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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验室检查在巨幼细胞贫血诊断中的应用
周鸣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目的：探究在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的诊断中将实验室

检查方法进行应用的临床效果。方法：以我院患者为例进行研究，

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选取患者均为巨幼细胞性

贫血患者，人数选取为 100 例，对其展开回顾性分析，将实验室

检查方法进行应用，探究其对患者的诊断效果。结果：表现为单

纯红细胞减少的有 18 例，占比 18.00%，表现为红细胞合并血小板

或是白细胞减少的患者有 33 例，占比 33.00%，而全血细胞减少的

有49例，占比49.00%，以此同时，白细胞的计数为1.5-5.4×109/L，

平均红细胞体积为 96-126fL。骨髓增生程度除了 2 例表现为增生

减低外，其他均为活跃及以上，其中增生活跃的有 33 例，明显活

跃的有 65 例。同时，有 35 例乳酸脱氢酶升高患者，有 36 例间接

胆红素升高患者，有 16 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患者，有 14 例

白蛋白减低患者，有 28 例维生素 B12 减低患者，84 例表现为叶

酸减少，16 例为叶酸和维生素均减少。结论：在巨幼细胞性贫血

患者中将实验室检查方法进行应用，其效果显著，可帮助临床进

行患者病情诊断，给予患者及时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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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其主要是指一种核苷酸代谢异常情况，

患者因缺乏的叶酸和维生素 B12，或是在偶倒某些药物的使用影

响下，导致患者细胞核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出现障碍，对患者的健

康影响较大。此疾病的发病特点表现为细胞形态和功能异常，出

现巨幼样改变，同时对细胞的生长造成影响，难以正常分裂和生

长，细胞体积也表现为增大状态。在我国山西、陕西和河南等地

区的叶酸缺乏人员较多，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其对于新鲜蔬菜

和肉类的摄取量较少，容易导致巨幼细胞贫血问题的发生。同时，

正常人群在缺乏叶酸的时间达到 15-18 周后，也会导致贫血问题

的发生。而孕妇也是巨幼细胞贫血的高发人群，其对叶酸的需求

量较大，尿液中对于叶酸的排出量增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患者

中约有 43.2% 的患者都是妊娠产妇。加强临床对患者的判断，是

保证治疗有效率，促进患者恢复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则基于此，

以我院接收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为例，将实验室检查进行应用，

对其临床应用效果展开分析如下。

一、资料分析和研究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工作选择在我院展开，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共选取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巨幼细胞性

贫血，其中有男性 32 例，女性 68 例，患者中年龄最大的为 78 岁，

年龄最小的为 21 岁，患者对应的平均年龄为（45.34±5.40）岁。

诊断标准：患者存在贫血问题，伴随消化系统或是神经系统

表现，在进行实验室检查后，患者表现出血常规中血红蛋白含量

降低，白细胞或是血小板数量降低，中性粒细胞核分叶较多，同时，

患者的红细胞形态为大细胞性。在骨髓检查方面，其表现出巨幼

红细胞生成，患者的症状发生改变，粒细胞和巨核细胞系统均以

巨幼变为主要特征。患者均表现出食欲缺乏，食欲下降，头晕和

乏力等问题。

纳入标准：患者均与巨幼细胞贫血诊断标准相符合；研究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患者具有精神疾病；患者依从性较差。

（二）研究方法

给予患者血常规检查，骨髓象检查和血液生化检查。

（三）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对数据进行统计，主要将统计学软件进行应用，

以 SPSS20.0 为主，数据统计涉及两方面计算内容，分别为计量资

料和计数资料，表示方式为（x±s）和（n，%），并需要对数据

进行验证，表示方式为 t 值和 χ 2 值，对结果进行观察，在显示

P<0.50 时，表明此次研究存在对比意义。

二、结果

（一）血常规检查结果

在对患者展开血常规检查时，主要仪器为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检测时，使用相关配套试剂。其中，表现为单纯红细胞减少

的有 18 例，占比 18.00%，表现为红细胞合并血小板或是白细胞

减少的患者有 33 例，占比 33.00%，而全血细胞减少的有 49 例，

占比 49.00%，以此同时，白细胞的计数为 1.5-5.4×109/L，平均

红细胞体积为 96-126fL。

（二）骨髓象检查结果

采用 Wright-Giems 染色电光源显微镜对患者的骨髓象进行检

查，检查后对结果进行分析，显示为：骨髓增生程度除了 2 例表

现为增生减低外，其他均为活跃及以上，其中增生活跃的有 33 例，

明显活跃的有 65 例。各个阶段均可见具有红细胞，其中占比最多

的为巨中幼细胞，也包括巨晚幼红细胞，患者的表现特征明显，

主要为细胞核分叶，并且伴随和破裂或是核出芽等情况，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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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核巨幼红细胞。粒系统各个阶段均存在巨幼样改变的情况，在

此基础上展开观察，可见核粒细胞表现为巨杆状，并且出现较多

的核分叶，核浆分布不均匀，浆老，核幼。同时进行骨髓染色观察，

其中选髓粒的丰富性最强，可将其作为铁染色因子。巨幼细胞贫

血患者中，其大多为球菌性型，本次研究中，对其类型进行观察，

其中有球菌状铁和球菌型联合小珠型患者人数分别为 44 例和 56

例。

（三）血生化检验结果

其中有 35 例乳酸脱氢酶升高患者，有 36 例间接胆红素升高

患者，有 16 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患者，有 14 例白蛋白减低

患者，有 28 例维生素 B12 减低患者，84 例表现为叶酸减少，16

例为叶酸和维生素均减少。

三、讨论

就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来说，其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对患者

的发病原因进行分析，临床认为与患者缺乏维生素 B12 和叶酸相

关，随后患者出现体内症状改变，DNA 变化，导致骨髓和外周细

胞变化，出现异常。其认为患者主要表现为细胞核发育障碍，导

致患者初选细胞核分类速度减慢的情况，难以与细胞质保证同步

发育，患者出现体积增大的情况。就这一改变来说，其均可能会

涉及到患者的红细胞、巨核细胞和粒细胞的改变。导致这些细胞

在发育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对骨髓内造血造成破坏影响，患者

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的情况。此疾病的高发人群为妊娠期女性和

婴幼儿中，在当前发展中，我国老龄化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导致

老年人的发病率不断呈现出增高趋势，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在对巨幼细胞贫血患者进行治疗时，临床发现，在给予

患者叶酸和维生素 B12 补充后，患者的症状可得到改善，其中三

系和二系的阳性率降低效果显著，结果证明了治疗后，患者的粒

系恢复速度和红系恢复速度是相对较快的，这与巨核细胞和粒细

胞与血小板的周期存在一定联系，也受到红细胞较短的因素相关。

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所有患者中，占比最多的为中

度贫血和重度贫血，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三系减少、二系

减少的，或是部分患者表现出单纯红系减少的情况，二系减少占

比最多，二系包括白细胞和血小板，在患者出现这种症状时，通

常会与其他疾病表现相同，包括骨髓增生异常和再生障碍性贫血

等，均需要对其进行鉴别诊断，从而保证诊断准确性。一般情况

下，临床将巨幼细胞贫血患者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粒系巨幼变、

幼红细胞巨幼变和幼红细胞和粒系细胞均发生巨幼变三种，就第

一种来说，患者在发生病变时，主要表现为晚幼粒为主，并且表

现出细胞数量升高的情况，对患细胞核造成压迫，导致其出现扭

曲情况，同时对应的颗粒发生变化，数量增多，体型变粗。就第

二种来说，其各期的巨幼变均会发生，最为显著的是晚幼红细胞，

其细胞核出现巨幼变化，并且伴随红系和其他病灶血症状。细胞

核分叶，并且表现出双核情况，部分表现出细胞核破裂等。而就

第三种来说，其包括两系巨幼变，表现出红细胞增生，并且数量

较多。在对患者进行研究时，巨幼细胞贫血患者还可根据球菌类

型被分为两种，分别为有球菌型外铁类型，这一类型的特征较为

显著，是对患者进行判断的主要标准。本次研究工作中，看出患

者占比最多的为两系，此特征在临床中较为常见，进行诊断时，

还需要进一步鉴别。鉴别疾病包括骨髓增生异常，此疾病通常会

受到幼红细胞病态造血的影响，使其出现巨幼养的改变，患者的

骨髓出现原位溶血，仅仅从表面形态入手的话，是难以进行的区

分鉴别的，还需要进行疗效观察，通常情况下，在给予患者维生

素 12 和叶酸干预后，巨幼细胞贫血的疗效显著，患者症状改善，

而骨髓增生异常患者则无效。同时，在本次研究检查过程中还发现，

在叶酸和维生素 V12 水平越低的情况下，患者的红细胞，粒细胞

和巨核细胞的巨样幼变越为显著。在对以上实验进行分析后发现，

对血常规，外周血形态，血生化和骨髓象进行分析有利于对巨幼

细胞贫血患者进行判断，实现对患者的诊断与评估，明确患者的

病情严重程度，从而有利于临床给予患者积极有效的治疗，促进

临床治疗效果的提高，意义显著。

综上所述，将实验室检查方法应用在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中，

其效果显著，可帮助临床进行患者病情诊断，给予患者及时治疗，

具有积极意义，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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