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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骨髓活检是目前临床常用的骨髓受侵评价方法"在淋巴瘤的分期中有重要意义$ 目
前针对淋巴瘤的分期" 在临床中骨髓活检和

23'!

氟代脱氧葡萄糖
!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

'()*+,-./-

% 检查手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判断淋巴瘤患者骨髓是否受侵犯时"

'()*

+,-./-

分期检查能否代替骨髓活检值得探讨$ 全文综述骨髓活检及
'()*+,-./-

检查在不
同类型淋巴瘤患者中的应用"并分析对比这两种骨髓评价手段各自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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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是淋巴瘤易发生侵犯的部位" 明确骨髓受

侵情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首先" 在淋巴瘤的

6@@ 6JZ:J

分期系统中"骨髓受侵状态是分期划分依

据"患者骨髓受侵则意味着其分期更晚 *

2

+

&其次"骨

髓是否受侵对淋巴瘤的治疗有指导作用&第三"明确

肿瘤在全身各器官,包括骨髓%的侵犯情况"有助于

治疗疗效的监测*

!

+

-

在淋巴瘤中" 骨髓活检作为一个评价骨髓情况

的手段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

%

+

&

'()7+,-./-

作为

淋巴瘤分期的常规检查"在临床的应用也有
2<

余年

的历史$ 尽管目前临床上对
'()7+,-./-

用于评价

骨髓受侵的价值仍然存在争议" 但作为一个无创检

查手段"用骨髓
'()7+,-./-

替代骨髓活检具有创

新性的意义$ 本文就骨髓活检与
'()7+,-./-

两种

方法评价淋巴瘤骨髓侵犯情况各自的优势及可能存

在的缺陷作一综述$

2

骨髓活检

骨髓活检!

Z:@H QDJJ:K Z;:E?L

"

AIA

%是目前临

床上评价骨髓情况的常用手段"主要优点在于)

!

可

以获得临床组织学标本&

"

阳性的骨髓活检结果可

以明确诊断淋巴瘤的骨髓侵犯&

#

骨髓活检也可在

髓外组织不能明确淋巴瘤诊断时" 提供进一步诊断

的组织学依据$ 同时"在临床工作中"骨髓活检也可

1%%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01+232 4+5(-(678!"9$8:(-;!%8<(;&

以作为排除血液系统疾病的一个检查手段!

骨髓活检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骨髓活检是

一个侵袭性的检查手段" 疼痛是其主要的不良反应

之一!

=1>2+

等#

?

$在入组
!%&

例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大约有
$"@

的患者在骨髓活检时经历过相关的疼

痛"

#A%

的患者为剧烈疼痛! 其次"在骨髓活检中另

一重要的不良反应是出血!

B,1+

等#

&

$研究入组
9% 9?$

例接受
BCB

的患者中"出现
9D

件重大不良事件"其

中
99

件主要与出血密切相关! 第三"采取标本的局

限性也是骨髓活检的一个重要缺陷" 骨髓活检所取

标本仅为人体全身骨髓的某一部分!

E--13

等#

D

$报道在

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 行双侧骨髓活检可使阳性率

从
9D@

提高到
%%@

"增加穿刺部位明显提高了标本

的阳性率!

F,+6

等#

$

$研究发现"在骨髓活检阳性的

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 " 单侧骨髓阳性率约为

#G@

"在骨髓活检阳性的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单侧

骨髓阳性率约为
%H@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单一骨

髓标本判断淋巴瘤患者是否骨髓侵犯误诊的可能性

很大! 因此"即使骨髓活检阴性的患者"临床上也不

能完全排除其骨髓受侵的可能#

I

$

! 第四"骨髓活检过

程相对比较费时"标本需经过固定%脱钙等一系列处

理后才能进行诊断"在等待骨髓活检结果时"可能耽

搁患者及时治疗的时机! 根据骨髓活检的局限性分

析"在不影响淋巴瘤治疗及预后的前提下"特别是对

不易发生骨髓侵犯的淋巴瘤"若能避免骨髓活检"在

临床中有着重要意义!

!"!

霍奇金淋巴瘤

早期霍奇金淋巴瘤&

J(>6K1+ -7LM0(L,

"

J=

'侵

犯骨髓很少见" 骨髓活检阳性率仅在
&;&@

左右 #

H

$

"

同时发现骨髓活检阳性患者多为晚期"有
B

症状等

预后不良因素的患者! 因此" 基于其发病率较低"

J,32+5-2N2*

等 #

#G

$建议仅对影像分期为
!

或
"

期的

患者"或伴有不良预后因素的
#

期患者行骨髓活检!

然而" 临床上发现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骨髓是否侵犯

与患者的预后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O>,L3

等#

##

$报

道了
D#?

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 经骨髓活检明确骨

髓是否受侵! 其中" 骨髓受侵患者的无进展生存

&

M*(6*2331(+ .*22 3)*N1N,-

"

PQR

' 和 总 生 存 &

(N2*,--

3)*N1N,-

"

4R

'分别为
DG@

和
$G@

"而无骨髓受侵患者

的
PQR

和
4R

分别为
D#@

和
$?@

" 两者之间并无统

计学差异!因此"在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骨髓活检似

乎不应作为常规推荐检查!

!"#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

>1..)32 -,*62 B 52--

-7LM0(L,

"

S=B/=

'中"经骨髓活检证实的骨髓侵犯

约占
##@T#$@

"

$T#

期患者该比例约为
%;D@

#

#!

$

!

R01L

等研究发现在血红蛋白%白细胞均正常"大肿

块的
S=B/=

患者中"发生骨髓侵犯的阴性预测值高

达
HH;!@

!提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
S=B/=

患者中"不

做骨髓活检对患者的诊治无确切的不良影响#

#%

"

#?

$

!同

时"

R01L

等#

#&

$在
##%

例
S=B/=

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

期患者不发生骨髓侵犯"

#

期
#G@

患者发生骨髓

侵犯"

!

期
!!;!@

患者发生骨髓侵犯"

"

期
#I;D@

患

者发生骨髓侵犯! 上述数据显示"在早期
S=B/=

患

者中"骨髓侵犯发生率极低! 而前期研究发现#

#D

$

"经

骨髓活检明确的骨髓受侵是
S=B/=

患者的独立预

后因素之一! 因此"

S=B/=

患者是否需要行骨髓活

检是需要进一步讨论!

!"$

滤泡细胞淋巴瘤

在滤泡细胞淋巴瘤 &

.(--15)-,* -7LM0(L,

"

Q=

'患

者中"骨髓侵犯比较常见"约
&G@

的患者可检出骨

髓受侵#

#$

$

"骨髓侵犯是该类患者的一个独立预后因

素#

#I

$

! 在
$T#

期患者中排除患者骨髓受侵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对非大肿块并拟行局部放疗的患者!

因此"在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U<,V1(+,- /(LM*2!

02+31N2 /,+52* <2VW(*K

"

<//<X

指南中"推荐对该类

患者在治疗前做双侧髂骨骨髓活检" 以明确疾病分

期#

9$

$

!

R(-,-

等 #

9I

$报道在滤泡淋巴瘤患者中"骨髓活

检阳性其
&

年及
9G

年
PQR

明显低于阴性患者"分

别为
&

年 &

D&;$@ N3 $&;D@

' 和
9G

年
U?G;?@!N3

&D;!@X

! 因此"诊断滤泡淋巴瘤时"明确其骨髓受侵

情况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临床

上应作为常规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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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皮肤边缘带
B

细胞淋巴瘤

原发皮肤边缘带
B

细胞淋巴瘤 &

M*1L,*7 5)V,!

+2()3 L,*61+,- Y(+2 B 52-- -7LM0(L,

"

P/CZ=

' 是惰

性淋巴瘤的一个亚类"是一类生长缓慢的淋巴瘤"疾

病早期极少发生骨髓侵犯" 骨髓是否受侵对疾病的

治疗及预后评估并无明显差异! 其
&

年生存率约

9GG@

"初次诊断时发生骨髓侵犯概率很小! 在脾脏

的边缘带
B

细胞淋巴瘤中" 极易发生骨髓侵犯"比

例高达
D$@T9GG@

! 而皮肤边缘带
B

细胞淋巴瘤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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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侵犯仅在
'"(

左右!

#)

"

# 该类患者单纯发生骨髓侵

犯的概率极低$ 发生骨髓侵犯时多伴有淋巴结外或

者其他脏器的侵犯%因此针对该类淋巴瘤患者&骨髓

活检在疾病诊断初期不建议作为常规检查推荐%

!"#

血管免疫母
*

细胞淋巴瘤

血管免疫母
*

细胞瘤 '

+,-./.001,/23+45.6 *!

6733 3809:/0+

&

;<*=

(约占外周
*

细胞淋巴瘤的
'&(

>!?(

&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

%骨髓侵犯在

;<*=

中较常见&甚至在疾病早期就有可能发生骨髓

侵犯%

@+.4+3

等!

!"

"发现&在
!$

例行骨髓活检的
;<*=

患者中&

!"

例)约
$A(

(患者发生骨髓侵犯# 因此在

诊断明确的
;<*=

患者中& 应常规行骨髓活检以明

确骨髓受侵情况& 同时建议采取多位点骨髓活检以

提高诊断准确率#

!"$

胃黏膜相关淋巴瘤

胃黏膜相关淋巴瘤*

016/4+!+44/6.+57B 3809:/.B

5.4417 3809:/0

&

C;=*

(是惰性淋巴瘤的一种&预后

较好&

'"

年生存率约
)"(

+ 目前对于骨髓活检在胃

黏膜相关淋巴瘤的诊断分期中的地位仍存在争议&

临床相关指南在这方面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DEED

指南建议在一些特殊病例中&骨髓活检有明确意义,

欧洲临床肿瘤学会 *

F1G/97+, H/6.758 I/G C7B.6+3

J,6/3/-8

&

FHCJ

(指南则认为骨髓活检无明确意义%

临床相关研究显示& 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发生骨髓侵

犯概率很低&

K+GL

等 !

!'

"统计分析
'M&

例胃
C;=*

患

者中&仅有
'

例*

'(

(患者发生骨髓侵犯% 同时&在

N/,-

等 !

!!

"研究&

A)O

例患者&其中有
%%

例*

OP$(

(经

骨髓活检明确诊断骨髓侵犯% 在随访的
A!

个月中&

骨髓侵犯患者与无骨髓侵犯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并无

统计学差异% 因此&鉴于骨髓侵犯在胃
C;=*

患者

中极少发生& 该研究推荐骨髓活检可仅在幽门螺旋

杆菌阴性以及胃肠外已发生转移的患者中进行%

!"%

鼻型
DQR*

细胞淋巴瘤

鼻型
DQR*

细胞淋巴瘤 *

,+4+3 DQR*!6733 380!

9:/0+

&

DQ*E=

( 属于较少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与

FS

病毒感染有关& 多发生在亚洲及拉丁美洲地区%

主要以侵犯鼻腔和韦氏环为主&多见于男性&具有高

度侵袭性& 临床表现为鼻部肿物& 也可出现面部畸

形&鼻
DQR*

细胞淋巴瘤累及骨髓少见%

T+,

等!

!%

"统

计在
!$#

例鼻
DQR*

细胞淋巴瘤患者中& 其中仅
#

例患者*

MUA(

(发生骨髓侵犯&多因素分析显示鼻

DQR*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
S

症状和
<K<

评分与预后

关系密切% 由于骨髓受侵会影响患者国际预后指数

*

.,57G,+5./,+3 9G/-,/45.6 .,B7V

&

<K<

(评分&且与患者

的预后明显相关& 因此目前临床上对于初次诊断

DQR*

细胞淋巴瘤患者是否必须行骨髓活检&尚存在

争议%

!

骨髓
@WNXKF*RE*

恶性淋巴瘤及侵袭性淋巴瘤均可表现为
'Y@!

氟代脱氧葡萄糖*

@WN

(的摄取增多&惰性淋巴瘤也

可表现为
@WN

高摄取值% 因此&为确定淋巴瘤是否

发生骨髓侵犯&

@WNXKF*RE*

作为一种新的评价手

段开始应用于临床%其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全面评

估患者骨髓情况& 弥补了骨髓活检取材仅限于局部

的不足% 另一方面体现对肿瘤本身的全面分期-评

估&而且不具有侵袭性#

@WNXKF*RE*

作为评价淋巴瘤患者骨髓侵犯的

手段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度# 其中&

K+L/4

等!

!A

"

在一篇入组
&Y$

例患者的
075+

分析中指出&

@WNX

KF*RE*

在诊断骨髓侵犯的特异性达
$!(>'MM(

#在

@G71B7,27G-

等 !

!&

"的研究中&

@WNXKF*RE*

诊断骨髓

侵犯的敏感度高达
)%(

# 但目前对
@WNXKF*RE*

诊

断骨髓侵犯尚无统一的评价标准& 临床上比较一致

的观点认为&骨髓
@WN

的摄取值高于正常肝脏摄取

值时&认为该部位骨髓受侵!

!O

"

#

&"!

霍奇金淋巴瘤

在
Z=

患者中&

E:7,!=.+,-

等!

!$

"指出&

@WNXKF*R

E*

诊断骨髓侵犯的敏感度及准确率分别为
)OU$(

和
))U%(

#

E:74/,

等!

!Y

"也指出&骨髓
@WNXKF*RE*

检

查敏感性及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骨髓活检# 然而&

F.6:7,+17G

等 !

!)

"研究发现&部分骨髓活检阳性的患

者& 其骨髓
@WNXKF*RE*

检查却没有
@WN

高摄取#

现有的一些指南又并不推荐对所有患者常规行骨髓

活检# 那么临床上骨髓
@WNXKF*RE*

检查阴性&未

行骨髓活检&而实际上有骨髓侵犯的这类患者&其最

终治疗效果如何呢.

F3!N+3+38

等!

%M

"研究发现&在
@WNX

KF*RE*

明确骨髓阴性的
!>"

期
Z=

患者中& 骨髓

活检并未改变这部分患者的治疗策略% 当然&

E*

基

础上的
!>"

期
Z=

患者中&其骨髓活检很少发现骨

髓受侵% 因此&对于经
@WNXKF*RE*

或
E*

明确诊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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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2 4+5(-(678!"9$8:(-;!%8<(;&

的患者! 在现有的治疗策略中! 骨髓
=>?@ABCD/C

检查并未作出更多的改变"

!"!

弥漫大
E

细胞淋巴瘤

在
>FE/F

患者中!骨髓活检发现的骨髓侵犯率

较低!但行骨髓
=>?GABC

检查!其骨髓侵犯阳性率

可达
!HIJ!KI

#

!L

$

"数据表明!在评价
>FE/F

患者骨

髓侵犯时!

=>?@ABCD/C

比
EME

敏感度更高" 但骨

髓
=>?@ABCD/C

评价骨髓侵犯的特异性目前还存

在一定的争议!因为
=>?@ABCD/C

诊断标准主要参

考正常肝脏的
=>?

摄取值!诊断受到较多主观因素

影响"

NO,P3

等 #

%9

$进行
P2Q,

分析发现!骨髓
=>?G

ABCD/C

在
>FE/F

患者中诊断骨髓侵犯的敏感度约

为
$R;SIJK&;SI

!特异性约
KKIJ9""I

"然而直接对

比髂棘部位
EME

与髂棘部位骨髓
=>?GABCD/C

!结

果显示后者诊断骨髓侵犯的敏感度下降到仅约

9H;%I

#

%!

$

"

骨髓活检明确发生骨髓侵犯的
>FE/F

患者!其

预后明显比无骨髓侵犯患者的预后差"

T(+6

等#

%%

$研

究发现!

=>?GABCD/C

明确骨髓侵犯患者!其预后与

是否发生骨髓侵犯无明显相关性 " 因此目前就

=>?GABCD/C

作为评价骨髓侵犯的手段的有效性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最新制定的
UAU

评分中明确指

出! 应以组织学确定的骨髓侵犯为标准! 而骨髓

=>?GABCD/C

评价方式并未被纳入其中#

%H

$

"

!"#

滤泡淋巴瘤

在滤泡淋巴瘤患者中! 目前常规推荐检查仍为

骨髓活检"

=>?GABCD/C

能否替代骨髓活检仍有一

定的争议"

A2**7

等#

%&

$的研究中!

LS

例
=F

患者中
9L

例%

!%;&I

&患者经
=>?GABCD/C

明确骨髓侵犯!后

经骨髓活检证实有
9%

例%

9K;9I

&发生骨髓侵犯" 最

终统计结果显示!

=>?GABCD/C

在诊断骨髓侵犯时!

其阴性预测值能达到
9""I

! 而阳性预测值仅有

HS;&I

" 同时!

V(-,-!/2-16+7

等#

9S

$统计发现!骨髓
=>?G

ABCD/C

阳性率明显低于骨髓活检阳性率!约为
!RI

J!&I

" 因此! 鉴于骨髓
=>?GABCD/C

阳性率较低!

=>?GABCD/C

尚不能替代骨髓活检作为评价滤泡淋

巴瘤患者骨髓是否受侵的检测手段" 对于如何评价

骨髓
=>?GABCD/C

结果提示阳性而
EME

结果阴性

的患者的骨髓情况!以及如何决定该类患者的分期!

目前尚未见文献进行报道" 在现有
<//<

指南中!

=>?GABCD/C

尚未作为评价骨髓是否受侵的确切手

段写入其中"

%

总 结

淋巴瘤患者骨髓受侵情况的评价! 目前临床主

要采用的手段除
EME

'

=>?GABCD/C

以外! 还包括

骨髓磁共振等检查! 因此合理运用临床相关检查手

段!指导临床治疗尤为重要"骨髓活检能提供病理学

依据!因其属于有创性检查!使得在临床操作中存在

一定局限性" 骨髓的
=>?GABCD/C

检查!虽有效避

免了发生创伤的弊端!然而其缺少组织学依据!在临

床应用上也就存在一定的争议"研究结果显示!不同

类型'不同分期及不同预后的淋巴瘤!其骨髓受侵犯

概率不同! 所以并非所有淋巴瘤患者均推荐做骨髓

活检" 在
TF

患者中!骨髓侵犯在早期疾病中发生率

很低! 在晚期疾病中骨髓侵犯并不影响治疗策略选

择! 此类患者如果已做全身
=>?GABCD/C

分期检

查!则可以考虑不做
EME

检查" 在
>FE/F

患者中!

=>?GABCD/C

作为评价骨髓是否受侵犯的检查手段

并不理想"在
>FE/F

患者中!通过
EME

诊断的骨髓

侵犯作为患者重要的预后因素之一! 因此更多的证

据认为在
>FE/F

患者中!骨髓
=>?GABCD/C

并不能

替代
EME

" 目前针对淋巴瘤患者!评价骨髓受侵选

择骨髓活检! 还是骨髓
=>?GABCD/C

尚无一致意

见!因此需要我们对更多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包括

对不同类型'不同分期的淋巴瘤患者!分析骨髓活检

与
=>?GABCD/C

各自检测结果的差异!各自对淋巴

瘤治疗及预后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研究! 最终确定两

者在明确骨髓侵犯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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