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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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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GG

#中糖原染色"

S'K

#的不同阳性率及分布形态及与
'GG

亚型

"

+

型及
2

型#的关系!探索
S'K

在
'GG

亚型区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

#

#对
!""0

年以来每例急性白血病患者

送检的骨髓涂片均加做过氧化物酶"

Sei

#染色!将根据法国(美国(英国"

'̀+

#协作组提出的急性白血病分型诊断

标准诊断的
'GG

患者骨髓涂片与流式细胞术"

ÒM

!流式#分型结果作回顾性比较!计算吻合率&"

!

#对上述
'GG

患者骨髓涂片加做
S'K

!计算
S'K

阳性率并描述其分布形态!比较
S'K

不同阳性率及分布形态与
'GG

亚型"

+

型

及
2

型#的关系$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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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分型标准诊断
'GG%-

例!其中
ÒM

证实
'GG%$

例"

#

例微分化型急性髓

细胞白血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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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率为
0&.!/

$"

!

#

,,

例
+1'GG

中!

S'K

阳性
(&

例"占
&$.,/

#!其中
S'K

阳性率大于或

等于
%#."/

的
(!

例"占
-!.-/

#$

#!

例
21'GG

中!

S'K

阳性
%

例"占
,#.-/

#!其中
S'K

阳性率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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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例"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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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S'K

阳性
+1'GG

中!

(,

例
S'K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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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S'K

阳性
21'GG

中!

S'K

颗粒均为"

]

#$结论
!

S'K

阳性率大于或等于
%#/

并且
S'K

呈粗颗粒状时!多数为
+1'GG

!

S'K

可作为

'GG

免疫亚型诊断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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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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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是由于原始及幼稚淋巴细胞在造血组织异常增生并浸润

全身各组织脏器的一种造血系统恶性克隆性疾病+

#1!

,

)糖原染

色$

B

5893497;79467A9EE6@;9<9<

D

#

S'K

%在不同种类细胞中分布

形态不同#本文通过分析
'GG

中
S'K

的不同阳性率及分布形

态与
'GG

亚型$

+

型及
2

型+

(

,

%的关系#探索糖原染色在
'GG

亚型区分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0

年以来同时送检本检测中心作骨髓涂

片及流式细胞术$

ÒM

%检测的白血病标本)

$./

!

实验方法

$./.$

!

对每例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涂片均加做过氧化物酶

$

B

583a94;65

#

Sei

%染色#如法国*美国*英国$

'̀+

%分型标准诊

断为
'GG

病例与流式分型结果作回顾性比较#计算吻合率)

$././

!

对
'GG

病例加做
S'K

#计算
S'K

阳性率并描述其分

布形态#比较
S'K

不同阳性率及分布形态与
'GG

亚型$

+

型

及
2

型%的关系)

$.'

!

结果判定
!

S'K

阳性反应!胞质中出现红色颗粒状或团

块状沉淀物)

S'K

阳性率!计数
#""

个幼稚淋巴细胞#其中有

阳性反应细胞数占总数的比例+

,

,

)

S'K

阳性!

S'K

阳性率大

于
!"/

+

%

,

)

$.1

!

统计学方法
!

运用
KSKK#(."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D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分型标准与流式比较
!

本中心根据
'̀+

分型标准

诊断
'GG%-

例#其中流式证实
'GG%$

例+

#

例微分化型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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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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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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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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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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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细胞白血病$

M"

%,#与流式吻合率为
0&.!/

)

/./

!

S'K

阳性率比较
!

,,

例
+1'GG

中#

S'K

阳性
(&

例

$

&$.,/

%#其中
S'K

阳性率大于或等于
%#."/

的
(!

例

$

-!.-/

%(

#!

例
21'GG

中#

S'K

阳性
%

例$

,#.-/

%#其中
S'K

阳性率大于或等于
%#."/

的
#

例$

&.(/

%)见表
#

*

!

)

表
#

!

%$

例患者
S'K

结果

组别 流式结果
S'K

阳性 阳性率$

/

%

21'GG #! % ,#.-

+1'GG ,, (& &$.,

"

!!

注!与
21'GG

组比较#

"

D

#

"."%

)

表
!

!

,(

例
'GG

血标本
S'K

阳性率分布

阳性分布
21'GG +1'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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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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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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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注!与
21'GG

组比较#

"

D

#

"."#

)

/.'

!

S'K

形态分布比较
!

(&

例
S'K

阳性
+1'GG

标本中#

(,

例
S'K

颗粒$

]]

!

]]]]

%(

%

例
S'K

阳性
21'GG

中#

S'K

颗粒均为$

]

%)见表
(

)

表
(

!

各亚型
'GG

标本
S'K

形态分布

组别
阳性程度

] ]] ]]] ]]]]

+1'GG , #&

"

#(

"

(

"

21'GG % " " "

!!

注!与
21'GG

组比较#

"

D

#

"."#

)淋巴细胞
S'K

程度参考标准!

$

R

%胞质内无颗粒($

]

%胞质内有颗粒($

]]

%胞质内有较粗红色颗

粒($

]]]

%胞质内有粗大红色颗粒($

]]]]

%胞质内颗粒粗大并有

红色块状)

'

!

讨
!!

论

M"

和
'GG

在形态上区别有时候较困难#二者
Sei

染色

均为阴性)本研究在对
%-

例
'GG

标本的形态学诊断过程中#

由于
M"

和
G#

或
G!

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导致将
#

例
M"

诊断

为
'GG

)有文献表明
S'K

在
M"

和
'GG

的鉴别诊断上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

,

)

白血病免疫分型对鉴别
'GG

和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有

决定作用#对于一些用形态学*细胞组织化学不能诊断的急性

白血病*急性未分化白血病*混杂性白血病等有重要意义)对

'GG

而言#目前公认的系列特异性指标是!

2

淋巴细胞系
1

胞

质
OX(

$

7OX(

%*

+

淋巴细胞系
17OX!!

或
7OX-0

*髓系
1Sei

或

7OX#(

#一般可先用它们区分细胞系列后再进一步分析某一系

列亚型和分化阶段)但由于其高昂的检测费用和复杂的检测

技术#使得其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受到极大的制约)

本研究发现#

S'K

在
21'GG

中的阳性率和形态分布与
+1

'GG

有显著差别#

+1'GG

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21'GG

#同时

S'K

多呈粗颗粒状)这可能与
+

细胞糖原含量较多#而
2

细

胞糖原含量少有密切关系+

-10

,

)可以看出#

S'K

用于辅助诊断

及鉴别
21'GG

和
+1'GG

不失为一种经济*简便的方法#为基

层医院对
'GG

患者的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判断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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