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齐)粒细胞减少)

OK"

减少等#停药后均可恢复(双

氯芬酸钠致
OK"

减少偶见报道*

$

+

(

阿司匹林又称乙酰水杨酸#能使
OY

合成酶$环加

氧酶&活性中心的丝氨酸乙酰化而失活#因而减少

OK"

中血栓素
1$

的生成#减少抗
OK"

聚集及抗血

栓形成*

#

+

(其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肠道反应#如腹痛和

肠道稍微出血#偶尔出现恶心)呕吐和腹泻*

%

+

(阿司

匹林导致
OK"

减少常有报道*

)

+

(

显然#此患者的
OK"

短期内重度减少#致使鼻腔

和黏膜出血#是药物所致#因为同时使用了双氯芬酸

钠和阿司匹林肠溶片(虽然双氯芬酸钠和阿司匹林

同时服用导致
OK"

减少病历鲜有报道#但是双氯芬

酸钠的药物相互作用中有与阿司匹林或其他水杨酸

类药物同用时#药效不增强#而胃肠道不良反应及出

血倾向发生率增高(

需要指出的是#出血现象并不能仅仅参考
OK"

计数一项指标来判断#还应参考出凝血时间)凝血因

子)

OK"

聚集试验)凝血酶原和活动度)平均
OK"

体

积)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块收缩时间等检验指标#以判

断患者出血和凝血系统是否异常(

由于不同的人体质及出血耐受性等存在一定差

异#出血程度也可能不同(

]UT

将
OK"

减少分为
)

度!

%

度#

OK"

为$

(+

"

..

&

_#'

.

"

K

#淤点#观察%

&

度#

OK"

为$

+'

"$

(+

&

_#'

.

"

K

#轻度失血#观察%

*

度#

OK"

为$

$+

"$

+'

&

_#'

.

"

K

#明显失血#密切观察#如

有出血征兆应输注
OK"

%

+

度#

OK"

为
$

$+_#'

.

"

K

#

严重失血#应输注
OK"

(健康人
OK"

数量为$

#''

"

%''

&

_#'

.

"

K

(一般情况下#

OK"

轻度减少至$

*'

"

#''

&

_#'

.

"

K

时#不会自发性出血(

OK"

中度减少至

$

+'

"$

*'

&

_#'

.

"

K

时#可有轻度自发性出血#如皮肤

黏膜有出血点#轻微创伤后出血不止#女性月经量增

多等(重度
OK"

减少至
+'_#'

.

"

K

以下时#大多数

会出现较明显的自发性出血#最常见的为皮肤紫癜(

更严重者
OK"

减少至
$'_#'

.

"

K

以下时#甚至可以

出现颅内出血)消化道大出血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但在临床工作中#由于不同的人在身体结构$如血管

通透性&及出血耐受性等诸多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可

以对
OK"

减少产生不同的临床表现(比如#有些患

者
OK"

在
+'_#'

.

"

K

左右时就会出现广泛的皮下淤

血#而有些患者
OK"

只有
$'_#'

.

"

K

#甚至更低时也

无任何出血表现(当然#后一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自发

性出血#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需要提高警惕#做

好出血的预防性护理(

鉴于单用双氯芬酸钠或肠溶阿司匹林均有致患

者
OK"

减少的可能#因此#作为临床医生或患者都要

高度重视#在使用二者中的其中一种时要定期检测血

常规#监测
OK"

#以防
OK"

降得太低#致使患者出血#

两种同时使用#更要加大
OK"

的监测(通过此病例#

临床医生和检验技师要吸取教训#不断学习#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多沟通和交流(临床医生要重视检

验#把检验数据正确地运用于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上(

作为检验人员#应该排除标本错误和检验误差#为临

床提供正确无误的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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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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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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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血浆细胞极少见#仅在某些感染或浆细胞肿

瘤时偶见浆细胞增多(导致外周血浆细胞增多的感

染多为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导致的外周血浆细胞增

多的文献报道较少#本文就
#

例由真菌感染导致的外

周血浆细胞增多病例进行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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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床资料

!!

患者#男#

,#

岁#因发热
#

周#乏力
)D

#无畏寒)咳

嗽入院(入院查体!体温
%.&#g

#轻度黄疸#两肺可闻

及哮鸣音#腹平软#肝脾无肿大(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

胞
'&+*_#'

.

"

K

#血红蛋白
**

=

"

K

#血小板
*_#'

.

"

K

(

血清总胆红素
))&#

#

<37

"

K

#间接胆红素
$+

#

<37

"

K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K"

&

*#$Z

"

K

#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1N"

&

,)#Z

"

K

#乳酸脱氢酶
$'.$Z

"

K

#降钙

素原
'&%)$>

=

"

<K

#血清铁蛋白
$'++>

=

"

<K

#红细胞

沉降率
.+<<

"

:

#

!

反应蛋白
#.+<

=

"

K

(免疫固定

电泳未发现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Y

"

YL

试验均为阴

性(乙型肝炎$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毒表面抗

体)乙肝病毒
4

抗原)乙肝病毒
4

抗体)乙肝病毒核心

抗体阴性#肺炎相关病毒抗体阴性#结缔组织病相关

抗体阴性(肺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

&发现两肺

多发性结节片絮状#考虑感染性病变#真菌感染可能#

见图
#

(腹部
!"

及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无特殊异常(

入院次日骨髓涂片见
#$-

幼浆细胞及
#+-

的成熟浆

细胞#外周血可见
$*-

的幼浆细胞#见图
$

(骨髓免

疫分型示淋巴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

#比例明显

升高#髓系区域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

#另可见

约
#+&+-

的
!W%*F@;

h

!W#.

h 细 胞#其
È 6

CC

6

"

EK6<FD6

比例为
#&'*\#&''

#提示浆细胞占有核细胞

的
#+&+-

(骨髓活检示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等非造血

细胞易见(

入院后诊断考虑!$

#

&肺部感染$真菌感染0&%$

$

&全

血细胞减少%$

%

&肝功能异常(入院后第
$

天开始给予

伏立康唑抗真菌感染及保肝治疗#第
%

天体温降至正

常#此后体温一直正常(入院后第
+

天#外周血涂片见

)-

幼浆细胞(因患者黄疸进行性加重而停用伏立康

唑(此后血清总胆红素逐渐增高至
$).

#

<37

"

K

#直接

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基本相似(尽管胆红素在升高#

但是患者的精神食欲均明显改善#而且
1K"

)

1N"

也

呈进行性下降(患者于入院后第
*

天因黄疸仍未消

退而转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在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外周血涂片未见浆细胞#最终

诊断为肺部真菌感染#给予卡泊芬净治疗
#

周后黄疸

消退#患者无不适#痊愈出院(

图
#

!!

肺部
!"

显示双肺结节影伴晕征

!!

注!

1

)

V

为骨髓涂片可见浆细胞%

!

)

W

为外周血片涂片可见浆

细胞

图
$

!!

患者骨髓涂片和外周血涂片#

_#'''

$

/

!

讨
!!

论

!!

浆细胞来源于
V

细胞的分化#

V

细胞接受抗原刺

激后#在次级淋巴组织中的生发中心转化为幼浆细

胞#幼浆细胞通过血流迁移到骨髓#并在骨髓内成熟

为分泌抗原特异性抗体的浆细胞(幼浆细胞在血流

中的时间很短暂#因此#一般情况下#能在显微镜下观

察到外周血中的浆细胞较少(外周血浆细胞增多通

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反应性浆细胞增多和肿瘤性浆

细胞增多(肿瘤性浆细胞增多常见于多发性骨髓瘤

等疾病#反应性浆细胞增多最常见于病毒感染(

"U1P

等*

#

+研究发现#

,)-

"

(%-

的登革热患者有外

周血浆细胞增多(此外#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

征*

$

+

)呼吸道合胞病毒*

%

+

)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

)

+等

都可以引起外周血浆细胞增多(细菌也是引起外周

血浆细胞增多的常见原因*

+

+

(然而#真菌感染导致外

周血浆细胞增多的报道极少#有个案报道过念珠菌和

毛霉菌可以导致外周血浆细胞增多*

,2(

+

(尽管本病例

没有真菌感染的直接证据#但是#

!"

影像中有肺部真

菌感染典型的,晕征-及抗真菌治疗有效等都可以证

实#患者所患疾病为侵袭性真菌感染(

真菌感染导致外周血浆细胞增多的机制目前尚

不明确(病毒感染和外周
"

细胞淋巴瘤导致的浆细

胞增多被认为是由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2,

$

PK2,

&介导

的*

*

+

(众所周知#

PK2,

是浆细胞分化和生存重要的细

胞因子(在真菌感染后抗原提呈细胞能分泌
PK2,

*

.

+

#

此外#侵袭性肺曲霉菌患者血清
PK2,

水平升高*

#'

+

#这

些都提示
PK2,

参与了真菌感染导致的外周血浆细胞

增多的机制(此外#本例患者在入院次日外周血中存

在大量的幼浆细胞#其比例甚至远远高于骨髓中的幼

浆细胞#而入院后第
+

天外周血中幼浆细胞迅速降为

)-

#显示大量的幼稚浆细胞在短期内迅速通过外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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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迁移并归巢至骨髓#这是否存在浆细胞迁移归巢功

能的失调#目前尚不清楚(然而#浆细胞能表达对于

迁移和归巢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细胞因子受体$如趋

化因子受体&

*

##

+

#真菌感染对这些细胞因子受体或其

配体的表达影响如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真菌感染可导致外周血浆细胞增多#

其机制可能与
PK2,

和浆细胞迁移归巢功能失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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