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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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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未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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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影响因素及采集效果&方法
!

应用
Q!Ù

血细

胞分离机对该院
)+-

例未动员采集者进行
6%U!

采集!获得单个核细胞"

QW!

$%白细胞"

P%!

$%

!"+$

`细胞数

分别与采集前体质量指数"

%Q2

$%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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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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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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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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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血

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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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W!

等指标!以及采集时循环数%循环血量等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对其中
/-

岁以下的
*

组"健康组与疾病组$的
6%U!

采集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

所有采集者均采集成功'"

)

$其外周血中是存在并能

够采集到一定数量的
Q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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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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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采集者比较'健康组采集物中
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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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计数均高

于疾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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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采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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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

%

6'&

%

P%!

%

OK

%

&̂

均无明显相关性&采集前

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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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集时循环血量%循环数对采集效果有相关影响!其中外周血
QW!

水平与采集物

QW!

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

未作动员的采集者其外周血可安全采集到一定浓度的%并能够满足临床治疗需要

的
6%U!

&采集者自身
6%U!

采集效果与采集前
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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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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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

水平及采集时循环血量%循环数有关联!其中

采集前
QW!

数量可预测采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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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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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多采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

C1̂9!UN

&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6%U!

&#均

获得了较高的干细胞产量#并应用于多个领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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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采集相关研究报道较多#但对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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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简称未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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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国内外报

道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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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本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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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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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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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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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动员采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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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效果与部

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未动员患者自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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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效果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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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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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所有入组者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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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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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采集者采集前均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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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

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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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集者为健康自愿捐献外周血干细胞

的亲缘者#简称健康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中位年龄
+.,)$

岁(其余
)-/

例采集者均为肿

瘤疾病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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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中位

年龄
/+,*.

岁%肿瘤疾病主要包括肺癌+肠道肿瘤+子

宫肿瘤+卵巢肿瘤+前列腺癌+膀胱肿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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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

采集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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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简称疾病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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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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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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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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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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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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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健康组与疾病组&采集者的年龄+性别#以及采集前

的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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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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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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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等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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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入组肿瘤疾病患者在采集前
+

周内均未

接受过抗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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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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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离机$美国血液

技术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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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一次性管道$美国血液技术

公司&#输入采集者性别+身高+体质量+外周血红细胞

压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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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单采#每次循环总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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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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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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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与全血的比

例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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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均选用肘静脉或股静脉置管(采

集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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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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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

(

所有入组的采集者术前均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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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酸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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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袋采集的单个核细胞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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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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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血液保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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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为枸橼酸

钠+枸橼酸等$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取混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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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物少许悬液#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

本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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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iU98--A

&进行
P%!

计数+瑞氏染色

显微镜下行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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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采用流式细胞仪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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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N!9/--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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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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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相关因素
!

所有入组采集者采集前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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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体质量指数$

%Q2

&+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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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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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数量进行比较#同时分析采集循

环血容量+处理血量及循环次数与采集效果$尤其是

产品中的
!"+$

`细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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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百分率与

采集物白细胞总数#以及采集量的乘积除以采集者体

质量即为采集物
!"+$

`细胞总数(

QW!

百分率与采

集物白细胞总数的乘积即为采集物
QW!

水平(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6UU)+,-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L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为二分类资料的多因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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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J

回归

模型#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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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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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效果
!

入组采集的
)+-

例外周血干细胞取

混匀后的采集物少许悬液计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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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

+

!"+$

`细

胞数(采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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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别采集前指标+采集物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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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的相关指标比较#健康组采集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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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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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疾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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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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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组采集前
QW!

+

P%!

指标及采集物
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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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疾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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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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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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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物多元回归分析
!

分别对采集

者
%Q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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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

+

OJ<

+

6'&

+

P%!

+

OK

+

QW!

等指

标#以及采集时循环数+循环血量等因素与采集物

QW![

+

!"+$

`

[

+

P%!

计数+

QW!

水平+

QW!

计

数+

!"+$

`细胞数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采集前
%Q2

+

QW!

水平对采集物
QW![

有影响

$

!

均
%

-,-/

#回归系数分别为
),*#$

和
)-,).+

&#见

表
*

(采集前所有检测指标及采集时循环因素对采集

物
!"+$

`

[

均无影响%采集时循环血量对采集物

P%!

计数有影响$

!

%

-,-/

#回归系数为
-,-)#

&#见

表
+

(采集前
QW!

水平与采集物
QW!

水平呈正相

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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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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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采集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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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以及采集时循环因素与采集物
QW!

水平均无相

关性%采集前
OJ<

和采集时循环数对采集物
QW!

计

数有影响#见表
$

(采集时循环血量+循环数对采集物

!"+$

`细胞数也有影响$

!

均
%

-,-/

#回归系数分别

为
-,--)

和
c-,)0*

&#采集前所有检测指标与采集物

!"+$

`细胞数均无相关性(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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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采集者
6%U!

采集效果%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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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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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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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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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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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前
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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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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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物
!"+$

`

$

\)-

#

"

Z

3

&

采集物
QW!

$

\)-

8

"

Z

3

&

采集物
P%!

$

\)-

0

"

Z

3

&

健康组
*/ #,#)_),$* +),-._#,/) ),+)_-,.$ #),*$_)/,*) -,0/_-,$) -,/)_-,)0 )-$,)$_+$,*.

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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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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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例采集者
QW!

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

GM PEF> ! 0/[F4

%Q2 ),*#$ -,$.- .,*$* -,--8 -,++*

!

*,)0#

&̂ c*,8)- ),##) *,8#* -,-0$ c#,)-$

!

-,$8/

E

H

:% c-,0+0 $,++$ -,-$. -,8*0 c0,/+/

!

.,#/.

OJ< c-,##* -,$*) *,$.# -,))0 c),$0#

!

-,).*

6'& c-,-*/ -,-*+ ),)0) -,*.8 c-,-.)

!

-,-*)

P%! c-,$0. ),*8# -,)$0 -,.-- c+,-$0

!

*,-/$

OK c-,-## -,))8 -,+)+ -,/.. c-,+--

!

-,)#8

QW![ c-,$-* -,+/- ),+)$ -,*/$ c),-0.

!

-,*0+

QW! )-,).+ $,#$. $,.0* -,-+) -,0//

!

)0,+0*

循环血量
c-,--$ -,--+ ),8)# -,)8) c-,--0

!

-,--*

循环数
),/.- ),-.$ *,)+# -,)$. c-,/#)

!

+,.--

表
+

!!

)+-

例采集者
P%!

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

GM PEF> ! 0/[F4

%Q2 c*,/++ ),+#0 +,$*+ -,-#. c/,*$0

!

-,)8+

&̂ /,8$/ $,8$) ),$/8 -,*+- c+,./.

!

)/,$$.

E

H

:% )-,)*8)*,#+) -,#$+ -,$*/ c)$,0*#

!

+/,)8)

OJ< c-,/$+ ),**# -,)0# -,#/0 c*,0./

!

),880

6'& c-,-)/ -,-#8 -,-/- -,8*$ c-,)/-

!

-,))0

P%! c*,+-- +,.$0 -,+.# -,/$) c0,.+.

!

/,)+.

OK -,-/$ -,+$$ -,-*/ -,8.$ c-,#*.

!

-,.+#

QW![ c-,.$+ ),-*) -,/+- -,$#8 c*,.#0

!

),*8*

QW! )0,8-#)+,/$# *,)+8 -,)$. c.,-#*

!

$#,#.$

循环血量
c-,-)# -,--8 $,-8* -,-$# -,---

!

-,-+)

循环数
c*,..+ +,)+- -,.8/ -,+.8 c8,08*

!

+,$+#

表
$

!!

)+-

例采集者
QW!

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

GM PEF> ! 0/[F4

%Q2 c-,--0 -,--8 ),)0/ -,*.. c-,-*$

!

-,--.

&̂ c-,-*/ -,-*8 -,.0- -,+.# c-,-8-

!

-,-+-

E

H

:% -,-** -,-.+ -,-0/ -,./8 c-,)**

!

-,)#.

续表
$

!!

)+-

例采集者
QW!

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

GM PEF> ! 0/[F4

OJ< c-,-)/ -,--. $,$/0 -,-+. c-,-*0

!

c-,--)

6'& -,--) -,--) -,-/+ -,8)8 c-,--)

!

-,--)

P%! -,--8 -,-** -,)$$ -,.-/ c-,-+/

!

-,-/)

OK -,--) -,--* -,+0) -,/++ c-,--+

!

-,--/

QW![ -,--) -,--# -,--) -,08$ c-,-)*

!

-,-)*

QW! -,-.) -,-.8 -,8*0 -,+#/ c-,-8$

!

-,**#

循环血量
-,--) -,--) -,)-- -,./+ -,---

!

-,--)

循环数
-,-+0 -,-)8 $,#/# -,-++ -,---

!

-,--+

'

!

讨
!!

论

!!

有效的
6%U!

主要是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利用重

力离心法分离获得的(然而影响
6%U!

采集数量和

质量因素较多#虽然采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9̂

!UN

&动员的
6%U!

较未动员的
6%U!

产量要高#但其

费用高并存在采集者用药
$

!

/>

出现不同程度全身

不适症状$包括低热或骨骼酸痛等&而容易遭采集者

拒绝)

*

*

(因此有必要对未动员的
6%U!

采集影响因

素及采集效果进行研究(本研究入组的
)+-

例外周

血干细胞采集者术前均未采用
9̂!UN

作动员#笔者

对其进行自身
6%U!

采集并检测采集物的
P%!

+

QW!

+

!"+$

`细胞总数及
QW!

+

!"+$

`百分率#分别

是$

#8,*/_$8,8)

&

\)-

0

"

Z

3

+$

-,+/_-,+8

&

\)-

8

"

Z

3

+$

-,0+_),+#

&

\)-

#

"

Z

3

+$

#/,*-[_)8,*0[

&+

$

),.)[_),+*[

&#提示未作动员的采集者其外周血

中是存在并能够采集到一定数量的
QW!

+

!"+$

`细

胞的#而且其数量是达到细胞免疫治疗所需要的临床

治疗阈值#即能够在患者体内得到增殖与分化的(本

研究还对
/-

岁以下采集者进行分组!即健康组与疾

病组#并比较两组采集前
QW!

+

P%!

计数指标的差

异#确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两组采集

物参数结果方有可比性(健康组采集物参数与疾病

组采集物参数作统计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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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物中
QW!

$

-,/)_-,)0

&

\)-

8

"

Z

3

+

P%!

计数

$

)-$,)$_+$,*.

&

\)-

8

"

Z

3

均高于疾病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这可能与肿瘤患者本身骨髓细

胞储备较差#加上反复的化疗#导致骨髓细胞增生能

力的减弱#

6%U!

的数量相应减少)

+

*

(然而本研究健

康组采集物
!"+$

`细胞数与疾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其结果与沈亚文等)

$

*报道相似(

!"+$

`是造血干细胞重要标志#但其检测方法在不同

实验室的结果差异很大#重复性+可比性较差%而

QW!

可以用来估计
!"+$

`细胞的水平#其仅用显微

镜及全自动细胞分析仪两种仪器即可#检测结果准确

稳定)

/

*

(有学者认为#

!"+$

` 细胞采集量与外周血

QW!

数值有明显相关#并可考虑
QW!

数值作为预

测采集物中
!"+$

`细胞数的简单预测指标)

#

*

(本研

究现象提示用
QW!

计数取代
!"+$

`细胞计数来作

为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造血干细胞水平的指标是完

全可行的)

$

*

(

以血细胞分离机单位循环量所得的产物中
QW!

数和
!"+$

`细胞数是衡量
6%U!

采集效果#有关对采

集前的外周血
P%!

计数+

QW!

计数等指标与未动员

采集
6%U!

的采集效果是否相关的研究国内外报道

甚少(本研究分别对采集者
%Q2

+

&̂

+

E

H

:%

+

OJ<

+

6'&

+

P%!

+

OK

+

QW!

等指标#以及采集时循环数+循

环血量等因素与采集物
QW![

+

!"+$

`

[

+

P%!

计

数+

QW!

计数+

!"+$

` 细胞数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采集前
%Q2

+

QW!

水平与采集物

QW![

呈正相关#与国内报道结果相似)

.

*

(本研究超

重供者采集前并未经
9̂!UN

动员#其机制考虑与供

者体质量增大其
QW!

储备量增加有关%研究还发现

采集时循环血量与采集物
P%!

计数呈负相关#其原

因可能与个体内外周血
P%!

总数相对固定有关(研

究还发现采集前
OJ<

与采集物
QW!

数也呈负相关#

有学者研究证实红细胞表面存在炎性因子受体#炎性

细胞因子可通过受体来抑制红细胞成熟#而
P%!

是

机体常见的炎性标志物#

OJ<

与采集物
QW!

数的相

关性还有待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890

*

(同时笔者还观察

到采集前外周血
QW!

水平与采集物
QW!

水平呈正

相关#这为提前预测
QW!

数量#进行采集量的控制提

供了一定的数据参考(本研究还发现采集时采集循

环数与采集物
QW!

计数正相关#采集循环血量+循环

数对采集物
!"+$

`细胞数也有影响因素#但循环血量

与
!"+$

`细胞数呈正相关#采集物中的
!"+$

`细胞

数与采集时的循环数+循环血量变化不一致性可能与

个体内外周血
!"+$

`细胞数量相对固定有关#还可能

与诸如个体采集时机+疾病种类+年龄+性别等因素有

关联#还有待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血细胞分离机对未动员采集者进

行
6%U!

采集#不仅安全+采集成功#而且能够采集到

一定浓度的+并能够满足临床治疗需要的
6%U!

(采

集者在采集前的外周血
QW!

+

%Q2

+

OJ<

及采集时循

环血量+循环数对采集效果有相关影响#其中采集前

QW!

数量可预测采集者
6%U!

采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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