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孔晓煌$

"'++Z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胸部肿瘤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W42

+

"$+)$!"""-,

-

F/D6:2

+

C94M?

%

"-$&CAD

!

!短篇与病例报道!

""

#A:

+

")&$'-'

(

O

&:MM;&"-!"/+$,+&*)"%&*+&)%"

大细胞肺癌合并类白血病反应
"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孔晓煌!黄壮士$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郑州
,%))",

#

""

"中图分类号#

"

=!$,&*

&

=%%

"文献标识码#

"

0

"文章编号#

"

"-!"/+$,+

"

*)"%

#

*+/,)$"/)*

""

大细胞肺癌$

H0H0

%是肺癌中少见的一种类型#约占肺癌

的
"(

#具有恶性程度高#扩散快#早期易发生转移等特点#手

术及放化疗效果均不佳)

"

*

!类白血病反应$

H=

%是机体受严重

应激而导致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类似白血病的一种综合

征)

*

*

#其主要病因有+严重感染"恶性肿瘤"药物"严重烧伤和其

他一些疾病!临床上
H0H0

合并
H=

$以下简称
H0H0/H=

%的

病例十分罕见#特别当感染性疾病未能排除时#诊断往往难以

明确#极易造成误诊!本文通过
"

例
H0H0/H=

的病例报道#

并结合国内外文献分析#探讨其临床特征"致病机制"治疗及预

后等#从而减少临床上的漏诊和误诊!

?

"

临床资料

患者#女#

%+

岁#因胸部
0W

检查发现右肺门肿块#于
*)"$

年
!

月
%

日收入院#行气管镜检查其病理诊断提示+低分化腺

癌#后行&胸腔镜下右全肺切除
b

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诊

断+大细胞未分化癌#支气管切端未见癌侵润!

")

天后顺利出

院后患者因经济原因未行辅助治疗!

*)"$

年
")

月
",

日患者

出现胸闷"间断咳嗽"咳淡红色痰#于
*)"$

年
")

月
"!

日呼吸

困难加重再次入院!既往无慢性病史#无长期服用药物史!入

院后查体+体温
$-&!l

#脉搏
"$)

次(分#呼吸
$,

次(分#血压

"$'

(

+)DD<

J

!查体见患者强迫半卧位#痛苦面容#呼吸急

促#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气管稍向患$右%侧偏#左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干湿性音#无胸骨压痛#心率
"$)

次(分#律齐#腹软#

无压痛反跳痛#无肝脾肿大#神经系统未见异常!急查血常规

示+白细胞计数为+

$%&,'k")

'

(

H

#急行胸部
0W

检查示+左肺

多发斑片状高密度影#边缘模糊以肺底部显著#右侧胸腔见积

液影!考虑患者咳血水样痰且与体位变化有关#诊断支气管胸

膜瘘#急诊行右侧胸腔闭式引流后患者咳嗽及呼吸困难显著缓

解!为预防支气管胸膜瘘导致胸腔感染遂给予联合抗菌药物

治疗-患者体温正常#一般情况显著改善!

*#

后复查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升高达+

-$&'+k")

'

(

H

#改用去甲万古霉素联合头

孢他啶加强抗感染治疗#

$#

后复查白细胞仍进行性升高#白

细胞计数为
!$&")k")

'

(

H

#考虑患者体温一直正常#一般情况

好#胸管引流通畅#感染造成血象升高的可能性不大#遂停用抗

生素请血液科会诊行骨髓穿刺检查+碱性磷酸酶$

SQT

%积分

升高#未见明显的异常细胞及幼稚细胞浸润#排除白血病可能#

诊断为类白血病反应-同时复查胸部
0W

+右侧胸腔内无积液

征#但右肺门可见巨大软组织样密度肿块影#临床诊断为支气

管残端大细胞肺癌复发并支气管胸膜瘘及类白血病反应!给

予羟基尿"别嘌醇等降白细胞等治疗
"

周#复查血象较前降低#

白细胞计数
,*&+%k")

'

(

H

!后患者家属拒绝进一步治疗要求

出院#出院后
*%#

死亡!

@

"

讨
""

论

@&?

"

文献复习
"

以&

H0H0

'和&

H=

'为关键词#分别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
"'+%

!

*)",

的中文文献

和
TLBD4#*)))

!

*)",

年外文文献#然后对检索到的
H0H0/

H=

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检索出国外近
"%

年来
H0H0/H=

的

文献
$

篇)

$/%

*

#近
$)

年的国内文献
H0H0/H=*

篇)

-/!

*

#加上本

例共计
""

例患者!其中国外
+

例#国内
$

例-男
+

例#女
$

例-

发病年龄从
,+

!

-$

岁#中位年龄
%+

岁-其中
%

例描述了
H0H0

的发生部位#

,

例发生于右肺#

"

例发生于左肺-治疗方案各不

相同#其中
'

例说明了从确诊到的死亡的生存时间#生存时间

从
"*

!

-""#

#平均生存时间
"))#

!

@&@

"

H0H0

的临床特征
"

H0H0

是肺癌中少见的一种类型#

属于未分化癌的范畴#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因此也被称为&大

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由于具有鳞癌和腺癌的特点且无明确统

一的诊断标准#常常难以在首诊时明确诊断#易误诊为分化程

度差的鳞癌和腺癌!本例患者术前纤支镜活检病理即诊断为

低分化腺癌#术后大体标本及免疫组化才确诊为大细胞癌!大

细胞肺癌的分型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分为
,

类+大细胞未分化

癌#基底细胞样癌#淋巴上皮瘤样癌和透明细胞癌!随着病理

检查等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建议将
H0H0

分为+鳞分化型"腺

分化型"神经内分泌型"未分化型)

+

*

!把未分化型作为大细胞

肺癌#而把剩余的三型则分别归到鳞癌"腺癌和小细胞癌#则能

更准确地制订治疗方案!

H0H0

恶性程度高"扩散快"早期易

发生转移!手术治疗是主要手段#但术后生存期很短#即使联

合放化疗等亦未见其生存率提高#在整个非小细胞肺癌中预后

最差)

"

*

!本例患者术后
$

个月复发#合并
H=

确诊后生存期仅

"

个月!

@&A

"

H=

的临床特征
"

H=

是机体因受重度感染"恶性肿瘤"

药物"中毒"严重的过敏反应等刺激而使外周血白细胞升高的

一种临床表现#但骨髓象的改变不显著#幼稚细胞的增加尚未

达到诊断白血病的标准!

"'*-

年国外首次报道该种疾病#而

国内从
"'%,

年才开始有个例报道!类白血病反应有如下几个

特征)

'/"*

*

+$

"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一般大于
*)k")

'

(

H

#而其余

的血细胞计数一般正常-$

*

%存在原发病因-$

$

%骨髓象无明显

异常#无白血病细胞浸润的表现-$

,

%

SQT

积分常增高!对于

肿瘤患者来说
H=

是副癌综合征之一#多见于恶性肿瘤的复

发"转移或者骨转移的患者#故有人认为是恶性肿瘤复发的标

志之一)

"$

*

!本例患者术后
$

个月肿瘤复发#并发
H=

后白细胞

计数最低值为
$%&,'k")

'

(

H

#骨髓象无明显异常#

SQT

积分

增高等特征均与文献报道一致!

@&B

"

H0H0/H=

的机制
"

H0H0

引起
H=

的机制还未彻底阐

明!有研究通过检测患者血清的
@/083

"

@R/083

"

Ĥ/-

等造

血因子#或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肿瘤标本的
@/083

"

@R/083

"

Ĥ/-

等造血因子的抗体#从而认为肿瘤组织自分泌前述的造

血因子#刺激白细胞的增生#从而导致
H=

的发生)

$/,

*

!一些学

者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

#

",

*

+$

"

%肿瘤细胞作用于巨噬

细胞而产生
WS3

和
Ĥ/"

#并同时活化
W

淋巴细胞#从而产生

@R/083

"

@/083

等集落刺激因子#进而导致
H=

!$

*

%肿瘤细

胞侵犯骨髓#破坏了骨髓正常的结构或造血微环境#而使大量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白细胞释放到外周血#使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从而呈现
H=

!

由于条件所限#本例未进行相关造血因子测定!

@&J

"

H0H0/H=

的治疗与预后
"

由于
H=

是继发于其他疾病

的一种临床综合征#故其本身不需特殊处理#以治疗原发病为

主#同时尽量避免使用能导致类白血病反应的药物)

*

*

!

H0H0/

H=

的患者以治疗
H0H0

为主+肿瘤能手术切除的患者选择手

术治疗#对于失去手术时机的患者#化疗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对

于不能耐受化疗的患者只能对症治疗!由于检索到的病例较

少#尚无成熟的化疗方案#未检索到放射治疗
H0H0/H=

的经

验报道!本例患者由于一般情况差#不能耐受化疗#故给予降

白细胞处理!搜集到的
*

篇中文文献#

"

例给予东莨菪碱处

理#其预后未见报道-另
"

例则给予&氟尿嘧啶
b

丝裂霉素'处

理#在确诊后
"*#

死亡!检索到的
$

篇外文文献中有
*

篇文

献介绍了治疗方案#

"

例使用&卡铂
b

吉西他滨
b

贝伐单抗'#

确诊后
*

个月死亡-另
"

例使用&顺铂
b

长春瑞宾'#确诊后
!

个月死亡!因类白血病反应患者的预后主要取决于其原发疾

病)

"%

*

#而
H0H0

的恶性程度高#早期易发生转移#故大多数

H0H0/H=

的患者预后差!

本例患者在确诊前#因怀疑血象升高是支气管胸膜瘘导致

胸腔感染造成#故一直使用高级别的抗菌药物进行抗感染治

疗#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可见本病不仅容易导致大量高级别抗

生素的滥用和浪费#同时也极易造成误诊#更影响对本病的正

确治疗!总之#

H0H0/H=

的病例临床上少见#早期诊断较困

难!

H0H0/H=

的患者常见于肿瘤复发和转移后#预后差#临床

上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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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8QT

患者经颈外静脉留置
T̂00

一针穿刺成功

率高于肘部静脉#输液速度明显快于肘部静脉组#并发症发生

率低#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留置时间能满足
8QT

患者非手术

治疗的需要!为
8QT

患者特别是肘部静脉穿刺困难#一些医

院暂时无法开展
>

超引导置管的患者提供了一条安全有效的

静脉治疗通路#为患者赢得抢救时机#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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