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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流式细胞仪淋巴亚群在肿瘤化学治疗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我院在 2018 年 2 月~2019 年 9 月期间，进行肿瘤化

疗的 54 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有 29 例患者在化疗后完全缓解，另有 25 例患者在化疗后未缓解。另选择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期间

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54 例体检者作为参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流式细胞仪进行技术分析，主要分析研究组患者在化疗前后的淋巴细胞亚

群的变化特征，将检验的数据与参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组化疗后无缓解的患者 CD3+、CD3-CD16+CD56+、CD8+、CD4+、CD19+
相比于参照组，均明显较低，P＜0.05；研究组化疗后无缓解患者 CD3+、CD3-CD16+CD56+、CD8+、CD4+、CD19+与化疗前相比，差异较小，

P＞0.05；但是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患者的免疫功能正在进一步衰退；研究组化疗后完全缓解患者 CD3+、CD3-CD16+CD56+、CD8+、CD4+、

CD19+相比于本组化疗前、化疗后无缓解患者相比，差异较为明显，P＜0.05。结论：流式细胞仪淋巴亚群在肿瘤化学治疗后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理想，恶性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会随着治疗逐渐恶化，在经过化学治疗后，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从而有利于为患者进一步

的治疗奠定良好、坚固的基础，因此，开展本次研究的笔者也建议在临床上对肿瘤化疗的患者广泛推广和应用这种检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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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主要通过化学治疗延长生命，但是大量经验显

示，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患者的免疫系统会逐渐下降[1]。本次研

究就针对 54 例肿瘤化疗的患者开展，分析流式细胞仪淋巴亚群在

肿瘤化学治疗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意

义。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自愿参与研究、签署了相关协议的 54 例接受肿

瘤化疗的患者开展，患者均在 2018 年 2 月~2019 年 9 月期间入院接

受化疗。所有患者均经过内窥镜、手术、病理学检查等方式确诊，

癌症类型主要有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结肠癌、胃癌、原发性肝

癌、食管癌。有 25 例患者在化疗后未缓解，29 例患者在化疗后完

全缓解。54 例肿瘤化疗患者被称为研究组，有 28 例女性，26 例男

性，年龄在 52~82 岁之间，平均（67.28±8.49）岁，病程在 1~7 年，

平均（4.25±1.16）年。另外，在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期间选

择在我院体检的 54 例体检者作为参照组。在参照组中，有 27 例女

性，27 例男性，年龄在 53~80 岁之间，平均（67.63±8.31）岁。分

析研究组与参照组的资料，结果为 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流式细胞分析仪进行检验，并使用配套的试

剂、校准品和配套器材。所有患者在清晨，取 2mL 静脉血，将其放

入肝素抗凝 BD 真空管，要保证采集的血液样本在 2h 内进行检验；

将血液标本中加入 20μL 单克隆抗体，同时将其放入抗血凝剂中，

并将血液标本与单克隆抗体、抗血凝剂抗体充分混合，摇匀后保存

在阴暗处，保存时间为 15 分钟，之后对患者的血液标本进行溶血、

洗涤和离心等，溶血时间为 10 分钟，再通过离心机处理，速度为

3000r/min；将上清液取到后，与浓度为 0.9%的氯化钠溶液混合后，

进行上机检查。 

1.3 观察指标 

主要通过 CD3+、CD3-CD16+CD56+（NK）、CD8+、CD4+、CD19+ 

观察研究组患者淋巴亚群的变化情况。 

1.4 数据处理 

研究软件是 SPSS 21.0 ，计量资料均用[n(%)]表示，X2 检验，P

＜0.05。 

2 结果 
研究组化疗后无缓解的患者相比于参照组，均明显较低，P＜

0.05；研究组化疗后无缓解患者与化疗前相比，差异较小，P＞0.05；

研究组化疗后完全缓解患者相比于本组化疗前、化疗后无缓解患者

相比，差异较为明显，P＜0.05。 

表 1 淋巴亚群变化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CD3+ CD8+ CD19+ CD4+ NK 

对照组 54 61.2±3.5 23.1±2.7 15.6±3.3 37.5±6.1 18.65±5.43 

研究组化疗前 54 41.6±6.2 21.8±3.2 10.7±1.9 18.5±2.9 10.21±3.25 

研究组化疗后未缓解 25 39.5±10.2 19.5±3.8 11.5±1.6 17.6±2.4 11.95±2.62 

研究组化疗后完全缓解 29 68.4±6.5 32.0±3.5 15.9±3.5 37.5±2.2 9.67±1.02 

3 讨论 
随着医疗和科技的发展，流式细胞仪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这

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仪器，包含了多种技术，如激光、光电测量、

电子物理、单克隆抗体、计算机技术等。流式细胞技术也在临床上

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被应用在多个领域，如肿瘤学、微生物检

测、免疫学、器官移植以及血液学等[2]。 

流式细胞技术具有快速、准确、操作简单等特点，在临床上对

淋巴细胞亚群检验，能够详细对 NK 细胞的活性进行了解，并通过

该指标，有效判断患者的免疫状态[3]。通过本次研究数据，可以看

出：患者接受化学治疗后，免疫功能正在进一步衰退，而通过流式

细胞仪淋巴亚群检验，在患者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

检测患者的免疫状况。 

综上所述，在肿瘤化学治疗后患者中应用流式细胞仪淋巴亚群

检测，能够详细了解患者的免疫功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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