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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服泼尼松
治疗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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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评价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服泼尼松治疗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棬斄斏斎斄棭的临床疗
效暎方法椇棾棽例确诊的斄斏斎斄患者接受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棬静脉滴注棻棸棸旐旂棳每周棻次棳连用棿周棭联合短期口服
泼尼松治疗暎分别于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和棾椂个月进行随访棳并收集患者临床转归暍血常规和溶血性指标等资料暎
结果椇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和棾椂个月棳患者的血液学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棳总缓解率分别为椆棸棩暍棻棸棸棩暍棻棸棸棩
和椄椆棩棳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椄椃棩暍椃椆棩暍椂椄棩和椂椄棩暎其中温抗体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棬斪斄斏斎斄棭患者的总
缓解率稍高于冷凝集患者棳冷凝集患者的复发风险较 斪斄斏斎斄患者高棬斎斠棽棶棻棳椆椀棩斆斏棸棶椂暙椃棶椆棭暎治疗后各时
间点红细胞抗体棬抗球蛋白试验棭均有下降暎结论椇使用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服泼尼松治疗 斄斏斎斄有
效棳可以使患者缓解棳并能够减少自身抗体的产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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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棬斄斏斎斄棭是一种获得性
溶血性疾病棳由于免疫功能紊乱产生抗自身红细胞
抗体棳与红细胞表面抗原结合棳或激活补体使红细
胞加速破坏而致溶血性贫血暎这种自身抗体主要
是斏旂斍型棳其次为非凝集性斏旂斖棳偶有斏旂斄 型暡棻暢暎
棻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棬河北邢台棳
棸椀棿棸棾棻棭
棽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信作者椇王助衡棳斉灢旐斸旈旍椇棻棻棿椃棸椃棸椂棻椃椑旕旕棶斻旓旐

目前棳有研究报道利妥昔单抗用于治疗 斄斏斎斄暡棽暢暎
本研究对接受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服泼

尼松治疗的斄斏斎斄患者缓解状况进行长达棾年的
随访观察棳并在观察期间对患者自身和非自身红细
胞抗体分别进行监测比较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资料

棽棸棻棸灢棸棾灢棻棸棴棽棸棻棻灢棸棾灢棸棻在我院就诊且被诊断
为斄斏斎斄的棾棽例成人斄斏斎斄患者棳均接受小剂量

暏椆棽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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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妥昔单抗棬静脉滴注棻棸棸旐旂棳每周棻次棳连用棿
周棭联合短期口服泼尼松治疗暎其中男棽棻例棳女棻棻
例椈年龄棻椆暙椃椆岁棳平均椂棻岁椈温抗体自身免疫性
溶血性贫血棬斪斄斏斎斄棭棻椄例棳冷凝集素病棬斆斎斈棭患
者棻棿例椈初次发现并诊断者椄例棳激素治疗后复发
者棽棿例暎棻棿例斆斎斈患者中棻例为初发棳其余棻棾
例为复发棳该棻棿例患者均接受骨髓活检排除了淋
巴细胞增生性疾病暎棾棽例患者均按计划接受治疗
并进行随访棳随访时间椂暙椀棿个月棳平均棽椀个月暎

治疗方案椇分别于第棸暍椃暍棻棿和棽棻天给予患者
静脉滴注利妥昔单抗棻棸棸旐旂暎虽然泼尼松对斆斎斈
患者的疗效可能有限暡棾暢棳但由于目前它仍被广泛使
用棳故我们对所有患者均给予口服泼尼松治疗
棬棻旐旂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棳连用棻个月椈每周减量棻棸旐旂棳
至棸棶椀旐旂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椈每周减量椀旐旂棳至停药棭暎
棻棶棽 数据收集

随访棾年棳在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和棾椂个月时
收集患者临床转归暍血常规和溶血性指标的结果暎
疗效判定标准暡棻暢椇栙完全缓解棬斆斠棭椇血红蛋白棬斎斺棭
正常棳网织红细胞棬斠斉斣棭相对值小于椀棩椈栚部分
缓解棬斝斠棭椇斎斺在椄棸暙棻棻棸旂棷斕棬女棭棳椄棸暙棻棽棸旂棷斕
棬男棭椈栛无缓解椈栜复发椇达斆斠或斝斠后棳在随访期
间再次出现溶血暎总缓解棬斚斠棭包括 斆斠和斝斠暎
对所有患者在治疗开始前进行直接抗球蛋白试验

棬斈斄斣棭棳试剂采用抗灢斏旂斍 和抗灢斏旂斆的血清抗体暎
对所有患者在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个月时进行有丝
分裂原刺激的斈斄斣棬斖斢灢斈斄斣棭暎记录随访过程中
的不良事件暎
棻棶棾 红细胞抗体检测方法

采用 斖斢灢斈斄斣来检测抗红细胞的斏旂斍抗体暎
首先我们采用 斠斝斖斏棻椂棿棸溶剂棬斍旈斺斻旓斕斸斺旓旘斸旚旓灢
旘旈斿旙棳斍旘斸旑斾斏旙旍斸旑斾棳斘斮棳斦斢斄棭把加肝素抗凝患者的
血液标本棳按照棻暶椂的比例进行稀释暎向稀释后
的标本中依次加入浓度为棽毺旂棷旐旍的植物凝集素
棬斢旈旂旐斸棳斢旚棶斕旓旛旈旙棳斖斚棳斦斢斄棭暍棽棸旑旂棷旐旍的佛波醇灢
棻棽灢豆蔻酸盐灢棻棾灢乙酸酯棬斢旈旂旐斸棳斢旚棶斕旓旛旈旙棳斖斚棳
斦斢斄棭暍棻棩美洲商陆棬斢旈旂旐斸棳斢旚棶斕旓旛旈旙棳斖斚棳斦斢斄棭
静置棿椄旇暎用椀棸毺旍的人斏旂斍棬斢斻旍斸旜旓棳斢旈斿旑斸棳斏旚斸旍旟棭
注入椆椂灢聚氯乙烯测定板在棿曟冰箱中静置棻棽旇

后棳用棽棸棸毺旍的棽棩牛血清斝斅斢洗涤固定棾次暎将
上述的细胞培养液加入含有过氧化酶的兔抗人

斏旂斍棬斈斸旊旓棳斍旍旓旙旚旘旛旔棳斈斿旑旐斸旘旊棭放在棾椃曟的温浴箱
中温浴棾棸旐旈旑暎使用邻苯二胺二氢的氯化物棬斢旈旂灢
旐斸棳斢旚棶斕旓旛旈旙棳斖斚棳斦斢斄棭进行比色反应棳并按照重
对数坐标图曲线计算抗红细胞抗体的值暎当得出
抗红细胞抗体的值超过正常值棾倍的标准差时棳
斖斢灢斈斄斣为阳性暎采用 斖斢灢斈斄斣的方法进一步检
测不同浓度棬棽椀暍椀棸暍棻棸棸暍棽棸棸和棿棸棸毺旂棷旐旍棭的利妥
昔单抗对抗红细胞抗体的影响暎
棻棶棿 统计学处理

使用斢旚斸旚斸棻椀棶棸进行统计分析暎计数资料以例
数和百分比表示棳数据比较采用氈棽 检验暎对于计
量资料棳首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棳符合正态分布的
资料以 暲 表示棳采用 检验椈非正态分布资料以
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棳采用秩和检验暎采用
斔斸旔旍斸旑灢斖斿旈斿旘方法计算无复发生存率棬斠斊斢棭棳采用
斆旓旞回归模型计算复发风险比棬斎斠棭和椆椀棩可信区
间棬椆椀棩斆斏棭暎以 椉棸棶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患者总体转归

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和棾椂个月棳患者的血液学
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棬表棻棭棳斚斠 率分别为
椆棸棩暍棻棸棸棩暍棻棸棸棩和椄椆棩椈斠斊斢率分别为椄椃棩暍
椃椆棩暍椂椄棩和椂椄棩暎初发患者的斚斠率高于复发患
者棬 椊棸棶棸棿棻棭暎乳酸脱氢酶棬斕斈斎棭和间接胆红素
棬斏斅斏斕斏棭的水平从第椂个月开始好转棳逐渐恢复至
正常范围暎尽管斠斉斣还是高于正常水平棳但也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暎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和棾椂个月
患者的复发风险如图棻所示暎由于椄椆棩的复发发
生在棻棾个月以内棳故棽棿和棾椂个月的复发风险没
有变化暎治疗和随访过程中棳未发现感染及其他并
发症的发生暎
棽棶棽 分组转归情况

斪斄斏斎斄患者和 斆斎斈患者的转归情况见表
棽暎斪斄斏斎斄患者接受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后棳
斎斺显著增加棳并保持在正常范围椈斕斈斎 和斏斅斏斕斏
的水平从第椂个月开始好转棳逐渐恢复至正常范
围暎斆斎斈患者斎斺显著增加较少棳未达到正常范

表棻 治疗后患者血液学指标和临床转归结果 暲
组别

斎斺
棷棬旂暏斕棴棻棭

斠斉斣
棷棬暳棻棸椆暏斕棴棻棭

斕斈斎
棷棬斦暏斕棴棻棭

斏斅斏斕斏
棷棬毺旐旓旍暏斕棴棻棭 斚斠棷棩 斆斠棷棩 斠斊斢

棷棩
治疗前 椆棶棸暲棻棶椆 棽棽棾暲椆椄 椃椀椂暲棻椄椆 棽棶棾暲棻棶棽 棴 棴 棴

治疗后椂个月 棻棽棶椄暲棽棶棻棻棭 棻棻棽暲椀棿棻棭 棿椀椃暲棻棻棿棻棭 棻棶棻暲棸棶椃棻棭 椆棸棬棽椄棷棾棻棭 椂棻棬棻椆棷棾棻棭 椄椃
治疗后棻棽个月 棻棾棶棾暲棻棶椃棻棭 椆棸暲棽棻棻棭 棾椆椄暲椃椂棻棭 棸棶椃暲棸棶棻棻棭 棻棸棸棬棽棻棷棽棻棭 椃棻棬棻椀棷棽棻棭 椃椆
治疗后棽棿个月 棻棾棶椀暲棻棶椄棻棭 椆棾暲棽椂棻棭 棾椂椆暲椂椄棻棭 棸棶椀暲棸棶棾棻棭 棻棸棸棬棻椃棷棻椃棭 椄椄棬棻椀棷棻椃棭 椂椄
治疗后棾椂个月 棻棾棶棿暲棽棶棸棻棭 棻棻椃暲棿棻棻棭 棾棾棽暲椄棻棻棭 棸棶椀暲棸棶棾棻棭 椄椆棬椄棷椆棭 椂椃棬椂棷椆棭 椂椄

  与治疗前比较棳棻棭 椉棸棶棸椀暎

暏棸棾棽暏



第棾期 陆欣棳等棶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服泼尼松治疗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疗效

图棻 患者的复发风险

围椈溶血性指标改善不一暎
  从 斎斺达到正常范围的百分比来看棳斪斄斏斎斄
患者在治疗后第椂暍棻棽暍棽棿暍棾椂个月时棳分别是椂椃棩暍
椄椂棩暍椆棽棩和棻棸棸棩棳而 斆斎斈 患者约是其一半暎
斪斄斏斎斄患者的斚斠率略高于斆斎斈患者棳斆斎斈患
者的斠斊斢率高于 斪斄斏斎斄患者棬斎斠棽棶棻棳椆椀棩
棸棶椂暙椃棶椆棭暎
棽棶棾 抗红细胞抗体的检测结果

棾棽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前斈斄斣检测结果均为
阳性暎对体内产生的抗红细胞抗体在治疗后第椂暍
棻棽暍棽棿个月的结果棳见表棾暎采用 斖斢灢斈斄斣方法检
测不同浓度棬棽椀暍椀棸暍棻棸棸暍棽棸棸暍棿棸棸毺旂棷旐旍棭利妥昔单
抗对抗红细胞抗体的影响棳见表棿暎
棾 讨论

通常认为传统的甾体类激素治疗对 斪斄斏斎斄
患者是有效的棳但有超过棻棷棾的患者会出现复发而
被迫接受脾切除或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暡棿暢暎对
斄斏斎斄患者来说棳脾切除可能疗效较好棳大约椃棸棩

的患者可以缓解棳但远期结果并不理想棳斄斏斎斄患
者椀年的持续缓解率只有棽棸棩暙椂棸棩暡椀暢暎除此之
外棳超过椂棸棩的患者获得了棾年的无复发生存棳同
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复发都发生在棻棾个月以内棳这
说明如果患者的缓解期持续超过棻年棳则很有可能
获得长期缓解暎由于缺乏标准剂量的利妥昔单抗
治疗斄斏斎斄长期随访的研究结果棳所以本研究的结
果无法与之进行比较暎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
现棳对于复发患者棳小剂量的利妥昔单抗治疗仍然
是有效的棳可以使部分患者保持超过棽年的缓
解期暎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棳斆斎斈较 斪斄斏斎斄患者表
现出较为严重的血液学参数特征暎根据以往的经
验和研究结果棳普遍认为甾体类激素对 斪斄斏斎斄的
有效率较斆斎斈高棬约椃棸棩暶棻椀棩棭暎但本研究结
果显示棳斪斄斏斎斄患者的斠斊斢较斆斎斈患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暎

斖斢灢斈斄斣可以有效地检测和提示潜在的自身
免疫产物棬抗体棭暎本研究中 斖斢灢斈斄斣检测结果显
示棳在治疗后第椂个月和棻棽个月时棳所有患者血清
中的抗红细胞抗体显著减少椈在棽棿个月时棳斄斏斎斄
患者血清中的抗红细胞抗体又再次增多棳但其检测
值仍低于治疗前水平棳其中斆斎斈患者血清中的抗
红细胞抗体始终保持较低水平暎以上 斖斢灢斈斄斣结
果与标准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结果相似暡椂暢棳提示小
剂量的利妥昔单抗治疗有效减少了患者抗红细胞

抗体的产生暎体外 斖斢灢斈斄斣结果显示棳浓度超过
椀棸毺旂棷旐旍利妥昔单抗均可以有效减少抗红细胞抗
体的产生棳而标准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时血清中的
浓度约为棾棸棸毺旂棷旐旍棳是椀棸毺旂棷旐旍的椂倍暎而利妥
昔单抗的标准剂量约为小剂量的棾倍棬棾椃椀暶棻棸棸
旐旂棷旐棽棭暎

表棽 治疗后 斪斄斏斎斄和斆斎斈患者血液学指标和临床转归结果 暲
组别

斎斺
棷棬旂暏斕棴棻棭

斠斉斣
棷棬暳棻棸椆暏斕棴棻棭

斕斈斎
棷棬斦暏斕棴棻棭

斏斅斏斕斏
棷棬毺旐旓旍暏斕棴棻棭 斚斠棷棩 斆斠棷棩 斠斊斢

棷棩
斪斄斏斎斄患者
 治疗前 椄棶椆暲棻棶椄 棽棸椄暲椆棸 椃棿棻暲棻椀棽 棽棶棾暲棻棶棻 棴 棴 棴
 治疗后椂个月 棻棾棶椀暲棽棶棸棻棭 棻棸棽暲棽棻 棿棸椃暲棻棻椆 棻棶棻暲棸棶椆 椆棿棬棻椃棷棻椄棭 椂椃棬棻棽棷棻椄棭 椄椆
 治疗后棻棽个月 棻棾棶椃暲棻棶椃棻棭 椆棽暲棽棾 棾椆棻暲椃椆 棸棶椃暲棸棶棻 棻棸棸棬棻棿棷棻棿棭 椃棻棬棻棸棷棻棿棭 椄椆
 治疗后棽棿个月 棻棾棶椄暲棻棶椆棻棭 椄棸暲棽棻 棾棽椄暲椂椄棻棭 棸棶棾暲棸棶棻棻棭 棻棸棸棬棻棽棷棻棽棭 椆棽棬棻棻棷棻棽棭 椃椂
 治疗后棾椂个月 棻棾棶椂暲棽棶棻棻棭 棻棻椄暲棿棿 棾棿棸暲椄棻 棸棶棿暲棸棶棾棻棭 棻棸棸棬椃棷椃棭 椄椂棬椂棷椃棭 椃椂
斆斎斈患者
 治疗前 椆棶棾暲棻棶椃 棽棻棿暲椆椄 椃椂棻暲棻椄椀 棽棶棽暲棻棶棽 棴 棴 棴
 治疗后椂个月 棻棻棶椂暲棽棶棸 棻棻棽暲椀棿 棿椃棿暲棻棻椆 棻棶椀暲棸棶椃 椄椀棬棻棻棷棻棾棭 椂棻棬棻椆棷棾棻棭 椄椀
 治疗后棻棽个月 棻棻棶椃暲棻棶椀 椆棸暲棽棻 棿棻棽暲椃椆 棻棶棽暲棸棶棻 棻棸棸棬椃棷椃棭 椃棻棬棻椀棷棽棻棭 椂椃
 治疗后棽棿个月 棻棽棶棸暲棻棶椄 椆棻暲棽椆 棿棾椀暲椄椆 棻棶棾暲棸棶棿 棻棸棸棬椀棷椀棭 椄椄棬棻椀棷棻椃棭 椀椃
 治疗后棾椂个月 棻棸棶椆暲棽棶棻 棻棻椃暲棿棻 棾椂椀暲棻棸棽 棻棶椀暲棸棶棿 椄椆棬椄棷椆棭 椀棸棬棻棷棽棭 椀椃

  与斆斎斈患者同时点比较棳棻棭 椉棸棶棸椀暎

暏棻棾棽暏



临床血液学杂志 第棽椄卷

表棾 斖斢灢斈斄斣检测体内产生的抗红细胞抗体结果
暲

抗红细胞抗体斏旂斍棷棬旑旂暏旐旍棴棻棭
有丝分裂原刺激型 无刺激型

斪斄斏斎斄患者
 治疗前 椂棽棻暲椆椀 椀棻椃暲椄椃
 治疗后椂个月 棽棽椂暲棾棽棻棭 棽棸椆暲棾棸棻棭
 治疗后棻棽个月 棽椄棿暲棾椆棻棭 棽椃椃暲棽棿棻棭
 治疗后棽棿个月 棿椀椄暲椀椂 棿棻棻暲椀椄
斆斎斈患者
 治疗前 椀椃椆暲棻棸棽 棿椄椂暲椄椀
 治疗后椂个月 棽棻棿暲棽椀棻棭 棽棸椆暲棽棾棻棭
 治疗后棻棽个月 棽棸椂暲棽棽棻棭 棽棸棾暲棽棻棻棭
 治疗后棽棿个月 棽椂棾暲棾棸棻棭 棽椀棿暲棽椃棻棭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棳棻棭 椉棸棶棸椀暎

  表棿 斖斢灢斈斄斣检测不同浓度利妥昔单抗对抗红细胞
抗体的影响

利妥昔单抗浓度

棷棬毺旂暏旐旍棴棻棭
抗红细胞抗体斏旂斍
棷棬旑旂暏旐旍棴棻棭

棸 棿椃椃暲椄椀
棽椀 棿椄椂暲椆棾
椀棸 棻椆椃暲棽棻
棻棸棸 棽棸棻暲棽棻
棽棸棸 棻椄椂暲棻椆
棿棸棸 棻椆椀暲棽棸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设计的同时存在不足之处棳
未设置对照组且研究的样本量有限棳但这并不影响
本实验的结论椇使用小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短期口
服泼尼松治疗斄斏斎斄有效棳可以使患者缓解棳并能
够减少自身抗体的产生暎
参考文献
椲棻椵 张之南棳沈悌棶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椲斖椵棶北京椇科

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椄椇椂椆棴椃棸棶
椲棽椵 斢旝旈斿斻旈斻旊旈斝斕棳斎斿旂斿旘旓旜斸斕斣棳斍斿旘旚旡斖斄棶斆旓旍斾斸旂旂旍旛旚旈灢

旑旈旑斾旈旙斿斸旙斿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棽棸棻棾棳棻棽棽椇棻棻棻棿棴棻棻棽棻棶
椲棾椵 斆旘旓旝旚旇斿旘斖棳斆旇斸旑斮斕棳斍斸旘斺斿旚旚斏斔棳斿旚斸旍棶斉旜旈斾斿旑斻斿灢

斺斸旙斿斾旀旓斻旛旙斿斾旘斿旜旈斿旝旓旀旚旇斿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旀旈斾旈旓旔斸旚旇旈斻
旝斸旘旐旈旐旐旛旑斿旇斸斿旐旓旍旟旚旈斻斸旑斸斿旐旈斸旈旑斸斾旛旍旚旙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
棽棸棻棻棳棻棻椄椇棿棸棾椂棴棿棸棿棸棶

椲棿椵 斕斿斻旇旑斿旘斔棳斒昡旂斿旘斦棶斎旓旝斏旚旘斿斸旚斸旛旚旓旈旐旐旛旑斿旇斿旐旓灢
旍旟旚旈斻斸旑斿旐旈斸旙旈旑斸斾旛旍旚旙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棽棸棻棸棳棻棻椂椇棻椄棾棻棴
棻椄棾椄棶

椲椀椵 斝斸旚斿旍斨斕棳斖斸旇湨旜斸旙斖棳斕斿斿斢斮棳斿旚斸旍棶斚旛旚斻旓旐斿旙椀旟斿斸旘旙
斸旀旚斿旘旘斿旙旔旓旑旙斿旚旓旘旈旚旛旞旈旐斸斺旚旇斿旘斸旔旟旈旑斻旇旈旍斾旘斿旑斸旑斾斸灢
斾旛旍旚旙旝旈旚旇旈旐旐旛旑斿旚旇旘旓旐斺旓斻旟旚旓旔斿旑旈斸椲斒椵棶斅旍旓旓斾棳棽棸棻棽棳
棻棻椆椇椀椆椄椆棴椀椆椆椀棶

椲椂椵 斝斿旑斸旍旜斿旘斊斒棳斄旍旜斸旘斿旡灢斕斸旘旘湤旑斄棳斈湭斿旡灢斖斸旘旚旈旑斒斕棳斿旚斸旍棶
斠旈旚旛旞旈旐斸斺旈旙斸旑斿旀旀斿斻旚旈旜斿斸旑斾旙斸旀斿旚旇斿旘斸旔斿旛旚旈斻斸旍旚斿旘旑斸灢
旚旈旜斿旈旑斸斾旛旍旚旙旝旈旚旇旘斿旀旘斸斻旚旓旘旟斸旑斾旙斿旜斿旘斿斸旛旚旓旈旐旐旛旑斿
旇斿旐旓旍旟旚旈斻斸旑斿旐旈斸椲斒椵棶斄旑旑斎斿旐斸旚旓旍棳棽棸棻棸棳椄椆椇棻棸椃棾棴
棻棸椄棸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棿灢棸椀灢棽椄棭

  棬上接第棽棽椄页棭
病及转归密切相关棳高表达者斆斠率低暡椃暢暎其机制
可能与多药耐药斝糖蛋白棬斝灢棻椃棸棭的表达有关棳我
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暎

斎斕斄灢斈斠在斅灢斄斕斕和斣棷斅灢斄斕斕中的表达率
较高棳其阳性患者斆斠率明显低于阴性患者暎故对
于该类患者棳临床上可采用相对大剂量的化疗方案
以争取提高缓解率暎

总之棳免疫表型分析能增加诊断的正确率棳预
测急性白血病的预后棳更有利于给予及时适当的治
疗棳为白血病治疗措施的个体化提供了一定的依
据暎我们通过对棿椂例初治成人 斄斕斕的免疫表型
分析棳了解该疾病的表型特点棳对此类疾病的诊断暍
治疗及预后都有重要的意义暎
参考文献
椲棻椵 张之南棳沈悌棶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椲斖椵棶棾版棳北

京椇科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椃椇棻棻椂棴棻棽棸棶
椲棽椵 斪旈旑旙旍旓旝斉斠棳斅旘旛旑旚斕斖棳斈旘斿斺旈旑斒斄棳斿旚斸旍棶斝旓旘旚斸旍旜斿旈旑

旚旇旘旓旐斺旓旙旈旙斸旀旚斿旘旙旔旍斿旑斿斻旚旓旐旟椲斒椵棶斄旐斒斢旛旘斿棳棽棸棸棽棳
棻椄棿椇椂棾棻棴椂棾椂棶

椲棾椵 胡群棶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 斖斏斆斖分型椲斒椵棶实用
儿科临床杂志棳棽棸棸椄棳棽棾椇棻棻棿棻棴棻棻棿棽棶

椲棿椵 王翠翠棳周春林棳王慧君棳等棶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的分型探讨椲斒椵棶中华血液学杂志棳棽棸棻棻棳棾棽棬椃棭椇
棿棾椆棴棿棿棿棶

椲椀椵 庄红丽棳孙慧棳张秋堂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分型
与疗效分析椲斒椵棶临床荟萃棳棽棸棸椂棳棽棻棬棻椄棭椇棻棾棽棻棴棻棾棽棽棶

椲椂椵 宣柳棳沈佐君棳李筱青棶双表型急性白血病的免疫分型
椲斒椵棶安微医科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椃棳棿棽棬椂棭椇椃棸椀棴椃棸椂棶

椲椃椵 丁才智棶斆斈棾棿暍斆斈棾椄和 斎斕斄灢斈斠表达及其对急性白
血病诊治的意义椲斒椵棶检验医学与临床棳棽棸棻棻棳椄棬棽棸棭椇
棽椀棸棽棴棽椀棸棿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棿灢棸椃灢棾棸棭

暏棽棾棽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