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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对斄型和斄斅型婴儿红细胞进行斄棻 抗原血清学检测棳以了解其红细胞上斄棻 抗原的表达情
况暎方法椇采用常规试管法及棿曟冰箱棻旇增强反应对斄型和斄斅型婴儿红细胞进行斄棻 抗原检测和确认暎结果椇
棻椀椀例斄棬斄斅棭型婴儿中检测出斄棻抗原棻棽棻例棬椃椄灡棸椂棩棭棳其中棽椄斾以内的新生儿棾例棬椄灡椀椃棩棭棳棽椆斾以上棻棻椄
例棬椆椄灡棾棾棩棭棳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斄型婴儿棻棽椃例棳检出斄棻 抗原棻棸椀例棬椄棽灡椂椄棩棭椈斄斅型
婴儿棽椄例棳斄棻 抗原检出棻椆例棬椂椃灡椄椂棩棭棳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斄型与斄斅型婴儿红细
胞上的斄棻 抗原在棽棻暙棽椄斾开始表达椈因此新生儿在棸暙棽椄斾检测斄棻抗原是无意义的棳要在棻个月以后做棿曟增
强反应才有意义椈同时同龄斄斅型婴儿的斄棻 抗原表达强度明显弱于斄型婴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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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斄棻 抗原是斄型和斄斅型人红细胞上的标志性
抗原棳也是判定斄亚型和斄斅亚型以及制定合理输
血方案的重要实验室依据暎谢作听等暡棻暢指出斄型
人与 斄斅型人的 斄棻 抗原阳性率分别为椆椆灡棽棩暍
椆椀灡椂棩棳而斄亚型与斄斅亚型人仅占棸灡椄棩暍棿灡棿棩棳
孙晓琳等暡棽暢认为棻棩暙椄棩的 斄棽 型人和棽棽棩暙
棾椀棩的斄棽斺型人能产生抗 斄棻暎因此棳为确保临床
输血安全棳国内许多实验室开展 斄斅斚亚型的检测
和相关报道暎然而棳迄今为止棳对于婴儿斄棻 抗原表
达情况还鲜有报道暎为了进一步了解婴儿斄棻抗原
的表达情况棳笔者对棻椀椀例婴儿的血液标本进行检
测棳现报告如下暎
棻 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 一般资料

棽棸棻棿年椃至椄月我院随机住院婴儿棻椀椀例棳其
中男棻棸棸例棳女椀椀例椈年龄棾棾旇暙棻棽个月棳平均年
龄为棬椃灡棻棽暲棿灡椄椀棭个月椈其中 斄型棻棽椃例棳斄斅型
棽椄例椈既往无输血史暎
棻棶棽 试剂

抗斄暍抗斅标准抗血清由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椈抗灢斄棻标准抗血清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生产椈斄斅斚反定型试剂红细胞系棾份以上
同型健康成人红细胞混合后洗涤棾次棳当进行配制暎
棻棶棾 方法
棻棶棾棶棻 斄斅斚血型鉴定  采用常规试管法棳严格按
说明书操作暎
棻棶棾棶棽 斄棻抗原检测  采用试管法棳取棿支干净试
管棳分别标号棻棳棽棳棾棳棿暎棻棳棽棳棾号三支试管中加入棻

滴抗灢斄棻血清棳棿号试管加入棻滴生理盐水暎棻号试
管中加入棻滴棿棩 斚型红细胞棳棽号试管中加入棻
滴棿棩 斄棻红细胞棳棾棳棿号中均加入棻滴棿棩患者红
细胞悬液棳混匀后棽棸棸棸暳 离心棻旐旈旑棳观察结果暎
如测试管结果阴性放置棿曟冰箱棻旇棳每隔棻椀旐旈旑
摇匀棻次棳棽棸棸棸暳 离心棻旐旈旑棳轻摇试管棳用肉眼
或显微镜观察结果暎判断标准棻号棳棿号对照为阴
性棳棽号对照为阳性前提下棳棾号为阳性棳则判为 斄棻
抗原阳性棳阴性则判为斄棻抗原阴性暎
棻棶棿 统计学处理

采用 斢斝斢斢棻棾灡棸进行数据统计棳计量资料以
暲 表示棳棽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 检验 棳组间率
的比较采用氈棽 检验棳 椉棸灡棸椀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暎
棽 结果

棻椀椀 例 婴 儿 中 检 测 出 斄棻 抗 原 棻棽棻 例

棬椃椄灡棸椂棩棭棳其中棽椄斾以内的新生儿棾例棬椄灡椀椃棩棭棳
棽椆斾以上棻棻椄例棬椆椄灡棾棾棩棭棳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斄型婴儿棻棽椃例检出斄棻 抗原
棻棸椀例棬椄棽灡椂椄棩棭棳斄斅型婴儿棽椄例斄棻抗原检出棻椆
例棬椂椃灡椄椂棩棭棳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详见表棻暍表棽暎
棾 讨论

斄型人红细胞上有棽种抗原椇斄棻暍斄抗原棳斄棻
型人红细胞上棽种抗原都存在棳斄棽 型人红细胞无
斄棻抗原暎谢作听等暡棻暢指出即使斄抗原凝集强度正
常且 斄斅斚正反定型结果相符的 斄 型与 斄斅型患
者中也可能存在一定比例的斄亚型与斄斅亚型棳而
斄亚型和斄斅亚型输入斄型及斄斅型红细胞时棳有
可能产生抗斄棻 抗体暎另有向东等暡棾暢报道棳大多数
斄斅斚亚型均带有不规则的斄斅斚抗体棳特别是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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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 各年龄组斄棻抗原凝集强度分布 例

凝集

强度

婴儿年龄组

棸暙棽椄斾
常规法 棿曟

棽椆斾暙棾个月
常规法 棿曟

棾暙椀个月
常规法 棿曟

椀暙椃个月
常规法 棿曟

椃暙椆个月
常规法 棿曟

椆暙棻棽个月
常规法 棿曟

阴性 棾棿 棾棽 椀 棻 棽 棸 棽 棻 椀 棸 椄 棸
旐旀 棻 棽 棽 棸 棽 棸 棾 棸 棸 棸 椂 棻
旝棲 棸 棸 棽 棸 棻 棸 棽 棸 棻 棻 椃 棻
棻棲 棸 棻 棾 椀 棻 棻 棽 棻 棽 棾 棻棿 椂
棽棲 棸 棸 棸 棽 棾 棽 棻 棸 棾 棻 棻椄 棻棻
棾棲 棸 棸 棸 棾 棻 椂 棻 椆 棽 椃 棻棻 棾棽
棿棲 棸 棸 棸 棻 棻 棽 棸 棸 棽 棾 椂 棻椆
合计 棾椀 棻棽 棻棻 棻棻 棻椀 椃棸

  注椇旐旀代表镜下凝集棳旝棲代表弱凝集暎

表棽 斄型和斄斅型婴儿红细胞斄棻 抗原阳性分布
 例

凝集强度
斄型

常规法 棿曟
斄斅型

常规法 棿曟
阴性 棿棻 棽棽 棻椂 椆
旝棲 棽棾 椀 棿 棽
棻棲 棻椄 棻棿 棿 棾
棽棲 棽棻 棻棻 棿 椃
棾棲 棻椀 椀棸 棸 椃
棿棲 椆 棽椀 棸 棸
合计 棻棽椃 棽椄

型暎这些抗体通常很弱棳并且多为冷抗体棳很容易
漏检暎作为受血者棳如果将亚型误定为正常血型棳
同时又未能检出这些抗体棳很容易导致输血反应暎
这些都提示正确鉴定 斄斅斚亚型的重要性棳因此医
疗单位有必要对临床输血患者常规开展斄棻 抗原检
测棳并根据斄棻抗原表达情况采用合理的输血方案
以保证临床输血安全暎目前对 斄 型和 斄斅型人红
细胞上斄棻 抗原的表达情况基本都是针对成人棳尚
无对斄和斄斅型婴儿红细胞上斄棻抗原的表达进行
研究报道暎本文检测结果发现棽椄斾内的婴儿其红
细胞上 斄棻 抗原的棿曟法检出率为椄灡椀椃棩棬棾例患
儿的年龄分别为棽棻斾棳棽椂斾棳棽椃斾棳检出平均年龄为
棽棿灡椂椃暲棾灡棽棻斾棭椈偶然也发现刚出生的新生儿有表
达斄棻 抗原的棳本组中有棾例 斄型新生儿棳分别在

椀椃旇暍棾斾暍棻棻斾发现 斄棻抗原凝集度为暲暍旝棲暍棽棲棳
其对应的常规试管法反定分别定出抗灢斅旝棲棳抗灢斅
暲及抗灢斅棽棲棳原因是婴儿体内感染母体的细菌即
经缺陷的胎盘屏障或宫内感染不断给婴儿以类 斄
类斅抗原的刺激暡棿暢暎因此对于新生儿棬棸暙棽椄斾棭建
议是不用检测斄棻 抗原的棳最好从棻个月以后开始
检测暎另一组研究表明 斄斅型婴儿的 斄棻抗原表达
强度明显弱于斄型婴儿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与谢作听等暡棻暢

的报道结果相符暎
综上所述棳斄型与 斄斅型婴儿红细胞上的 斄棻

抗原在棽棻暙棽椄斾开始表达棳所有新生儿 斄棻 抗原的
检测用常规法不能测出棳需在棿曟增强反应才能测
得棳同时在婴儿棻个月后进行棳并且 斄斅型婴儿的
斄棻抗原表达强度明显弱于斄型婴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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