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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开展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技术棳利用实验室血型自动分析软件系统和输血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等
计算机信息识别技术棳探讨斠旇血型椀种抗原检测在精准化输血中应用的可行性暎方法椇利用实验室血型全自动
分析系统棳对献血员红细胞标本和受血者标本都进行斄斅斚血型和斠旇椀种血型抗原棬斈暍斆暍斻暍斉和斿棭检测棳将检测
结果上传至输血信息管理系统棳利用计算机识别技术为受血者自动匹配斄斅斚血型和 斠旇椀种血型抗原相合的血
袋棳用凝聚胺法及抗人球蛋白卡式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棳实现临床精准化输血暎结果椇实施输血精准化方案后棳
椆棸棩以上的受血者可以实现斄斅斚血型和斠旇椀种血型抗原完全相合的输血棳未见输血不良反应发生椈与实施精
准化输血方案前相比棳多次输血或有输血史的患者血型不规则抗体阳性明显降低棳且在不规则抗体阳性情况下疑
难配血成功率大大提高暎结论椇开展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技术实现临床精准化输血棳既可以避免 斠旇系统抗体的产
生棳同时也减少了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椈提升了解决疑难配血的能力棳提高了输血治疗的安全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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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输血科棬山东青岛棳棽椂椂棸棸棾棭
通信作者椇孙波棳斉灢旐斸旈旍椇旕旟旙旛旑斺旓椑棻椂棾棶斻旓旐

  斠旇血型系统是国际输血协会棬斣旇斿斏旑旚斿旘旑斸灢
旚旈旓旑斸旍斢旓斻旈斿旚旟旓旀斅旍旓旓斾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棳斏斢斅斣棭确定的
第棿个血型系统棳斠旇血型是人类已知红细胞血型
系统中最为复杂和多态性的血型系统棳其临床意义
仅次于斄斅斚血型棳现已确定的斠旇血型抗原总共
有椀棸个暡棻暢暎有文献指出棳在有意义的免疫作用引
发的同种抗体研究证实了斠旇血型系统中斆暍斻暍斉暍斿
抗原的免疫原性比斈抗原弱棳但在上述棿种抗原引

发的抗体中抗灢斉 最为常见棳其次为抗灢斻暡棽暢暎暥临床
输血技术规范暦要求输血前对斄斅斚血型和斠旇斈血
型进行检测棳大大降低了因红细胞上不同抗原引起
的抗原抗体反应椈但并未要求对 斠旇血型系统的斉暍
斆暍斻暍斿等抗原进行检查棳患者在接受多次输血后棳
血液中就可能产生针对斠旇血型抗原抗体棳再次输
血时就可能引起交叉配血不合而导致溶血性输血

反应暎我院自棽棸棻椀年棻棸月起棳通过实验室血型全
自动分析系统对输血前患者和献血者常规检测

斄斅斚和斠旇血型椀种抗原棬斈暍斆暍斻暍斉和斿棭以及不
规则抗体筛查椈将实验室数据结果上传至输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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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棳利用计算机识别技术实现 斄斅斚血型和
斠旇椀种血型抗原相合的精准化输血既能够从源头
上降低抗灢斉暍抗灢斻等斠旇抗体的发生率棳避免临床实
践中因为斠旇系统抗原不明引起的反复交叉配血不
合棳同时也减少了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椈提升了解
决疑难配血的能力棳提高了输血治疗的安全性暎本
文对棽棸棻椂年上半年我院实施斄斅斚血型和斠旇椀种
血型抗原相合的精准化输血方案后的输血病历进

行了回顾性分析棳通过分析 斠旇血型抗原表型的分
布情况暍对比精准化输血方案实施前后不规则抗体
阳性率的变化棳探讨开展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技术实
现临床精准化输血的意义暎
棻 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 研究对象

我院棽棸棻椂年上半年门诊暍病房需要输血的手
术患者暍非手术患者暍孕妇暍部分新生儿输血患者
棾棸椀棸例棳其中男棻棽棻棸例棳女棻椄棿棸例椈年龄棾斾暙
椄椃岁暎共输注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椂棽棸棸袋棳输注
血液成分由青岛市中心血站提供暎
棻棶棽 仪器设备与试剂

长春博迅斎斄斖斏斕斣斚斘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及其
配套试剂棳主要承担斄斅斚血型复检和斠旇血型椀种
抗原检测椈斅斏斚灢斠斄斈斏斎灢棻棸棸棸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及
其配套试剂棳主要承担不规则抗体筛查检测椈伽利略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棬斏斖斖斦斆斚斠棭及其配套试剂棳主要
承担血型鉴定棬斄斅斚正反定和斠旇斈棭检测暎
棻棶棾 输血前相容性检查暍检验

输血前相容性检查暍检验流程见图棻暎

图棻 输血前相容性检查暍检验流程图

棻棶棿 血型全自动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本实验室对输血前患者和献血者红细胞样

本 斄斅斚和 斠旇斈血型抗原均进行棽次检验核查棳
各检验设备将标本检测结果上传至血型全自动

分析软件棳由实验室血型自动分析系统对检测数
据自动进行比对棳棽次检测结果一致棳则完成检
验结果审核并上传到输血信息管理系统中椈棽次
检测结果不一致棳则血型分析系统会对此标本检
测结果进行阻拦棳需要人工单独进行结果分析椈
形成 最 终 血 型 报 告 暟斄斅斚棲斠旇斈棲斠旇 表 型
棬斆斻斉斿棭棲不规则抗体暠暎
棻棶椀 输血信息管理系统

输血信息管理系统根据同型匹配的原则自动暍
智能从库存中匹配血型信息棬斄斅斚棲斠旇敠斈暍斉暍斻暍
斆暍斿棭相合的血袋制品信息棳血袋编号按失效期先后
顺序排列棳按照暟先入先出暠的原则选择合适血液制
品棳进行凝聚胺法及抗人球蛋白卡式法进行交叉配
血试验暎

斠旇表型匹配优先级椇栺级椌栻级椌栿级棳见表棻暎

表棻 斠旇表型配血优先级介绍
栺级 斠旇抗原同型匹配 如椇斆斻斉斿患者选择斆斻斉斿血袋棳斻斻斿斿患者选择斻斻斿斿血袋椈
栻级 斠旇抗原相容性匹配 如椇斆斻斉斿患者选择斆斻斉斉血袋棳斆斻斉斿患者选择斆斆斉斉血袋椈
栿级 斠旇抗原规避性匹配 根据斠旇系统抗原强弱棳依次规避斉抗原暍斻抗原等暎

棻棶椂 临床输血操作
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暥临床输血操作规程暦执行暎

棻棶椃 统计学分析
分别对我院棽棸棻椀年上半年棾棽棸棸例和棽棸棻椂年

上半年棾棸椀棸例输血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棳并
对抗体进行鉴定分析椈计数资料的统计分析用氈棽
检验棳统计学分析使用斢斝斢斢棻棾棶棸进行棳以 椉棸灡棸椀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对椂棽棸棸例献血员 斠旇斈阳性椆种抗原表现型
结果分析见表棽暎
  椂棽棸棸例献血员标本斠旇阳性血型抗原检测情
况见表棾棳根据统计数据棳斠旇血型椀种抗原分布除
斈外棳抗原阳性所占百分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斿暍斆暍斻暍

斉棳各抗原阳性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与国内研
究结果相符暎

表棽 椂棽棸棸例斠旇斈阳性椆种斠旇表现型分布
斠旇斈阳性表现型 例数 百分率棷棩
斻斻斈斉斉 棿椄椆 椃棶椄椆
斻斻斈斉斿 棽椄椂 棿棶椂棻
斻斻斈斿斿 棽椀 棸棶棿棸
斆斻斈斉斉 棻椄 棸棶棽椆
斆斻斈斉斿 棽棽棻椆 棾椀棶椃椆
斆斻斈斿斿 椀椃椀 椆棶棽椃
斆斆斈斉斉 棻 棸棶棸棽
斆斆斈斉斿 棾棸 棸棶棿椄
斆斆斈斿斿 棽椀椀椃 棿棻棶棽棿
合计 椂棽棸棸 椆椆棶椆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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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 椂棽棸棸例献血员标本斠旇阳性血型抗原分布
斠旇血型抗原 例数 百分率棷棩
斆
 阳性 椀棿棸棸 椄椃棶棻棸
 阴性 椄棸棸 棻棽棶椆棸
斻
 阳性 棾椂棻棽 椀椄棶棽椂
 阴性 棽椀椄椄 棿棻棶椃棿
斉
 阳性 棾棸棿棾 棿椆棶棸椄
 阴性 棾棻椀椃 椀棸棶椆棽
斿
 阳性 椀椂椆棽 椆棻棶椄棻
 阴性 椀棸椄 椄棶棻椆
合计 椂棽棸棸 棻棸棸棶棸棸

  对我院棽棸棻椂年上半年棾棸椀棸例输血患者进行
斠旇表现型分析棳以及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情况分析椈
根据统计数据棳斠旇血型椀种抗原分布与椂棽棸棸例献
血员结果分析基本一致棳与国内研究结果相符暎

不规则抗体筛选结果正常人群红细胞血型不

规则抗体的检出率为棸棶棾棩暙棽棶棸棩暡棾暢棳对我院
棽棸棻椀年上半年棾棽棸棸例输血患者和棽棸棻椂年上半年
棾棸椀棸例输血患者棬输注上述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椂棽棸棸袋棭进行不规则抗体阳性率和不规则抗体鉴
定对比分析棳计数资料的统计分析用氈棽 检验棳统计
学分析使用斢斝斢斢棻棾棶棸进行棳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椈说明实施精准化输血方案后棳不规则抗
体阳性率以及斠旇系统抗体阳性率均较之前有了显
著下降棳双方数据对比见表棿暎

表棿 精准化输血方案实施前后不规则抗体检查率比较
例棬棩棭

时间 受血者棷例 不规则抗体阳性 斠旇系统抗体阳性
棽棸棻椀年 棾棽棸棸 棽椃棬棸棶椄椀棭 棽棾棬椄椀棶棻椆棭
棽棸棻椂年 棾棸椀棸 椂棬棸棶棻椆棭 棽棬棾棾棶棾棾棭
 氈棽 棻棽棶棿椀 棿棶椂棿
 棸棶棸棸棸棿棽 棸棶棸棾棻

  输注效果对棾棸椀棸例需要反复输注红细胞的受
血者实行斠旇血型椀种抗原全相合配血输注棳输注
前棻椀旐旈旑及输注结束后棽棿旇内均无输血反应棳每
例输血均于输注前与输注后棽棿旇检测患者血常规
与血生化较之输注前棳患者输注棻单位红细胞悬液
平均可提高 斎斺椀旂棷斕棳血清胆红素较之输注前无
明显变化暎多次反复棬椌椀次棭输注后棳红细胞输注
无效发生率为棸棳迟发型溶血反应的发生率为棸暎
棾 讨论

随着输血医学的发展和血液管理水平的提高棳
由斄斅斚血型和斠旇斈不相容引起的溶血性输血反
应已显著减少暎近年的研究表明棳不规则抗体是引

起迟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的主要原因暡棿暢暎红细胞
血型不规则抗体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同种异体输血

或妊娠棳受同种异体红细胞抗原刺激所产生棳以斠旇
系统的抗体占多数暎

根据我国暥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暦棳输血前要常规
检查患者斠旇斈血型棳但斠旇斉暍斠旇斻等斠旇系统抗原
并未被要求常规检测棳鉴于中国人斉暍斻抗原频率分
布阴阳性接近的特点棳在受血者与献血者前述抗原
均未知情况下输血棳使得 斠旇棬斉棭暍斠旇棬斻棭阴性受血
者产生同种免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棳如我们的研究
结果所示抗灢斉及抗灢斻成为了最常见的斠旇血型抗
体暎目前各医院对斈抗原的检测已全面展开棳实现
了斄斅斚和斠旇棬斈棭的同型输注棳使抗灢斈产生的频率
大大降低椈但对于斆暍斉暍斻和斿抗原的检测却仍处于
空白棳斠旇斆棷斻棷斉棷斿阴性患者若接受含有相应抗原血
液棳可刺激机体产生相应不规则抗体椈当患者再次
接受含有此抗原的血液棳则可引起迟发型溶血性输
血反应暎

目前临床上许多患者棬血液病暍上消化道出血暍
肿瘤等棭均需要多次输注血液成分棳我院通过开展
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技术棳利用实验室血型自动分析
软件系统和输血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等计算机信息

识别技术棳对患者实现斄斅斚抗原和斠旇血型椀种抗
原相合的精准化输血的回顾性研究棳发现对于多次
输血的患者棳采用斠旇同表型输注可以杜绝迟发型
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棳大大减少血型不规则抗体
的产生棳从而提高患者长期的输血疗效和治疗效
果暎

总之棳开展斠旇血型抗原检测技术实现临床精
准化输血棳既可以避免斠旇系统抗体的产生棳同时也
减少了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椈提升了解决疑难配血
的能力棳提高了输血治疗的安全性暎同时实验室全
自动血型分析系统的搭建以及斄斅斚和斠旇椀种抗
原表型全相合的电子配发血系统的实施棳也为围术
期血液管理血库前移技术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棳必将实现国内输血管理的一个飞跃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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