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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愈白血病最为有效的疗法，造

血干细胞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移植成功的一个主要环节，目前

临床上广泛采用集落刺激因子或化疗联合集落刺激因子的

动员方法。高压氧是一种非常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广泛应

用于临床，高压氧与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之间的关系国内尚无

明确报道。我中心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期间观察

了１１例长期接受高压氧治疗患者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水

平，以及７例脑外伤患者接受高压氧治疗前后其外周血造血

干细胞绝对计数的变化情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病例资料　选择长期接受高压氧治疗的患者１１例，男

性８例，女性３例，年龄２３～６３岁，平均（３９．７３±１１．７１）岁。

其中脑外伤患者３例，脊髓损伤患者３例，一氧化碳中毒患

者２例，心肺复苏后患者２例，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１例。

１１例患者根据病情需要都接受了４８次以上的高压氧治疗，

平均接受高压氧治疗（１５１±１７４）次，最短治疗５１次，最长治

疗６５８次。并且１１例患者近期均未在使用皮质类固醇激

素、化疗药物、抗癫 药物、镇静安眠药物以及其他影响造血

系统的药物。

　　因脑外伤需要接受高压氧治疗的患者７例，男性６例，

女性１例，年龄３２～５０岁，平均（４２．５７±７．１６）岁。其中３
例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在１周之内停止高压氧治疗，其余４例

患者中男性３例，女性１例，年龄３２～４８岁，平均（４０．２５±

７．５０）岁。７例患者在接受高压氧治疗之前以及治疗过程中

均未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化疗药物、抗癫 药物、镇静安眠

药物以及其他影响造血系统的药物，且在治疗之前与治疗过

程中所用其他药物前后一致，具有可比性。

　　上述１８例患者均因为不同的疾病造成神经系统损害而

接受高压氧治疗，其原发疾病对造血系统无明显影响。此

外，髌骨骨折患者１例，女性，６３岁，在接受高压氧治疗之前

以及治疗过程中未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化疗药物以及其他

影响造血系统的药物，且在治疗前后所用其他药物一致。

１．２　高压氧治疗方案　采用压缩空气加压，升压时间１５

ｍｉｎ，压力为０．１２ＭＰａ，稳压时间吸氧每次２０ｍｉｎ，共４次，２
次吸氧中间休息５ｍｉｎ，减压时间２０ｍｉｎ，每日１次。

１．３　白细胞总数及ＣＤ３４＋细胞检测　在高压氧治疗前后的

不同时间采集外周血标本，采集的外周血标本在全血细胞分

析仪上进行血常规检测，获得白细胞总数。采集的外周血标

本经过红细胞裂解液的处理，裂解红细胞后，使其与荧光标

记的ＣＤ３４抗体结合，用ＦＡＣＡ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美国ＢＤ
公司）检测 ＣＤ３４＋ 细胞比例，计 算 ＣＤ３４＋ 细 胞 绝 对 计

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１１例长期接受高压氧治疗患者和７例未

接受高压氧治疗脑外伤患者的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

之间的比较使用ＳＡＳ软件方差分析的ｇｌｍ过程分析。４例

脑外伤患者不同治疗时间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的比

较使用ＳＡＳ软件ＬＳＤ方法进行两两间方差分析。

２　结　果

　　１１例长期接受高压氧治疗的患者在接受（１５１±１７４）次

高压氧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４＋ 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２．２±

１．６）×１０６／Ｌ；７例脑外伤患者在接受高压氧治疗之前外周

血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３．１４±３．０６）×１０６／Ｌ；其中４
例脑外伤患者在接受高压氧治疗之前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

绝对计数为（１．５９±１．３０）×１０６／Ｌ，在接受１次高压氧治疗

之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 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２．３３±１．０３）×

１０６／Ｌ，在接受７次高压氧治疗之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

绝对计数为（７．４２±７．２２）×１０６／Ｌ，在接受１４次高压氧治疗

之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１３．４１±１３．７９）×

１０６／Ｌ，在接受２０次高压氧治疗之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

绝对计数为（８．２８±５．５０）×１０６／Ｌ；１例髌骨骨折患者在接受

高压氧治疗之前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５４．１８×

１０６／Ｌ，接受１次高压氧治疗后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

数为１０１．３８×１０６／Ｌ，接受 １２次高压氧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５３．５５×１０６／Ｌ，接受２２次高压氧

治疗后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的绝对计数为４９．７３×１０６／Ｌ。

　　经ＳＡＳ软件方差分析的ｇｌｍ过程分析Ｆ＝０．８８，Ｐ＝

０．３６１２，Ｐ＞０．０５，１１例长期接受 ＨＢＯ治疗患者的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与７例未接受高压氧治疗脑外伤患者

的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无统计学差异。经ＳＡＳ软件

ＬＳＤ方法进行两两间方差分析，发现经过１４次高压氧治疗

后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计数与接受高压氧治疗前相比有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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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由接受高压氧治疗前的（１．

５９±１．３０）×１０６／Ｌ，升高到（１３．４１±１３．７９）×１０６／Ｌ，升高到

原来的８．４３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而１次治疗

后、７次治疗后、２０次治疗后分别与治疗前相比，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无统计学差异；７次治疗后与１次治疗

后、１４次治疗后与７次治疗后、２０次治疗后与１４次治疗后

相比，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也无统计学差异。

３　讨　论

　　通过我们的临床观察和统计学分析发现经过１４次高压

氧治疗，可以使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较接受治疗之

前升高到原来的８．４３倍；而长期高压氧暴露不能使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升高。高压氧能够动员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得到了初步证实，但动员之后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

计数的变化趋势尚未得到统计学支持。我们设想，是否存在

随着高压氧暴露次数的增加，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

会随之增加，暴露达到一定次数之后，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

也会达到一个峰值，而后随着暴露次数的增加，ＣＤ３４＋细胞

绝对计数随之下降，直至正常这样一个趋势。随着我们病例

积累的不断增加，观察时间的不断延长，期望这一设想能够

得到证实。而这一现象的具体机制是否为人类机体对高压

氧暴露的应激反应，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美国学者Ｓｔｅｐｈｅｎ教授报道经过２０次高压氧治疗，患者

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升高８倍，而且通过动物实验证实高压氧

是通过增加一氧化氮（ＮＯ）的合成来实现动员的［１］。我们所

观察到的结果与国外文献所报道的结果有一定差别，究其原

因首先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高压氧暴露以后外

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升高的时间、幅度是否会与西方

人有所不同；其次Ｓｔｅｐｈｅｎ教授所观察的病例主要是因头颈

部肿瘤接受放疗的患者，而我们研究中的病例主要是因神经

系统损伤而接受高压氧治疗的患者，是否会因为病例选择不

同，而研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

深入研究。同时我们也观察到１例髌骨骨折患者，在接受１
次高压氧治疗之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 细胞绝对计数迅速升

高，经过１２次高压氧治疗后其外周血ＣＤ３４＋细胞绝对计数

已恢复原有水平，经过２２次高压氧治疗后未再出现明显波

动。我们推测，高压氧暴露后，刺激了体内 ＮＯ的合成，随

ＮＯ合成增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增加，继续进行高压

氧暴露后，机体逐渐出现耐受，进而适应了高压氧暴露的刺

激，ＮＯ合成减少，水平下降，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减少。

　　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用于治疗白血

病等恶性肿瘤，在移植之前广泛采用集落刺激因子或化疗联

合集落刺激因子来动员造血干细胞，有报道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ＧＣＳＦ）与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单用

及合用均能有效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动员以后ＣＤ３４＋

细胞增加１０．８３倍［２］。众所周知，高压氧是一种非常安全有

效的治疗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未见有

不良远后效应的报道。通过适当次数的高压氧暴露即能有

效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这将对目前移植治疗中干细胞的

采集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设想使用集落刺激因子联

合高压氧能够更加有效地动员造血干细胞，动员效果好，为

移植成功、造血功能重建提供了关键的保证。同时也使高压

氧在疾病治疗方面的应用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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