,)$!&c,&$+!

"

=Q@

组治疗无效或病情进展
(# ,"!$,+c(($," &&(!$#(c)'$#1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9

%

"$"&

&

!

讨
!!

论

!!

造血干)祖细胞发育异常是
=Q@

的基本病理改

变!而且伴随骨髓造血细胞的增生异常和无效造

血&

'

'

%无效造血既是引起贫血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

机体铁代谢紊乱的主要诱因&

)*&"

'

%铁代谢包括铁的吸

收和转运!被红细胞吸收$利用和以铁蛋白和含铁血

黄素为形式的储存!被红细胞排出等过程&

&&

'

%铁蛋白

相对分子质量为
#$+̀ &"

+

!在人体内是一种的广泛存

在的蛋白质!主要存在于心脏$肝脏$脾脏$骨髓及其

他网状内皮系统的储铁蛋白&

&&

'

%虽然血清中铁蛋白

的来源目前还未被完全阐明!但血清铁蛋白的水平能

反映体内铁贮备的状态&

&!

'

%有研究发现!各型
=Q@

中血清铁蛋白的水平均可增高!而且增高的幅度与

=Q@

分型的严重程度呈现正相关&

&!

'

%此外!

=Q@

患

者血清铁蛋白水平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其体内红细胞

破坏和铁利用障碍的程度%在本研究中!

=Q@

患者

的血清铁蛋白水平较健康体检者有显著的增高%

叶酸和维生素
[

&!

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造血相关物

质%叶酸是
[

族维生素的一种!脱氧核糖核酸合成过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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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重要辅酶%当机体缺乏叶酸时!就会导致细胞

内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及碱基错配修复的障碍!致使细

胞的分裂成熟发生障碍!从而引起巨幼红细胞性贫

血&

&(

'

%而
=Q@

患者的叶酸水平基本正常或略微升

高&

+

'

!因此!检测血清的叶酸水平可以辅助
=Q@

和巨

幼红细胞性贫血的鉴别诊断&

&#*&+

'

%本研究也发现

=Q@

患者的血清叶酸水平与体检健康者的血清叶酸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维生素
[

&!

亦是

脱氧核糖核酸合成过程中必需的辅酶!其主要生理功

能是促进红细胞的发育和成熟!提高叶酸利用效率!

维护神经髓鞘的代谢与功能&

&,

'

%

=Q@

患者的血清维

生素
[

&!

水平明显高于体检健康者!这是因为在细胞异

常增殖的组织中!需要吸收更多的维生素
[

&!

!所以

=Q@

患者的细胞通常具有较高水平的维生素
[

&!

结合

能力!常常高出正常细胞数倍以上!最终导致
=Q@

患

者血清中的维生素
[

&!

升高&

&,

'

%在本研究中!

=Q@

患

者的血清维生素
[

&!

水平较体检健康者有显著的增高%

'

!

结
!!

论

!!

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

&!

(

种血清指标与

=Q@

密切相关!结合常规实验室检查以及联合检测

铁蛋白和维生素
[

&!

可以提高
=Q@

的阳性预测率!对

=Q@

的辅助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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