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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以及营养物质的供应以满足其生长需求棳而纤
维蛋白等可刺激靶细胞内皮生长因子的合成棳最终
促进新的血管生成暡椆暢暎肺癌肿瘤细胞也可能通过
某些机制自身产生一些促凝物质棳从而改变人体血
液浓度呈现高凝状态棳均会影响患者血浆斈灢二聚体
水平暡棻棸暢暎腺癌患者由于自身腺癌细胞与鳞癌细胞
比较对组织因子的合成影响更大棳容易发生静脉血
栓塞等临床病症暎

本研究还显示棳通过化疗临床改善的 斘斢斆斕斢
患者斈灢二聚体均有不同程度降低棳斘斢斆斕斢患者化
疗效果与其血浆斈灢二聚体下降幅度存在负相关性棳
从而可用于指导临床化疗效果的评价指标之一暎

综上所述棳临床上可通过斈灢二聚体的检测辅助
诊断肺癌棳并作为评估 斘斢斆斕斢患者化疗效果以及
预后的可靠指标之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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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棻 侯金友棻 卢焱坤棻 张慧棻 张晓磊棻 刘蕾棻 邹红蕊棻

  椲摘要椵 目的椇通过献血者与患者不规则抗体的比较棳探讨对献血者和患者不规则抗体筛查的重要性暎方
法椇使用微柱凝胶法对椆椆棽棿例献血者和椄棾棽棾例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棳对抗筛阳性者进行抗体鉴定和效价
测定棳比较献血者与患者不规则抗体暎结果椇椆椆棽棿例献血者检出不规则抗体棿例棬棸灡棸棿棩棭棳均为斠旇系统不规则
抗体棳抗灢斉和抗灢斆各棽例椈椄棾棽棾例住院患者检出不规则抗体棾棻例棬棸灡棾椃棩棭棳斠旇系统不规则抗体棽棿例棳斖斘斢系
统不规则抗体椀例棳斕斿旝旈旙系统不规则抗体棻例棳斔旈斾斾系统不规则抗体棻例棳患者不规则抗体检出率明显高于献
血者棬椉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献血者与患者都应常规抗体筛查棳能有效降低输血反应发生的风险棳对临床安全输血有
重要意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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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规则抗体指抗灢斄暍抗灢斅暍抗灢斄斅以外的血型
抗体棳可引起溶血性输血反应和新生儿溶血病棳输
血暍妊娠是产生免疫性红细胞血型不规则抗体的主
要途径棳但红细胞血型抗体还未引起临床医生的普
遍重视暡棻暢暎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对受血者和献血者
都应做红细胞血型抗体筛查棳以保证临床输血安

全棳减少输血反应的发生暎现将不规则抗体筛查结
果报告如下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一般资料

棽棸棻棿灢棸棻棴棽棸棻椀灢棸棻献血者椆椆棽棿例棳年龄棻椄暙
椀椀岁暎同期住院患者椄棾棽棾例棳其中男棿椀椀棻例棳女
棾椃椃棽例椈年龄棻棽暙椄棻岁棳有输血史或妊娠史棻棸椀棿
例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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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棶棽 试剂与仪器
抗体筛查细胞 棬批号椇棽棸棻棿棸棽棸棿暍棽棸棻棿棸棾棸椂暍

棽棸棻棿棸棿棸椄暍 棽棸棻棿棸椂棻椀暍 棽棸棻棿棸椆棻椄暍 棽棸棻棿棻棸棽棽暍
棽棸棻棿棻棻棽棾棭棳微 柱 凝 胶 卡 棬批 号椇棽棸棻棾棻棽棸椂暍
棽棸棻棿棸棾棸椃暍棽棸棻棿棸椂棸椂暍棽棸棻棿棻棻棸棻棭由长春博迅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暎抗体鉴定细胞 棬批号椇
棽棸棻棿椀椃棸棻暍棽棸棻棿椀椃棸棾暍棽棸棻椀棸棽棸棾棭由上海血液生物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暎斅斄斢斚 血库专用离心机棳
斊斮斞型免疫微柱孵育器棳微柱凝胶卡专用离心机暎
棻棶棾 方法

使用微柱凝胶法进行抗体筛查棳方法参照说明
书操作暎对献血者标本采用棻棸份样本混合初筛棳
对阳性标本再逐份复查以检出抗体阳性标本棳对抗
筛阳性标本进行抗体鉴定和效价测定椈对本院住院
患者标本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棳对抗筛阳性标本进
行抗体鉴定和效价测定暎
棻棶棿 统计学分析

应用斢斝斢斢棻椃灡棸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棳采用氈棽
检验分析棳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椆椆棽棿例献血者检出不规则抗体棿例棳检出率
为棸灡棸棿棩棳抗灢斉和抗灢斆各棽例暎椄棾棽棾例住院患者
检出不规则抗体棾棻例棳检出率为棸灡棾椃棩棳斠旇系统
不规则抗体棽棿例棬椃椃灡棿棻棩棭棳抗灢斈棻例棳抗灢斉棻椂
例棳抗灢斆棽例棳抗灢斻棻例棳抗灢斿棻例棳抗灢斉斻棾例椈
斖斘斢系统不规则抗体抗灢斖椀例棳斕斿旝旈旙系统不规
则抗体抗灢斕斿斸棻例棳斔旈斾斾系统不规则抗体抗灢斒旊斸棻
例暎棾棻例抗体阳性病例中棽椀例有输血史或妊娠
史暎患者不规则抗体检出率明显高于献血者棳两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棾 讨论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人类有棾棸棸余种血型抗原暎
每种抗原都可作为免疫原棳致使受血者产生相应抗
体棳可致溶血性输血反应和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暎
不规则抗体筛查的目的是及时发现有意义的不规

则抗体棳为患者选取无相应抗原的血液成分棳以保
证患者用血安全暎

本研究椆椆棽棿例献血者检出不规则抗体棿例棳
若将有不规则抗体的血液输给含有相应抗原的受

血者棳可引起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棳影响输血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暡棽暢暎我们未将棿例抗体阳性的成
分血输给患者棳避免了给患者输入抗体阳性血液而
发生输血反应的危险暎本研究对献血者采用混合
初筛法棳此法对少数低效价不规则抗体仍有漏检的

可能棳漏检率为棿灡椄棩棳而且献血者血液中若含不规
则抗体棳引起输血反应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棳因此
我们建议对献血者均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暎
椄棾棽棾例住院患者检出不规则抗体棾棻例棳检出

率为棸灡棾椃棩棳与文献报道的棸灡棾棩暙棽灡棸棩相符暎
斠旇系统为最多棳占椃椃灡棿棻棩棳其中抗灢斉棻椂例棳斉抗
原在人群中的分布概率为棸灡棿椃棩棳斈抗原在人群中
的分布概率为棸灡椆椆椂椂棩棳而且斠旇斈抗原已常规检
测棳因此产生抗灢斉的机会更多暎我们从孕妇血清中
发现抗灢斈和抗灢斿各棻例棳抗灢斈为斠旇斈阴性女性怀
孕时接触来自胎儿的斈阳性红细胞而产生暎抗灢斿
不常见棳只有棾棩人为斿抗原阴性棳此例亦为妊娠时
接触斿抗原产生的暎此外还检出抗灢斖椀例棳抗灢斒旊斸
和抗灢斕斿斸各棻例暎因此为保证患者的输血安全有
效和预防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棳对患者和孕产妇进
行抗体筛查很有必要暎

本研究还发现患者不规则抗体检出率高于献

血者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不规则抗体主要由输血或妊娠等
免疫刺激产生棳少数是因无明显诱因产生暎有报道
显示棳每输注棻斦血液制品棳产生不规则抗体的概
率为棻灡棸棩暙棻灡椂棩棳多次输血则红细胞致敏的风险
高达棻椀棩暙棽棸棩暎本研究患者检出的棾棻例不规则
抗体中有棽椀例有输血史或妊娠史棳有输血史或妊
娠史患者的血型不规则抗体检出率显著高于无输

血史或妊娠史者暡棾暢棳而献血者大多为健康人群棳减
少了因存在潜在疾病而产生不规则抗体的机会棳这
可能是患者不规则抗体检出率高于献血者的主要

原因暎
综上所述棳对献血者常规抗体筛查能防范和减

少输血反应的发生椈对患者和孕产妇常规抗体筛
查棳能及时发现有临床意义的抗体棳有充足时间为
患者选择相合的血液棳避免因盲目配血而延误患者
病情或者因母婴血型不合导致的新生儿溶血病的

发生暎因此棳对献血者和患者常规抗体筛查意义重
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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