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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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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在各种疾病出现比例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光学显微镜对
2

种病

毒性感染患者血涂片异型淋巴细胞分型统计$结果
!

78

例中
!

型"空泡型#异型淋巴细胞检出
9,

例"占
,15%6

#!

"

型"不规则型#异型淋巴细胞检出
+1

例"占
%,6

#!

'

型"幼稚型#异型淋巴细胞检出
+%

例"占
+,526

#&同时异型

淋巴细胞检出在
,6

%

+-6

的占
92576

!异型淋巴细胞检出大于
+-6

的占
,+5&6

$结论
!

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检

出率以
!

型"空泡型#居多!异型淋巴细胞检出率可提高对各种病毒感染性疾病确诊率$

"关键词#

!

淋巴细胞&

!

异型淋巴细胞&

!

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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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淋巴细胞是外周血中出现的一种形态变异#甚至发生

母细胞化或正在返幼的
:

淋巴细胞#细胞特点是细胞体较大#

细胞质有很强的嗜碱性#细胞核大#染色质疏松#甚至会出现模

糊的核仁或核分裂象*用胸腺嘧啶标记技术研究发现#细胞处

于
W

期阶段#电镜观察发现细胞质内有大量的核糖体和扩张的

内质网*健康人血液中偶见异型淋巴细胞#一般不超过
%6

+

+

,

#

只有当大量病毒感染或某些原因时才会升高#一般大于
,6

即

有临床意义#当升高幅度大于
+-6

%

%-6

时#对诊断更有价值*

作者观察
78

例患者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数量及所占比例#探讨

异型淋巴细胞增高与某些疾病的相互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自
%-+-

年
+

%

+%

月本院住院及门诊患者

78

例#男
91

例#女
%7

例#年龄
-

%

87

岁#平均
+,

岁#

78

例患者

分别患有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腮

腺炎)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性肺炎)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带状

疱疹感染)风疹病毒感染#均经血涂片证实外周血异型淋巴细

胞大于
,6

#最高达
&16

$中位数为
+%6

%*

$5/

!

检测方法
!

患者血液常规涂片#经瑞氏染色后#应用双目

光学显微镜油镜镜检分类+

%

,

#对异型淋巴细胞数量大于
,6

以

上者进行分析*

/

!

结
!!

果

各种疾病异型淋巴细胞检出率$表
+

%*

表
+

!

各种疾病异型淋巴细胞检出率)

%

%

6

&*

疾病名称
%

!

型$空泡型%

"

型$不规则型%

'

型$幼稚型%

,6

%

+-6

'

+-6

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8 9

$

8857

%

+

$

+857

%

+

$

+857

%

+

$

+857

%

,

$

2&5&

%

病毒性肝炎
%+ +%

$

,75+

%

,

$

%&52

%

9

$

+15-

%

+8

$

785%

%

,

$

%&52

%

流行性腮腺炎
++ 8

$

,95,

%

&

$

%75&

%

%

$

+25%

%

%

$

+25%

%

1

$

2+52

%

肾综合征出血热
7 9

$

,75+

%

%

$

%258

%

+

$

+95&

%

+

$

+95&

%

8

$

2,57

%

病毒性肺炎
7 &

$

9%51

%

&

$

9%51

%

+

$

+95&

%

,

$

7+59

%

%

$

%258

%

腺病毒呼吸道感染
1 8

$

8857

%

%

$

%%5%

%

+

$

++5+

%

7

$

7752

%

%

$

%%5%

%

带状疱疹感染
2 8

$

7,5-

%

+

$

+%5,

%

+

$

+%5,

%

%

$

%,5-

%

8

$

7,5-

%

风疹病毒感染
7 9

$

,75+

%

%

$

%258

%

+

$

+95&

%

&

$

9%51

%

9

$

,75+

%

合计
78 9,

$

,15%

%

+1

$

%,5-

%

+%

$

+,52

%

&7

$

9257

%

&1

$

,+5&

%

'

!

讨
!!

论

由于病毒与
0

淋巴细胞受体结合#在不断增殖与复制过

程中#被
:

淋巴细胞识别#激发抑制性
:

淋巴细胞$

:@

"

)

%增殖

并自身发生转化#形成细胞毒性效应#出现在循环血液中大多

为受刺激后异常增殖的
:

淋巴细胞+

&

,和少许颇似
0

淋巴细

胞#而形成异型淋巴细胞*目前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的

广泛应用#可以根据仪器对异型淋巴细胞的警告和散点图来进

行分析#正确分析散点图提供的信息#能及时发现一些异常细

胞群的存在+

9

,

*在对异型淋巴细胞判断时受个人主观因素影

响较大#要求检验师有较高的细胞形态学水平#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严格按照教科书及文献+

,

,作为判断依据#异型淋巴细胞

具体分为!

!

型$空泡型%#

"

型$不规则型%#

'

型$幼稚型%*

本文观察
78

例患者血液涂片分类#其中异型淋巴细胞以

!

型最多见#阳性检出率为
,15%6

#

"

型阳性检出率为

%,5-6

#

'

型阳性检出率为
+,526

#结果显示#

!

)

"

型阳性检

出率最高#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8

,

*本研究还显示有
&1

例患

者$占
,+5&6

%的异型淋巴细胞大于
+-6

#这就要求充分认识

到异型淋巴细胞的出现对各种病毒性感染性疾病诊断的临床

意义#并相应制订好自己实验室显微镜复检异型淋巴细胞的标

准#避免遗漏*

近年研究发现#异型淋巴细胞与多种病毒感染有关#如
*0

病毒$

*0S

%)巨细胞病毒$

4.S

%)柯萨奇病毒$

4S0

%)腺病毒

$

#NS

%)弓形体病)药物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贫血等#其中

以
*0S

)

4.S

感染最为明显$

'

-5+

%#与文献报道一致+

7

,

*特

别在一些儿科疾病的血液中常有异型淋巴细胞#一般只在病毒

感染时才会超过
%6

#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
*0S

感染所致的急性传染病#患者血液中可出现大量的异型淋巴细

胞$

'

+-6

%#异型淋巴细胞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感染性疾病

中#异型淋巴细胞在肾综合征出血热早期即可出现#且逐日增

多#一般在
+-6

%

%-6

#异型淋巴细胞的出现有助于流行性出

血热的诊断*许多病毒感染会引起细胞免疫的敏感应答反应#

血液中出现大量的反应性变异
:

淋巴细胞所致+

2

,

#通过检测

异型淋巴细胞的比率可为临床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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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分析安康市旬阳县高考学生体检主要指标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0̂@#

B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V:

#的异常情况!为旬阳县中学生乙型肝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及酶动力速

率法对旬阳县
%--,

%

%--1

年高考学生体检项目
0̂@#

B

%

#V:

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检测
+9

812

名学生中!

0̂@#

B

阳性者共
218

例!阳性率
85+-6

&其中男生
8,1

例!阳性率
75&26

!女生
%&7

例!阳性率
95

++6

$结论
!

旬阳县参加高考体检学生
Ĵ@#

B

阳性率低于全国
1526

的水平!男生高于女生!乡镇中学高于县城中

学$

"关键词#

!

高考学生&

!

体检筛查&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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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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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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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0̂S

%引起的一种世

界性疾病#发展中国家发病率高#多数无症状#也是中国人群中

常见的传染病之一+

+

,

*为了解安康市旬阳县高考学生感染情

况#更好地控制和降低旬阳县中学生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和感染

率#同时为高校选送身体健康的大学生提供保障#提高中学生

对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免疫水平#对本院
%--,

%

%--1

年参加高

考的学生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0̂@#

B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V:

%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对象
!

%--,

%

%--1

年安康市旬阳县医院体检的学生

+9812

名#其中男生
21&,

名#女生
,78&

名(年龄
+7

%

%-

岁#

分别为旬阳县的
9

所中学$旬阳)蜀河)神河)赵湾%参加高考的

学生*

$5/

!

方法
!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GV

#

%C

内离心分离血清(

采用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

*VQW#

%法检测
0̂@#

B

(采用奥林巴斯
#e$89-

全自动生

物化学分析仪及其原装试剂#用酶动力速率法检测
#V:

#均按

试剂说明书操作#并保证当日两项质控均在控*

/

!

结
!!

果

/5$

!

连续
,

年
0̂@#

B

阳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见表
+

*

表
+

!

,

年总体
0̂@#

B

阳性率比较

年份$年%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 %,-1 +2- 75+7

%--8 %729 +21 8571

%--7 %28& +2+ 85&%

%--2 &-,9 +2% ,518

%--1 &922 +89 957-

合计
+9812 218 85+-

/5/

!

不同性别
0̂@#

B

感染
!

218

例
0̂@#

B

阳性学生中#男

性
8,1

例#阳性率
75&26

(女性
%&7

例#阳性率
95++6

(男女阳

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b8,5+8

#

N

&

-5-+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
0̂@#

B

阳性率比较

性别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男生
21&, 8,1 75&2

女生
,78& %&7 95++

合计
+9812 218 85+-

/5'

!

对县城与乡镇学生
0̂@#

B

感染比较发现#县城中学阳

性率低于乡镇中学#见表
&

*

表
&

!

9

所不同中学高考学生
0̂@#

B

阳性率比较

学校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旬阳中学$县城%

,271 %1, ,5-%

蜀河中学$乡镇%

&8+9 %9, 8572

神河中学$乡镇%

%%88 +81 7598

赵湾中学$乡镇%

%1&1 +27 85&8

合计
+9812 218 85+-

/51

!

对
218

例
0̂@#

B

阳性标本进一步用
*VQW#

作乙型肝炎

病毒标志物检查#发现单纯
0̂@#

B

阳性者占
,,5-%6

#见表
9

*

表
9

!

218

例表抗阳性者
0̂S

标志物结果统计情况

项目 阳性例数 所占比率$

6

%

单纯
0̂@#

B

阳性
91& ,,5-%

0̂@#

B

)

0̂?#

B

阳性
+&7 +,5%1

0̂@#

B

)

0̂?#

B

)抗
$̂ 0)

阳性
7+ 751%

0̂@#

B

)抗
$̂ 0?

)抗
$̂ 0)

阳性
+1, %+578

合计
218 +--5--

/52

!

#V:

异常情况
!

#V:

'

,,e

"

V

有
%2+

例#异常率为

+51+6

#其中伴
0̂@#

B

阳性的有
19

例#占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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