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

周开始会逐渐随胎儿的增长而增加#直到
$)

)

$A

周胎儿成形#整体血容量会增加
A#>

)

<#>

(但

是血液中
P.

'红细胞的增加速度慢于血容量的增加

速度#所以在妊娠早期会出现明显的贫血#但是到后

期#孕妇的血容量处于稳定水平#但
X7&

'

P.

仍然有

所增加#所以在孕晚期虽然达到最低值#但是已经比

较稳定(这一生理变化有利于孕妇在孕中期阶段降

低体内循环阻力#这一时期正是胎儿体积迅速增长身

体#需要为胎儿与母体之间的物质和气体交换提供便

利#使胎儿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用于生长发育(直到

后期胎儿体质量逐渐稳定#母体的血常规水平也逐渐

稳定(而
X7&

的增加可能与胎儿对母体的刺激相

关(有研究认为孕期
X7&

升高与边缘池所释放的

X7&

增加有关#也有其他的相关学说#但是
X7&

水

平的升高代表孕妇免疫功能的增强#这也有利于孕期

胎儿的健康生长(

综上所述#健康妊娠妇女血中
7̂ O

'

&9

'

P.

'

X7&

水平与常规诊断范围有所差异#且水平随孕周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临床诊断应将孕周因素充分考

虑#以便为妊娠妇女疾病诊断提供准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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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核型改变在不同类型白血病诊断与

治疗及预后判断中的临床意义

高
!

娟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检验科
!

A###"2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染色体核型改变在不同类型白血病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2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白血病患者
$2,

例!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Q'

#患者
"$,

例!

男
,%

例!女
<=

例!其中加速期"

+Y

#患者
2

例!慢性期"

&Y

#患者
"",

例!急变期"

7Y

#患者
"A

例%急性白血病

"

+'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其中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Q'

#患者
""=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

#患者
"""

例%使用短期培养法制作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使用
@

显带技术对患者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

结果
!

$2,

例患者中染色体核型异常有
$#)

例"

%);$>

#!核型正常有
2<

例"

",;,>

#%

+'

患者中数量异常表现

为非整倍体和多倍体!比如
Ub

(

]A

(

]%

(

])"

和
U,

等$结构异常主要是特异性染色体重新排列且和
c+7

亚

型有联系!比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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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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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少部分患者检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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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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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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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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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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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A

例
&Q'

患者
YD]

表现是典型易位
8

"

k

$)

%

k

=

#"

"#

%

"=

#%剩余表现为变异易位

比如
8

"

k

""

%

k

$)

%

k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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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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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论
!

+'

患者体内染色体畸变率比较高!且和
c+7

分型

相关%

&Q'

患者体内出现额外染色体和其病情发展有紧密联系$

关键词"白血病%

!

染色体核型改变%

!

YD

染色体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A

!!

白血病为体内造血干细胞发生突变造成的克隆

性恶性肿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肿瘤之一(当前对于

白血病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已经证实白血病从细胞

的起源'分化到生物学行为的不同而导致白血病的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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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非常高*

"*)

+

(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这种生物学

特性#白血病的诊断分型由最初单纯以形态学为主的

分型$

c+7

分型%发展为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

和分子生物学联合起来进行的
Q(&Q

分型(以前对

白血病的诊断一般是依据患者临床特征和骨髓组织

检测'骨髓细胞形态学和血液学#患者误诊率比较高#

对患者疾病进展与预后提供的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目前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等新技术的发展#

人们发现白血病发生和体内染色体异常有直接关系#

对患者染色体进行分析能够显示其恶性克隆印记#细

胞遗传学比细胞免疫学与形态学表型更精准地对白

血病亚型与分类进行区分#特异性染色体异常对患者

选择不同治疗措施也非常重要(从第一个和白血病

有关的
YD

染色体被发现以来#患者血液恶性肿瘤诊

疗中已广泛使用细胞遗传学进行检测*

$

+

(本文通过

@

显带技术对白血病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探讨其对

不同类型白血病诊断与治疗及预后判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2

年
)

月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白血病患者
$2,

例#其中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患者$

&Q'

%共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年龄$

<#;$g%;A

%岁#其中加速期$

+Y

%患者
2

例#慢

性期$

&Y

%患者
"",

例#急变期患者$

7Y

%

"A

例&急性白

血病$

+'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A$;2g,;=

%岁#其中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Q'

%患者

""=

例#包含
Q"

)

Q,

分别为
""

'

A)

'

$=

'

"#

'

"$

'

)

'

)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患者
"""

例#包含

'"

)

'$

分别为
)=

'

<A

'

)%

例(患者诊疗均依据,血液

病诊断及疗效准则-

*

A

+

(

$;/

!

仪器与试剂
!

设备!

U)#V

冰箱$日本三洋公

司%'光学显微镜$日本
4̀

6

I

:

H0

公司%'台式自动平衡

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工厂%'白瓷显带缸$苏州高

频电瓷厂%'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跃进医疗厂%(

配置试剂!

@YQ("2A#

培养液'

#;$>

肝素'白细胞稀释

液'秋水仙胺溶液'

3/941l0

溶液和吉姆萨染液(

$;'

!

方法

$;';$

!

收集标本
!

本研究收集标本为患者骨髓#其

抽取数量依据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数量高低来确定#通

常是
)

)

AI'

(当患者体内白细胞总数量
$

=["#

=

"

I'

#幼细胞'原细胞百分比大于
"">

#可使用外周的

血液来培养*

<

+

(

$;';/

!

制备染色体*

2

+

!

本文使用短期培养法来进

行!使用无菌注射器收集外周血
)

)

AI'

或者骨髓液

放入肝素抗凝试管中而后放入
"2A#

培养瓶内#进行

细胞培养
)AD

(而后进行阻留中期分裂'收获细胞进

行低渗'固定
$

次#最后把第
$

次固定标本以
"###9

"

ICF

进行
"#ICF

离心#弃掉上清液#加入适当的固定

液制作成细胞的悬液#在
AV

的冰箱内进行保存(

$;';'

!

染色体
@

显带*

,

+

!

$

"

%进行制片!使用吸管把

细胞悬液处理均匀以后#从
"<5I

高处滴至经过
)<>

乙醇或者冰水浸泡过的无脂载玻片内#一个载玻片上

滴两滴#在酒精灯火焰上经过几次#使其变得干燥&

$

)

%使用
<#I'

白瓷立式染缸加入
:

P

为
2;2

的
3/9*

41l0

溶液#盖上盖子在水浴箱内加热到
%%V

&$

$

%把制

作好载玻片放入上述染缸内
)D

&$

A

%取出载玻片晾干

以后加入
""> \C1I0/

溶液进行
"<ICF

染色#清水冲

洗#载玻片干燥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1

!

分析染色体的核型
!

使用显微镜对患者染色

体核型进行分析#每例患者分析
"<

个中期分裂细胞#

察看染色体是否出现异常(使用显微相机对染色体

核型进行拍照#依次排列成核型(根据,人类细胞遗

传学国际命名体制-对核型进行描述*

%

+

(

$;';2

!

患者的治疗效果准则
!

完全缓解!患者体征

与临床症状消失#骨髓内早幼及原粒含量低于
<>

#血

小板计数
$

"#<["#

=

"

'

#外周血液内中性粒细胞绝对

值
$

";2["#

=

"

'

&部分缓解$

Y@

%!完全缓解中有一项

没有达到相应标准&未缓解$

OY

%!完全缓解中所有项

目都没有达到相应标准(

&Q'

完全遗传学缓解

$

&&

6

@

%!患者骨髓内没有
YD

阳性细胞&部分遗传学

的缓解$

Q&@

%!骨髓内
YD

阳性细胞含量在
$<>

以下(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比较#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2,

例患者染色体的核型特征
!

$2,

例患者中

染色体核型异常有
$#)

例$

%);$>

%#核型正常有
2<

例$

",;,>

%#见表
"

(

表
"

!!

患者染色体的核型情况对比(

'

#

>

%)

病情种类
'

异常核型 正常核型

&Q' "$, "),

$

=);,

%

"#

$

,;$

%

+' )$# ",<

$

,2;"

%

<<

$

)$;=

%

总计
$2, $#)

$

%);$

%

2<

$

",;,

%

/;/

!

+'

患者染色体核型特征
!

+'

患者中染色体核

型特征#见表
)

(其中数目异常是非整倍体和多倍体

表征#比如
Ub

'

]A

'

]%

'

])"

和
U,

等$图
"

%(结构

异常主要是特异性染色体重新排列而且和
c+7

亚型

有联系#比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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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少部分的患者检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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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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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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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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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核型特征情况对比#

'Z",<

%

异常的特征 异常数量$

'

% 百分比$

>

%

复杂的异常
)= "2;2

结构的异常
"#% 2";,

单纯的数量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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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患者的染色体核型
A2

&

d

&

Ub

图
)

!!

+''

患者骨髓细胞的
@

显带核型
A<

&

db

&

8

#

k

")

,

k

"=

%#

"#

,

"%

%

/;'

!

&Q'

患者染色体的核型特征
!

"$,

例
&Q'

患

者异常核型情况#见表
$

(

""A

例
YD

阳性表现是典型

易位
8

$

k

$)

&

k

=

%$

"#

&

"=

%#见图
$

&剩余表现为变异易位

比如
8

$

k

""

&

k

$)

&

k

=

%$

$

&

%

&

"=

%'

8

$

:

)$

&

k

=

%$

)

&

)"

%等#

见图
A

(

表
$

!!

&Q'

患者异常的核型情况对比

&Q'

病情类型 病例$

'

%

YD

阳性$

'

% 检测百分比$

>

%

急性期
"A "$ =);=

加速期
2 2 "##;#

慢性期
"", "#% =);$

图
$

!!

&Q'

患者染色体核型异常

图
A

!!

&Q'

患者骨髓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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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染色体的核型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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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内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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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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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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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效果和染色的体核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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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经过全反式维甲酸分化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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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缓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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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

%

#;#<

%(

+Q'*Q)

有
8

$

=

&

"=

%患者中缓解

的有
)=

例$

)=

"

$A

%#而不伴随此核型异常
%

例患者均

没有缓解#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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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Q(&Q

分型能够更好地对白血病本质进行

反映#结合
c+7

分型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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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对患者治疗和

预后有重要影响(通过细胞遗传学对白血病进行研

究不仅对患者病情分型'治疗和预后有帮助#还能够

显示出和疾病相关的新基因与基因位点#对病情的发

生'进展和恶性克隆有更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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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通

过使用免疫学'形态学和细胞遗传学联合检测与靶向

的治疗给难治或复发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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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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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染色体异常显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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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细胞遗传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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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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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检测

发现#有
",<

例患者出现了染色体核型异常#检测出

结构异常最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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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Q$

中较为常见#

还有一部分患者伴随复杂异常(

+Q'*Q$

为异性性

非常高的白血病#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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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对其治

疗有重要影响#而使用砷剂与维甲酸对有此易位患者

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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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位多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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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内检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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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易位时对化疗会很敏

感#患者生存时间和缓解率均非常好#比其他染色体

发生畸变缓解率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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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示预后较好的染色体之一(

&Q'

是造血干

细胞异质性较高的一种疾病#

&Q'

患者体内比较特

征标志物是
YD

的染色体#同时也是依据
YD

染色体来

对
&Q'

进行诊断(依据
YD

染色体不仅能够对骨髓

增生综合征'

&Q'

和类白血病的反应进行区分#还能

够把
&Q'

分为
YD

阴性与
YD

阳性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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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大多数
YD

阳性患者表现是典型易位#剩

余很少一部分患者是变异异位#包含复杂变异异位与

简单变异异位#而分析生物学调查也表示复杂变异异

位内有相同分子病理学变化#它们在患者预后'临床

和血液学等方面表现基本一样(伴随着患者病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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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急变期和加速期患者体内会发生染色体核型变

化#表现为出现了
YD

染色体以后其他克隆性染色体

发生异常#还会合并有额外染色体出现#这些变化与

患者病情发展联系紧密(

综上所述#

+'

患者体内染色体畸变率比较高#还

和
c+7

分型相关&

&Q'

患者体内出现额外染色体和

其病情发展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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