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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基层医院对用血暍备血患者血型不规则抗体筛查的意义及最适开展方法暎方法椇采用凝
聚胺法暍抗人球蛋白法暍微柱凝胶免疫法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棳并以血清倍比稀释度来检测棾种方法的灵敏度和
特异性的差异暎因盐水法会造成斏旂斍型抗体漏检棳故不在本次实验推荐范围暎结果椇棾种方法均能全部检测出
斏旂斍型抗体棳阳性符合率达棻棸棸棩棳但从血清稀释度体现出灵敏度稍有差异暎结论椇棾种方法自身特点暍推广范围
与适用情况均有不同点暎基层医院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建议开展微柱凝胶法椈若条件受限棳则推荐凝聚胺法椈而作
为经典方法的抗人球蛋白法因相对费时且操作繁琐棳不适做为日常筛选方法棳宜作为不确定病例的确诊试验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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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血型抗体有棽种类型棳即斏旂斍和斏旂斖棳现
阶段认知的斄斅斚血型系统分型包括抗斄与抗斅暎
不规则抗体是指抗灢斄暍抗灢斅以外的血型抗体暎不
规则抗体是引起输血迟发性免疫不良反应暍新生儿
溶血病暍疑难配型等问题的重要相关原因暎其主要
经多次暍大量输血或妊娠等免疫刺激而产生暎常分
为自身抗体和同种抗体棳同种抗体一般具有特异
性棳自身抗体是非特异性的暡棻暢暎抗体阳性的患者一
旦输入具有相应抗原的红细胞棳抗原暍抗体就会发
生免疫性结合棳在补体的参与下棳导致输入的红细
胞被溶解棳进而导致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或者迟发
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暎工作人员在输血工作中要尽
条件所能来阻断这种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暎
根据我国暥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暦的要求对输血史或
妊娠史的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选暎针对检查结
果实施输血棳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输血不良反应的
发生棳对患者安全以及后续治疗起到很大的帮助棳
以确保临床合理用血的安全暎本次研究采用微柱
凝胶法暍凝聚胺法和抗人球蛋白法进行不规则抗体
检测棳现分析如下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一般资料

选择棽棸棻棿灢棻棸棴棽棸棻椀灢棻棸我院患者棽棾棻椃例棳其中
男棻棽棾椆例棳女棻棸椃椄例椈年龄棻暙椄椃岁椈包括椂椃棾例孕
产妇棳手术需用血者椃棽棽例棳住院治疗椆棽棽例暎
棻棶棽 检查仪器
棻棶棽棶棻 离心机  长春博迅提供卡式专用离心机棳
孵育箱棬棾椃曟棭以及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检测卡棳上
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不规则抗体检测鉴

定谱细胞棳包括人工细胞栺暍栻暍栿棳共棻椂种抗原棳
分别为斈棳斆棳斉棳斻棳斿棳斖棳斘棳斢棳旙棳斝棻棳斕斿斸棳斕斿斺棳斒旊斺棳
斒旊斸棳斊旟斸棳斊旟斺暎不规则抗体抗灢斈暍斉暍斆暍斻暍斿暍斢暍旙暍斔暍

斊旟斸暍斊旟斺暍斒旊斸暍斒旊斺暍斖暍斘暍斝棻棳斕斿斸来自加拿大斈旓灢
旐旈旑旈旓旑公司暎
棻棶棽棶棽 凝聚胺试剂盒  由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棬台资棭提供棳取小试管棾支棳分别加入被检者
血浆棻棸棸毺旍棳再分别加入栺暍栻暍栿号筛选红细胞各
椀棸毺旍棳混匀按厂家提供说明书操作棳最后加入悬浮
液观察凝集与溶血情况暎
棻棶棽棶棾 抗人球蛋白 抗体筛查细胞由上海血液生
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棳小试管棾支棳分别加入
被检者血浆棻棸棸毺旍棳再分别加入栺暍栻暍栿号筛选红
细胞各椀棸毺旍棳混匀后置棾椃曟水浴棾棸旐旈旑棳用生理盐
水洗涤棾次棳注意每次洗涤均应扣干棳棻棸棸棸暳 离

心棻椀旙棳立即观察凝集与溶血情况暎
棻棶棽棶棿 抗人球蛋白微柱卡  由长春博迅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棳由棾个细胞组组成棳包括 斠旇棳
斔旈斾斾棳斖斘斢旙棳斈旛旀旀旟棳斔斿旍旍棳斕斿旝旈旙棳斝等椄个血型系
统的棻椂个抗原互补椈棻暙棾号微柱中分别加入栺暍
栻暍栿号筛选红细胞各椀棸毺旍棳再加入离心完全的患
者血清各椀棸毺旍棳放入专用配置的棾椃曟孵育箱孵育
棻椀毺旍棳再放入专用离心机离心棳观察结果棳阴性者红
细胞沉于管底棳阳性者因凝集不能通过微柱孔径而
浮于柱的顶端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试验结果

不规则抗体在正常人群中检出率仅为棸棶棾棩
暙棽棶棸棩暡棻暢棳相关文献资料显示不规则抗体在普通
人群中的阳性率比较低棳在输血史患者中比率稍高
于正常人群暎本次研究患者共棽棾棻椃例棳试验阳性
棻棻例棳阳性率为棸棶棿椃椀棩暎棻棻例阳性患者均有输血
史或妊娠史棳据调查棿例男性有棾次以上输血史棳
输血量在棻椂棸棸旐旍以上暎椃例女性棳有棽例有输血
史棳棿例有棽次以上妊娠史棳棻例既有输血史也是初
次妊娠史棳以上数据证实不规则抗体的产生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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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与妊娠史有关暡棻暢暎
棽棶棽 抗体效价测定

使用商品的筛选细胞分别采用微柱凝胶法暍凝
聚胺法暍抗人球蛋白法棳对本次抗筛阳性血清倍比
稀释后进行效价检测棳比较棾种试验方法对不同血

型系统抗体的敏感性并测其效价棳直至稀释到曒棻
棲的最高血清稀释度为效价判定终点暎同时用该
试剂筛选细胞与正常献血者血清反应棳作为阴性对
照试验棳结果见表棻暎棾种方法所用血清量和试验
时间比较结果见表棽暎

表棻 棾种试验方法测定不同血型系统抗体效价比较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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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椇方法棻为微柱凝胶免疫法棳方法棽为凝聚胺法棳方法棾抗人球蛋白法暎

表棽 棾种方法所用血清量和试验时间的比较
方法 抗体用量棷毺旍 抗原用量棷毺旍 试验时间棷旐旈旑
棻 椀棸 棻棸棸 棽椀暙棾棸
棽 棻棸棸 棻棸棸 椀暙椂
棾 棻棸棸 棻棸棸 棾椀暙椀棸

  注椇方法棻为微柱凝胶免疫法棳方法棽为凝聚胺法棳方
法为棾抗人球蛋白法暎

棾 讨论
患者产生血型不规则抗体是引起迟发性溶血

性输血反应的主要原因棳这种情况会造成输血事
故棳现阶段的文献资料也证实引起溶血反应的最主
要原因是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的产生棳据报道此原因
占输血死亡总数的椀椀棩以上暡棽暢暎所以输血之前常
规进行抗体筛选工作十分必要暎不规则抗体产生
的部分原因是妊娠免疫产生棳以及多次或大量输血
产生棳甚至是药物对免疫系统的刺激产生暡棽灢棾暢暎本
试验显示棳凝聚胺法相对灵敏度高暍价廉暍快速棳且
操作简单方便暡棾暢暎对有些血型系统尤其是斠斎 系
统灵敏度甚至高于其他棽种方法棳但对于斕斿旝旈旙血
型系统和斔斿旍旍系统凝聚胺法灵敏度明显低于其他
棽种方法暎虽对斔斿旍旍系统抗体不够敏感棳但国人斔
抗原几乎为零暎况且斠旇血型系统抗原性较强棳产
生免疫性抗体的频率较高棳本次实验证实凝聚胺对
此血型系统的敏感性还高于其他棽种方法暎缺点
是凝聚胺结果稍显不好判断棳要有丰富的实际操作
经验棳操作中注意不能剧烈晃动棳否则会使弱凝集
消失棳误判为阴性暎对于出现弱阳性的标本或不确
定标本还需要做抗人球蛋白法为最终判断暎抗人
球蛋白试验虽是世界公认检测不规则抗体的经典

方法棳但孵育时间太长棳需棾次洗涤红细胞棳过程太
繁琐棳因此不适用于医院中日常标本大批量筛查棳
只能将该方法用在对少数凝难标本的确定中暎

本次试验中微柱凝胶法干扰因素少棳操作法简
单暍方便暍敏感性高棳结果判断直观又能较长时间保
存棳标本用量少棳且能同时检测多份标本棳因此临床
中应用更多棳适宜推广暎且微柱凝胶法灵敏度略优
于抗人球蛋白法暎缺点是该方法需配备专用的离
心机及孵育器棳相对于其他棽种方法成本较高暎值
得一提是此方法对血标本要离心特别完全棳否则极
少的纤维丝也会阻碍单个红细胞通过微柱孔棳造成
不清晰结果暎

虽然基层实验室条件相对落后棳但血库工作严
谨性是等同与上层医院的棳由于每种方法都有其各
自的优点和不足棳不同的实验室应综合权衡利弊棳从
基层医院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棳选择适合自己实验
室的方法棳以保证方法可开展性棳服务与临床输血的
安全暎我院常规用血暍备血患者的抗筛检测均采用
微柱凝胶免疫法棳而急诊时用血比较急棳需分秒利
用棳则采用凝聚胺棳以达到比较快速的筛选不规则抗
体暎综本次试验棳推荐基层实验室采用微柱凝胶法暎
若实验室条件受限棳则推荐开展凝聚胺法进行常规
筛检棳遇到阳性标本再用微柱凝胶法或抗人球法复
检确认暎输血安全直接关系到患者后续治疗甚至患
者生命安全棳建议对于连续输血患者棳棾斾筛检棻次棳
以防止开始效价很低不易检出棳但经过输血刺激棳回
忆性抗体效价迅速升高而引起溶血反应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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