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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染色体核型研究

鲍翠霞!于威娟!李
!

杰!张
!

霞!张晓录!黄葆华#

"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不同时期骨髓细胞染色体核型的变化特点及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短期培养

法制备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应用
)

显带技术对该院
#"#

例
*%<

患者的骨髓染色体核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患者中

3C

染色体阳性
2,+

例"

/25!6

#!

3C

染色体阴性但
H0A

(

DH;

阳性
.$

例"

+5/6

#%

2,+

例
3C

染色体阳性患者中!具有典型
3C

易位者

2+"

例!具有变异易位者
!+

例"复杂变异易位
!#

例!简单变异易位
.

例#%

!+

例变异易位患者慢性期
!"

例!急变期
+

例%伴额外

染色体异常者
$"

例"

!/5$6

#!其中慢性期
2.

例!占
*%<

慢性期患者"

2"#

例#的
!"576

!以
d`

$

4$

为主&急变期
#$

例!占急变

期患者"

!""

例#的
#$6

!以
E

"

!,

#$

4$

$

43C

最多见%

*%<

急变期伴额外染色体异常的比例高于慢性期"

$

$

"5"!

#%结论
!

3C

染

色体是
*%<

的细胞遗传学标志!

3C

染色体可表现为典型易位和变异易位!变异易位在慢性期和急变期都可出现%

*%<

急变期

伴额外染色体异常的比例高于慢性期!

*%<

病程出现额外染色体异常预示病程进入加速或急变期%

关键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染色体核型&

!

变异易位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7,="2

!!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是一种起源于多功能造血干细

胞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占白血病总数的
!76

#

.76

'

3C

染

色体是
*%<

的特征性改变#于
!/+"

年由
X:I>;;

和
'LF

M

>A=

J:AK

在美国费城发现#又称费城染色体$

3C

染色体%#其本质是

B

$

/

&

..

%$

S

2#

&

S

;;

%易位#易位结果使位于
/

号染色体长臂
2

区
#

带$

S

2#

%上的
0=DH;

原癌基因与
..

号染色体长臂上一个功能未

明的断裂点簇集区$

[*)

%发生拼接#形成
H0A

"

DH;

融合基因#这

是
*%<

发病的分子机制'现探讨
*%<

患者骨髓细胞染色体

的核型#分析染色体变化与
*%<

加速或急变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

例
*%<

病例资料均来自该院
.""!

#

."!#

年就诊的门诊或住院患者#男
.2+

例#女
!+$

例#男女比

例约为
!5#"k!

#年龄
!7

#

$!

岁&其中慢性期
2"#

例#急变期

!""

例'

*%<

诊断及分期标准参照-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

2

版%.

(

!

)

'

$5/

!

实验方法
!

采用骨髓细胞的短期培养法#不加刺激剂#经

过秋水酰胺处理*低渗及固定等步骤#应用
)

显带技术进行显

带#

Ê>9GD

染色#在显微镜下分析中期分裂像#用染色体自动

分析系统采集图像#每个标本分析
."

个分裂像'核型异常按

照-人类细胞遗传学国际命名体制
.""7

.加以描述'

/

!

结
!!

果

/5$

!

染色体变化的类型及频率
!

#"#

例
*%<

患者
3C

染色体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阳性者
2,+

例#占总例数的
/25!6

#

3C

染色体阴性者
.$

例#占

+5/6

'

3C

染色体阳性患者中典型易位者
2+"

例#占
/75,6

#

变异易位
!+

例#占
#526

'变异易位患者包括
.

例简单变异

易位和
!#

例复杂变异易位'伴额外染色体异常者
$"

例#占总

例数的
!/5$6

#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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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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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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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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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

2

%为多见(

.=2

)

'另有
+

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患者#移植后均获得细胞遗传学缓解$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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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变异易位核型

序号 性别 年龄$岁% 临床分期 染色体核型

!

男性
2! *3 #+

#

à

#

B

$

!/

&

..

%$

S

!2

&

S

!!

%

.

男性
#$ *3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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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慢性期染色体的变化
!

2"#

例
*%<

慢性期患者
3C

染色

体阳性者
.$"

例#阳性率
/.5!6

#其中典型
3C

易位
.,"

例#变

异易位
!"

例#包括
.

例简单变异易位和
$

例复杂变异易位'

伴额外染色体异常者
2.

例#占慢性期总例数的
!"576

#涉及

d`

*

4$

*

E

$

!,

S

%*

43C

*

K>;

$

,

S

=

%等#以
d`

*

4$

为主'

/5'

!

急变期染色体的变化
!

!""

例
*%<

加速或急变期患者

3C

染色体阳性者
/,

例#阳性率
/+6

#其中典型
3C

易位
/"

例#

变异易位
+

例#伴额外染色体异常者
#$

例#占急变期患者总例

数的
#$6

#涉及
4 3C

*

E

$

!,

S

%*

4$

*

K>A

$

!,

%*

d`

*

4.!

*

EFQ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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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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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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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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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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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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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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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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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
4 3C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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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4$

*

K>A

$

!,

%*

d`

为主'

/51

!

*%<

慢性期和急变期伴额外染色体异常的结果比较
!

*%<

急变期伴额外染色体异常的比例明显高于慢性期#两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慢性期和急变期伴额外染色体异常的结果比较$

0

%

分期 伴额外染色体异常 不伴额外染色体异常 合计

慢性期
2. .,. 2"#

加速或急变期
#$ 7. !""

合计
$" 2.# #"#

'

!

讨
!!

论

!!

*%<

是一种发生在多功能造血干细胞水平的恶性克隆性

疾病#临床表现以持续性进行性外周血白细胞增高和脾大为特

征#其细胞遗传学异常为获得性异常#

3C

染色体是
*%<

特有

的细胞遗传学标志'有研究报道#

3C

染色体出现在
/"6

以上

的
*%<

中#

76

#

!"6

为变异易位(

#

)

'一般认为染色体核型

的演变与病情发展有关#是预后不良因素'

本研究
#"#

例
*%<

患者
3C

染色体阳性者
2,+

例#占

/25!6

#

3C

染色体阴性者
.$

例#占
+5/6

#与
[>F:LA

等(

7

)报道

的
/76*%<

患者能检测到
3C

染色体基本一致'

3C

阴性

H0A

"

DH;

阳性患者#有研究指出是由于
H0A

或
DH;

基因重排过程

中基因断裂#嵌入对方形成
H0A

"

DH;

融合基因#而不是经典的交

互易位#且这种隐匿易位往往伴有
H0A

或
DH;

临近区域的基因

丢失(

+

)

'

3C

染色体出现在
/"6

以上的
*%<

患者中#

76

#

!"6

为

变异易位&有学者报道在
+#.

例
3C

阳性的
*%<

患者中变异

易位为
#.

例$

+576

%#其中简单变异易位
!$

例#复杂变异易位

.2

例'本研究结果显示#具有典型
3C

易位者
!$"

例#占

/75,6

#另有
$

例$

#526

%具有变异易位#其中复杂变异易位
,

例#简单变异易位
!

例#主要涉及
!

#

2

#

7

#

!/

#

.!

和
a

染色体&

$

例变异易位中慢性期
7

例#急变期
2

例#略低于相关资料报道#

可能是本研究标本量少而造成统计误差'迄今文献中已报道

2""

例伴有变异易位的
*%<

患者#约
."

例伴有隐匿
3C

染色

体的
*%<

#除
`

染色体外#其他所有染色体均可受累'

本研究有
$"

例伴额外染色体异常#占
!/5$6

#其中慢性

期
2.

例#占
*%<

慢性期患者$

!7.

例%的
!"576

#以
d`

*

4$

为主&急变期
#$

例#占
*%<

急变期患者$

!""

例%的
#$6

#以
E

$

!,

%*

4$

*

43C

最多#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与有关研究报道相符(

,=$

)

'朱雨等(

/

)报道#

!!2

例
3C

阳性

*%<

急变病例有
$.

例伴附加染色体异常#主要类型是
43C

*

4$

*

E

$

!,

S

%&

!!

例
3C

阴性
*%<=[*

中
!+

例伴附加染色体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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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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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4!#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7

%'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基因不稳定性在异常造血干

细胞克隆内先于
3C

染色体发生#

H0A

"

DH;

融合基因的存在可能

促进了这种基因的不稳定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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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出院计划服务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认知状况的研究

姚
!

蕾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出院计划服务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认知状况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7

月至
."!7

年
7

月

于该院进行诊治的脑卒中患者
!#+

例!随机分为
.

组!每组
,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随访干预!观察组患者采用出院计划服务

干预!随访
+

个月!比较
.

组患者干预前后肢体功能评分和认知功能评分的差异%结果
!

干预前!

.

组患者上肢肌力$下肢肌力$

视运动组织$注意力及专注力$定向力$动作运用$空间知觉$视知觉$思维操作各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干

预后
.

组患者的上肢肌力$下肢肌力均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

.

组患者的认知功能各评分均

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出院计划服务干预模式可提高脑卒中患者在长期康复过程中

的肢体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

关键词"出院计划服务&

!

脑卒中&

!

运动功能&

!

认知功能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7/="2

!!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原因#据研究

报道#

$"6

的病死者由心脑血管疾病引起#其中脑卒中占首

位(

!=.

)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脑卒中病死率下降#但

致残率和复发率却未明显得到缓解#给患者及家属均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

2=7

)

'脑卒中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患者急

性期经治疗病情缓解后需长期康复和干预才能逐渐痊愈#医院

的常规护理已无法满足康复的需求#因此出院计划服务模式在

脑卒中的护理中占重要地位'据报道#国外已对脑卒中患者运

用出院计划服务模式#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

+

)

'现探讨出院计划服务干预和常规随访#比较
.

种干预模

式对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认知状况的影响#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7

月至
."!7

年
7

月该院进行诊

治的脑卒中患者
!#+

例#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
,2

例#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7

岁#平均年龄$

7+5!$8#5..

%岁&脑卒

中类型!缺血性脑卒中
2/

例#出血性脑卒中
2#

例&不良生活习

惯!吸烟
2/

例#饮酒
.$

例#高盐饮食
#+

例#肥胖
#"

例'观察

组
,2

例#男
2/

例#女
2#

例&年龄
#/

#

,7

岁#平均年龄

$

7,5!!8#5/,

%岁&脑卒中类型!缺血性脑卒中
2,

例#出血性脑

卒中
2+

例&不良生活习惯!吸烟
#!

例#饮酒
.7

例#高盐饮食
#!

例#肥胖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脑卒中类型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

%纳入标准!

$

经头颅影像学资料确

诊为脑卒中#符合-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制定的诊断标

准(

,

)

'

%

存在运动*语言障碍'

&

首次确诊为脑卒中'

0

理解

及沟通能力正常#意识清醒#能顺利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本研究'

1

出院后未改变居住地'

3

未更换联系方式#可正常进行随

访'

4

出院时病情稳定#处于恢复期#生命体征基本正常'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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