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能指标进行验证#以保证验证方法的权威性及可行

性#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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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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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在白血病病情检测及预后判定中的检测价值'方法
"

选取该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白血病患者及
!+%

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其中白血

病又分为急性白血病"

4R

%

!"$

例和慢性白血病"

NR

%

,$

例'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白血病组及对照组的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的水平!对各分组的水平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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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NZ*

h

&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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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

照组!

4R

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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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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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

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和
NR

组!

4R

组和
NR

组的
NZ)

h

(

NZ&

h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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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4RR

%

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4TR

%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

4RR

组的
NZ)

h水平低于
4TR

组和对照组!

4RR

组&

4TR

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

4RR

组&

4TR

组的
NZ)

h

(

NZ&

h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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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NRR

%组的
NZ*

h水平低于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NTR

%和对照组!

NRR

组和

NTR

组的
NZ)

h水平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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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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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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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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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水平&

NZ)

h

(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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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患者存在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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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异常!外周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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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在患者病情检测判断及预后中有较高应用价值'

关键词"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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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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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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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是造血干细胞的恶性疾病#以骨髓造血抑

制为特征#呈现慢性进展$白血病的发病机制至今尚

未完全清楚#可能与化学毒物%药物%遗传因素%放射%

机体免疫功能异常等因素有关(

!

)

$其中免疫功能异

常是影响白血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细胞

免疫异常$在抗肿瘤免疫效应中#细胞免疫往往比体

液免疫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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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环境中能够抑制抗肿瘤免疫(

"

)

$以往有研究

报道#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4TR

'中监测
5

淋巴细

胞水平对其免疫异常实质及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

)

$

但在不同类型的白血病患者中
5

淋巴细胞介导的细

胞免疫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探

讨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在白血病病情检测及预后

判定中的检测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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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纳入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白血病患者#纳入标准!&

!

'均经骨髓

穿刺及骨髓切片确诊+&

"

'均符合白血病的诊断标准$

排除进行外周血
5

淋巴细胞检测时最近
"

个月接受

免疫抑制治疗患者$其中急性白血病&

4R

'患者
!"$

例#慢性白血病&

NR

'患者
,$

例$

4R

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其

中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4RR

'患者
()

例#

4TR

患

者
$!

例$

NR

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

病&

NRR

'患者
)$

例#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NTR

'患

者
"%

例$另选取
!+%

例志愿者为对照组#均来自本

院体检#无心%肝%肾等脏器的疾病+排除血液系统和

免疫系统疾病%近期发热和输血史以及近期有感染的

病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

'岁$白血病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组成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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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与试剂
"

MPN[T4O2Ǹ QR5P3

型

流式细胞仪及相关试剂#水平离心机#鼠抗人单克隆

抗体#磷酸盐缓冲液#溶血素#旋窝振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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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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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方法
"

采集白血病组及对照组的外周静

脉血
"IR

#置入乙二胺四乙酸&

PZ54

'抗凝#放入离

心机中以
!$%%D

"

I/1

离心
$I/1

$采用移液管将标

本上层血浆吸除后用免疫荧光法直接测定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每一个标本取
!

支加入
!%

#

R

单克

隆荧光抗体及
!%%

#

R

细胞悬浊液#涡旋混匀#室温避

光放置
!$I/1

$之后取出加入
)$%

#

R!\U4NW

溶

血素混匀#待红细胞完全溶解后#

MW

洗涤
"

次#

")<

内上机#每管收集
"%%%

个淋巴细胞$

>#@#?

"

随访
"

根据
4R

及
NR

患者病情的不同以及

疾病类型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化疗方案#对
!+%

例白血

病患者进行
,

"

!&

个月的随访#平均随访&

!"#$^

*#$

'个月#随访患者的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以

及预后不良组#预后良好的判定参照谢平(

)

)的相关标

准!&

!

'贫血消失#皮肤%肝%脾淋巴结正常+&

"

'白细胞

总数低于
!%\!%

+

"

R

#外周血检测未发现幼稚细胞#血

小板总数%血红蛋白水平恢复正常+&

*

'原始细胞
h

早

幼细胞低于
$-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采用
E ?̂

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RWZ25

检验

进行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

a%#%$

#

!

$

%#%$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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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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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白血病患者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分

布情况
"

NR

组的
NZ*

h

%

NZ)

h水平低于
4R

组和对

照组#

4R

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4R

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和

NR

组#

4R

组和
NR

组的
NZ)

h

"

NZ&

h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4R

组的
NZ)

h水平与

对照组之间#

NR

组的
NZ&

h 水平与对照组之间#

4R

组与
NR

组的
NZ)

h

"

NZ&

h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4R

各亚组之间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

况
"

4RR

%

4TR

组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

4RR

组

的
NZ)

h水平低于
4TR

组和对照组#

4RR

组%

4TR

组的
NZ&

h 水平高于对照组#

4RR

组%

4TR

组的

NZ)

h

"

NZ&

h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4RR

组的
NZ*

h

%

NZ&

h水平%

NZ)

h

"

NZ&

h与

4TR

组之间#

4TR

组的
NZ)

h水平与对照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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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各亚组之间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

况
"

NRR

组的
NZ*

h 水平低于
NTR

组和对照组#

NRR

组和
NTR

组的
NZ)

h水平低于对照组#

NTR

组

的
NZ&

h水平高于对照组和
NRR

组#

NRR

组和
NTR

组的
NZ)

h

"

NZ&

h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NRR

组的
NZ&

h 水平与对照组之间#

NRR

组
NZ)

h

"

NZ&

h与
NTR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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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白血病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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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细胞亚群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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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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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NZ*

h

NZ)

h

NZ&

h

NZ)

h

"

NZ&

h

对照组
!+% (%#*"̂ +#!" *)#$,̂ $#"! ",#"(̂ )#+) !#*"̂ %#)%

4R

组
!"$ ($#)(̂ !%#*) *%#$,̂ !%#%$ *(#)(̂ !!#"* %#+$̂ %#))

NR

组
,$ $)#*!̂ "!#"$ "%#(*̂ !!#&) "&#*"̂ +#!( %#+(̂ %#*$

?#A

"

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在不同预后白血病患者

中的分布情况
"

4R

组预后良好组的
NZ*

h

%

NZ&

h水

平低于预后不良组#

NZ)

h

"

NZ&

h高于预后不良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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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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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组的
NZ*

h

%

NZ)

h水平%

NZ)

h

"

NZ&

h高于预后不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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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

各亚组之间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况$

-

&

E ?̂

%

组别
' NZ*

h

NZ)

h

NZ&

h

NZ)

h

"

NZ&

h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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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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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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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亚组之间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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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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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NZ*

h

NZ)

h

NZ&

h

NZ)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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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

h

对照组
!+% (%#*"̂ +#!" *)#$,̂ $#"! ",#"(̂ )#+) !#*"̂ %#)%

NRR

组
)$ )&#,$̂ "!#)* !&#($̂ $#&+ "$#&&̂ (#"! !#%*̂ %#,$

NT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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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

组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在不同预后白血病患者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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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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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NZ*

h

NZ)

h

NZ&

h

NZ)

h

"

NZ&

h

预后良好组
(( (!#"*̂ !!#"$ **#)!̂ !"#%* "&#"*̂ $#!( !#"!̂ %#*(

预后不良组
)& (,#!)̂ !%#), *%#+&̂ !!#"! *"#)$̂ ,#&) %#+)̂ %#*$

表
$

""

NR

组外周血
5

淋巴细胞亚群在不同预后白血病患者中的分布情况$

E ?̂

%

组别
' NZ*

h

NZ)

h

NZ&

h

NZ)

h

"

NZ&

h

预后良好组
)% (!#"*̂ !!#"$ **#)!̂ !"#%* ",#"!̂ $#"$ !#",̂ %#*$

预后不良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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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特点是造血干"祖细胞恶性克隆性增

生#虽然近年来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及新方法层出不

穷#但其
$

年生存率仍低于
*%-

(

$

)

$有研究显示#白

血病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紊乱(

,

)

$白血病患者
$

年

生存率低与当前的治疗方法无法改善患者的免疫系

统来达到清除残留白细胞有关$

5

淋巴细胞是机体

免疫系统中功能最重要的细胞群之一#有辅助功能%

杀伤功能和抑制功能#其中
NZ*

h细胞代表
5

淋巴细

胞总数#可分为
NZ)

h和
NZ&

h

#各亚群之间的平衡状

态与机体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其中
NZ)

h

5

细胞为

辅助"诱导性
5

淋巴细胞亚群#具有免疫协调功能#可

增强和扩大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

NZ&

h细胞系细胞

毒性
5

细胞#可分泌一些抑制因素#同时产生肿瘤源

性免疫抑制因子$

NZ)

h

"

NZ&

h的比例可反映机体细

胞免疫功能状态#它们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该比值的稳定对维持细胞免疫反应平衡至关重要#只

有当
NZ)

h

"

NZ&

h正常时才能发挥抗肿瘤作用$有研

究显示#白血病患者常伴有
5

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和

功能损害#如免疫监视功能减弱%数量减少%细胞免疫

功能缺陷(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4R

组和
NR

组患者的
NZ)

h

"

NZ&

h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均小于
!

#这提示白血病

患者存在免疫功能低下$

4R

组的
NZ*

h和
NZ&

h水

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而
NR

组的
NZ*

h和
NZ)

h水平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这提示
4R

患者和
NR

患者的免

疫紊乱是不同的#

4R

患者主要是
NZ&

h增加#

NR

患

者主要是
NZ)

h的减少$

NZ)

h

"

NZ&

h比值升高提示

机体免疫功能加强#降低提示机体免疫抑制#已发生

肿瘤免疫逃逸(

&

)

$在
4R

患者中
4RR

患者伴随有

NZ)

h的减少#且该类患者的
NZ)

h

"

NZ&

h比值略低于

4TR

患者$这提示
4TR

患者的免疫功能在一定程

度上优于
4RR

患者$在
NR

患者中通过比较各
5

淋

巴细胞亚群发现
NTR

患者的
NZ*

h与对照组相当#

而
NRR

患者是显著减少的$且
NTR

患者的
NZ&

h水

平显著增加#

NRR

患者的
NZ&

h与对照组相当$

NRR

组
NZ)

h

"

NZ&

h 的比值接近
!

#略高于
NTR

组$

NZ)

h

5

淋巴细胞%

NZ&

h淋巴细胞失调可导致继发性

免疫缺陷(

+

)

$这提示
NTR

患者的免疫功能较
NRR

患者差#患者的预后可能更差$以上结果显示白血病

类型不同#

5

淋巴细胞紊乱的形式存在差异$以往有

研究报道#随着白血病患者病情的缓解#患者的细胞

免疫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5

淋巴细胞亚群的数

量及比例可基本恢复正常(

!%

)

$

本研究还对白血病患者的预后情况进行随访#结

果发现#预后良好组的
NZ*

h

%

NZ&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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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低于预后不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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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

h显著高于预

后不良组$这提示预后较好的患者免疫功能较强外#

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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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的

预后情况$但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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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的预后情况进行随访比较#同时也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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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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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不同类型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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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的情况#在下一

步的研究中将逐渐完善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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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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