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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有核细胞连续监测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

分化型非正规化疗的指导

顾友祥"江苏省泰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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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分化型非正规化疗提供方便%可靠的方法$方法
!

急性粒细胞白血

病患者在化疗前%化疗后定期检查血象!计数
8%%

个有核细胞!分别计数幼稚细胞百分比%细胞形态%白细胞总数$

结果
!

$

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通过非正规化疗达到完全缓解$结论
!

对于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非正规化

疗!血象检测是一种可靠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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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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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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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

;*

'是一种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大

量的白血病细胞可广泛浸润#并进入周围血液#导致外周血象

发生相应改变#并出现不等量的白血病细胞1

"

2

)非正规化疗及

白血病因各种原因#患者不以治愈为目的#没有固定的化疗周

期#目的只在于延缓其的生存时间和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这

种患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多见#在所有抗白血病药物

中#几乎都导致与剂量有关的骨髓抑制和白细胞及血小板的减

少1

8

2

)血象和骨髓象是对白血病诊断分型1

$

2和治疗不可缺少

的手段1

#

2

#是决定化疗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不可能每次

都抽取骨髓对化疗进行监测#又由于血象作为基层医院常规开

展的项目#故血象是基层医院决定化疗周期和观察白血病化疗

效果既实用又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提供了个体化治疗及根据

患者具体实际情况和白血病细胞生物活性和细胞类型灵活应

用的化疗方案1

+

2

)现将本院用血象决定
$

例急性粒细胞白血

病化疗周期的病例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均为本院近
#

年

来确诊患者#提供联合化疗方案#患者在化疗前和化疗后作好

抗感染和维持一定血红蛋白量的支持治疗&基层医院能提供#

如输红细胞及抗生素治疗等')

B,C

!

方法
!

患者在化疗前+化疗后以及化疗后
-D

检查血象#

如化疗后第
-

天血象未达到化疗的可能#每间隔
8D

检查血象

"

次#直到达到为止)血象包括血红蛋白+红细胞总数+白细胞

总数+血小板以及有核细胞形态学分类&有核细胞种类及胞核

和胞质的成熟程度'

1

&

2

#每次计数
8%%

个有核细胞#血片用瑞氏

染色)

B,D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YIYY"%,%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
)

8 检验)

C

!

结
!!

果

;

为化疗前一天血象#

_

为化疗后第
-

天血象#此
$

例患

者均由三甲医院提供联合化疗方案#一个疗程为
8

周#中间间

隔
-D

#前
$

次化疗前后血象中可见大量的幼稚粒细胞)细胞

浆染色较深#核染色质疏松#核仁较清楚#到第
$

个疗程以后#

血片中主要以成熟粒细胞为主#片中幼稚细胞主要以中晚幼粒

为主#细胞核浆比例减少#染色质紧密而深染#核仁不见或模糊

不清#胞质中可见非特异性颗粒和特异性颗粒1

-

2

#淋巴细胞相

对增多#第
"

例患者第
8

+

$

+

#

+

+

+

&

+

-

次化疗和后
-D

血象化疗

前均再现幼稚红细胞#且粒细胞呈明显增生趋势(第
8

例患者

第
"

+

$

+

#

+

+

+

&

+

-

次化疗均出现幼稚红细胞#且粒细胞呈明显增

生趋势(第
$

例患者第
#

+

+

次化疗前均有稚红细胞#且粒细胞

呈明显增生趋势)以上幼稚红细胞均以晚期幼稚红细胞为主#

见表
"

)

!!

第
"

例和第
$

例患者第
#

次化疗后虽然血象中存在
-.

和

+.

的幼稚细胞#但因幼稚细胞染色质较紧密#胞质较成熟#本

研究延缓了化疗时间(第
8

例患者第
8

次化疗
-D

后白细胞总

数为
$,-X"%

3

"

*

#此时幼稚粒细胞核仁清晰可见#染色质细而

均匀#胞浆染色较深#核浆比例较大#当时应立即化疗#由于考

虑到此患者白细胞总数较低而延缓了化疗时间#此患者第
+

次

化疗
-D

后血象与第
8

次相似#本研究给予了立即化疗#第
8

例患者在第
&

次化疗后#由于各方面情况较好#患者自动离院#

未及时检查血象以决定下次化疗时间#而未得到及时化疗#

&/

D

回医院后#患者因感染和幼稚粒细胞过度增生不能缓解而在

第
-

个疗程进行不久后死亡#第
"

和第
$

例患者经过
-

!

/

个

疗程的化疗#血片中几乎见不到幼稚细胞#化疗从诱导缓解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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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过渡到维持缓解阶段1

/

2

#这时血象中有核细胞均趋于成熟#

此时本研究主要通过粒细胞的杆状核和分叶核比例以及形态

来决定和观察对急性粒细胞白细胞的疗程和疗效)经过数疗

程的化疗#第
"

例和第
$

例患者疗效已达到了持续完全缓解#

这
8

例患者至今未复发#现在每月检查血象
8

次#做到随时发

现随时治疗#第
8

例患者因自动放弃治疗中途离院而死亡)

表
"

!

前
-

次化疗前
"D

和化疗后
-D

血象比较

血象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8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D

白细胞 幼稚细胞

; $#,8 /# 8/,% -/ 8$,/ $+ "#,8 "" "#,3 "% "8,$ # &,/ "

_ 8/,% -/ 8$,/ $+ "#,8 "" "%,/ - /,# % &,8 % #,& %

; #,+ +# #,- #+ #,- "/ /,# "3 &,$ - $,3 3 $&,# #+

_ #,- #+ $,- "$ /,# "3 &,$ - $,3 3 #,+ % $",8 +%

; 83,% -$ 8&,# &- 8#,8 #% "",$ "/ /,- "% /,/ % &,$ %

_ 8&,# &- 8#,8 #% "",$ "/ 3,/ + /,/ & $,# % &,% %

D

!

讨
!!

论

急性白血病细胞的倍增时间约为
#

!

+D

#这段时间细胞分

裂旺盛#化疗也就集中在这段时间给药#但化疗的持续应用#不

但杀灭白血病细胞#也会杀伤正常的骨髓造血功能#使机体免

疫力下降1

"%

2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既要有效地杀灭白血病细

胞&即要在白血病细胞分裂较旺盛时给药'#又要使骨髓造血功

能得到部分恢复#如何处理好在这间隙用药#通过对本组
$

例

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治疗#作者认为可通过血象解决上述情况#

首先通过幼稚粒细胞形态判断成熟情况以及有无增生趋势#如

果在化疗前或化疗
-D

后血象中幼稚粒细胞+染色质细而均

匀#核仁清晰可见#胞质染色较深且无颗粒#即使有也是少量的

非特异性颗粒#此时说明幼稚粒细胞增生比较旺盛#此
$

例患

者前
$

次化疗前和化疗
-D

后血象均属此情况)在此特别要

提到的是第
8

例患者第
8

次化疗
-D

后血象就属于此情况#幼

稚粒细胞较幼稚#有明显的增生趋势#应立即化疗#但因白细胞

总数偏低#由于初次出现此情况#延缓了化疗时间#虽然只延缓

了
#D

#但患者幼稚细胞就达到了
"/.

#失去了较佳的化疗时

间#从而使第
8

次化疗效果不明显#而该患者第
+

次化疗后
-D

情况和第
8

次相似#幼稚粒细胞有明显增生趋势#而且白细胞

总数偏低#因此对其采取了立即化疗#从而第
&

次化疗取得了

较满意的效果(如果幼稚粒细胞出现核染色质较粗且不均匀#

核仁模糊不清#胞质染色较淡且较少等成熟趋势#无明显增生

趋势时#应延缓化疗时间)同时#根据幼稚粒细胞在血象所有

有核细胞中所占百分率以及化疗前和化疗后
-D

幼稚粒细胞

百分率的变化#可以决定是立即化疗还是延缓化疗#当患者血

象中幼稚细胞占所有有核细胞百分率大于或等于
"%.

时应立

即化疗)此
$

例患者前
$

次化疗前后的血象以及第
"

例和第
$

例患者在第
#

+

+

次化疗前的血象均属于此情况#应立即给予化

疗(当化疗后
-D

幼稚粒细胞血象中有核细胞百分率大于化疗

前时#应立即采取化疗#第
8

例患者第
$

次化疗和第
+

次化疗

均属于此情况#应采取立即化疗)当患者血象中幼稚细胞占有

核细胞百分率小于
"%.

#这时主要由血象中幼稚细胞有无增

生趋势#特别在患者血象中幼稚细胞百分率为零时&一般化疗

-

!

/

个疗程后出现'#这时主要由粒细胞形态和杆状与分叶核

的比例来决定是否延缓化疗时间#当血象中粒细胞杆状与分叶

核比例较大#且杆状核细胞的核染色质较疏松#酷似晚幼粒时#

应尽早化疗#如杆状核与分叶核比例较小#核固缩且分叶较多#

应延缓化疗时间)另外#保持一定白细胞总数也是对急性粒细

胞白血病化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血象中幼稚细胞较幼

稚#有增生趋势#还是幼稚细胞较成熟或无幼稚细胞#如白细胞

总数小于
$,+X"%

3

"

*

#也应延缓化疗时间#以便以后的化疗能

顺利地持续下去)第
$

例患者第
&

次化疗
-D

后血象就是此

情况#如立即化疗将使患者无法坚持下去)解决了是立即化疗

还是延缓化疗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好各疗程之间间隔

时间的问题)正规化疗是有固定间隔时间的&支持治疗做得比

较好'#而非正规化疗+间隔时间主要由血象决定#如患者血象

在化疗前或化疗
-D

后幼稚细胞有明显的增生趋势#间隔时间

就按三甲医院提供的联合化疗方案执行#一般间隔
-D

#当患者

化疗
-D

后血象未达到立即化疗的情况时#延缓的时间由有核

细胞的成熟程度+有无增生趋势决定)本研究要求患者每隔
8

D

检查
"

次血象#当幼稚细胞趋向于幼稚#有增生趋势时就进

行化疗#一般化疗
$

个疗程后#血象中幼稚粒细胞较少或无时#

延缓一段时间后如血象中杆状核较多且有幼稚趋向#可进行化

疗)另外#当延缓一段时间后#血象中出现其他非粒系幼稚细

胞时#以晚期幼稚红细胞多见#此时说明骨髓造血功能得到了

部分恢复#可进行化疗#如第
"

例患者的第
+

+

&

+

-

次化疗前和

第
$

例患者第
+

次化疗前血象均出现了幼稚红细胞)通过对

这
$

例患者的化疗#本研究认为用血象指导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患者的非正规化疗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好方法#当然用血象决定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化疗时间不能将血象中的某一指标

单一起来#要认真观察血象中细胞形态#判断细胞的增生趋势#

把白血病细胞抑制在萌芽状态#直到最后缓解)通过血象对该

$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的指导#本研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

果#其中
8

例的治疗结果为持续完全缓解#

"

例患者的前
&

次

化疗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最终因患者中途离院#失去了最

佳化疗时间而死亡)另外#通过本研究这几年对其他急性白血

病的化疗#该方法也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同时严密观察患者外

周血象对判断急性白血病的早期复发有重要意义)

即使在今天#正确合理地解释血象仍是临床医学中重要的

诊断方法)血象作为各级医院常规开展项目#现在血细胞计数

仪已得到普遍使用#特别要做好血象的检查#使之给临床提供

服务和指导#同时也对血象检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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