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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对椄例斄斅斚血型斅亚型进行血清学检测并分析棳为临床鉴定正反定型不符疑难血型提供借
鉴暎方法椇采用微柱凝胶卡式法及试管法进行斄斅斚血型定型棳并应用红细胞吸收放散试验暍唾液中 斎斄斅血型物
质测定等鉴定亚型暎结果椇椄例患者样本红细胞上均存在斅抗原棳并经血清学鉴定均符合斅旞亚型分类标准暎结
论椇斅旞亚型由于红细胞所含斅抗原极弱棳易被误定为斚型棳在亚型红细胞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情况下棳应使用包
括血清学在内的多种方法正确鉴定其血型棳以保证输血安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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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斄斅斚血型系统中棳斄亚型可分为 斄棻暍斄棽暍
斄棾暍斄旐暍斄旞暍斄斿旍等棳而斅亚型中斅棽 目前还没有得
到公认棳根据斢斸旍旐旓旑等的研究和建议棳认为斅亚型
也参照斄亚型的定义和分类棳基本可分为斅棾暍斅旐暍
斅旞暍斅斿旍等暡棻暢暎国外 斄斅斚亚型中报导较多的是 斄
亚型棳而我国斅亚型频率高于 斄亚型棳斅亚型中又
以斅旞报道较多暡棽暢暎斅旞亚型是抗原较弱的变异型棳
主要由于糖基转移基因第椃外显子点突变棳降低或
改变了酶的活性棳导致斅抗原弱表达棳其血清学的
主要特征是与抗灢斅不凝集或弱凝集棳与抗灢斄斅凝
集棳红细胞能吸附和放散抗灢斅抗体棳血清中含很弱
的抗灢斅棳分泌型人唾液中含有斅物质暡棾暢暎现将采用
微柱凝胶免疫技术结合血清学吸收放散试验等进

行鉴定的斅旞亚型椄例进行分析棳以探讨斅旞亚型血
清学特征及其鉴定策略棳报告如下暎
棻 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 标本来源

自棽棸棻棿灢棸棻棴棽棸棻椂灢棸棻住院及门诊患者斄斅斚血
型正反定型不一致标本椄例棳其中男椂例棳女棽例椈
年龄棽棾暙椀棻岁棳平均棾椂岁暎椄例患者均无手术及
外伤史棳无输血及献血史棳无药物过敏史暎样本鉴
定血型时棳使用微柱凝胶技术在室温下进行正反定
型棳正定型均显示为暟斚型斠旇斈阳性暠棳反定型试验
其血浆与反定型斄细胞反应均呈棿棲凝集棳与反定
型斅细胞均不凝集棳反定型均显示为暟斅暠型暎椄例
均正反定型不符棳需进一步复查并鉴定其血型暎
棻棶棽 试剂与仪器

斄斅斚斈斉血型检测卡棬微柱凝胶棭暍抗人球蛋白
检测卡棬不规则抗体筛检棭暍斄斅斚血型反定型试剂
盒棬人血红细胞棭均由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椈不规则抗体检测试剂棬人红细胞棭由长春
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椈抗灢斄暍抗灢斅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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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试剂棬单克隆抗体棭由上海血液医药生物公司
提供椈单克隆抗灢斄斅暍抗灢斎均由德国斅旈旓灢斠斸斾斖斿斾旈灢
斻斸旍斈旈斸旂旑旓旙旚旈斻旙斍旐斺斎 公司生产暎以上所有试剂
均在效期内使用暎人血清抗灢斄暍抗灢斅暍抗灢斄斅由科
室自制暎斣斈灢棾斄型血型血清学用离心机由长春博
研医学生物仪器公司生产椈电热恒温水浴箱由上海
实贝仪器设备厂生产暎
棻棶棾 方法

椄例样本 斄斅斚暍斠旇血型鉴定均采用微柱凝胶
卡式法及试管法分别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检测棳卡式
法按厂家说明书操作棳试管法按文献暡棿暢中方法操
作椈样本不规则抗体筛检试验采用卡式法棳按厂家
说明书操作椈红细胞吸收放散试验暍唾液中斎斄斅血
型物质测定均按文献暡棿暢中方法操作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样本斄斅斚暍斠旇血型

椄例患者样本经微柱凝胶卡式法检测棳在室温
及棾椃曟下棳样本斄斅斚暍斠旇血型均显示为斚型斠旇斈
阳性棳反定型均为斅型椈但在棿曟条件下椄例样本红
细胞与单克隆抗灢斅均出现凝集棳反定型样本血浆均
与斅细胞出现凝集棳见表棻暎椄例样本斄斅斚血型及
斎 抗原检查棬试管法棭棳见表棽暎
表棻 微柱凝胶法检测患者斄斅斚血型正反定型结果

标本号 温度
正定型

抗灢斄 抗灢斅 抗灢斈
反定型

斄斻 斅斻
棻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棽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棻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棾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棻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椀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椂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棻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椃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棻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椄 棾椃曟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棿棲 棿棲 斪棲

室温 棴 棴 棿棲 棿棲 棴
  注椇斪棲代表弱凝集棳棴代表阴性暎

棽棶棽 样本不规则抗体筛查及红细胞吸收放散试验
椄例样本不规则抗体筛检试验结果均阴性棳说

明患者血浆中不存在 斄斅斚系统以外的不规则抗
体暎椄例样本均取洗涤棾次后的患者红细胞悬液
棬棻旐旍棭与等量人血抗灢斅血清混合棳棿曟吸收棻旇棳洗
涤后经椀椂曟热放散棳放散液与棿棩浓度斅型红细胞
悬液反应均发生凝集棳最末洗涤液不凝棳证实椄例
患者红细胞上均存在斅抗原暎
棽棶棾 患者唾液中斎及斄斅血型物质测定

椄例患者中阴性对照暍盐水对照及斅细胞均凝
集棳而阳性对照暍斚细胞均未凝集棳说明此椄例患者
唾液中均未测到斅物质棳只含有 斎物质棳为非分泌
型暎将患者红细胞及正常成人 斚暍斅暍斄棻 型红细胞
分别与抗灢斎反应棳椄例患者均进行比对棳结果凝集
强度均分别为棿棲暍棿棲暍弱凝暍弱凝棳与亚型 斎物质
含量测定标准相符暡椀暢暎
棾 讨论

斄斅斚亚型红细胞 斄或斅抗原均呈现弱抗原
性棳所有亚型斎抗原表达正常或反向升高棳分泌型
唾液中斎斄斅抗原量也不同棳弱斅亚型的分类比较
困难棳对斅亚型的判定最好参照 斄亚型的标准暡棻暢棳
我国斅亚型频率高于 斄亚型暡椂暢暎参照 斄变异型棳
弱斅亚型可分为斅棾暍斅旞暍斅旐暍斅斿旍及斅旝暡棻暢暎典型的
斅旞红细胞与抗灢斅和抗灢斄斅血清不发生凝集或仅发
生弱凝集棳斅旞亚型的血清与正常人的斅型红细胞
不发生凝集或发生弱凝集棳这说明斅旞亚型人的血
清中有可能存在与自身细胞不发生凝集的弱抗灢斅暎
所以在临床输血或血型鉴定时棳若 斄斅斚定型只进
行正定型检测棳斅旞亚型往往被误定为斚型暎误定
为斚型的斅旞亚型患者棳若输注了 斚型全血椈或误
定为斚型的斅旞亚型供血者的全血棳输注给斚型患
者棳均有可能会出现输血反应暡椃暢暎

在斄斅斚血型亚型的鉴定中棳一般可根据受检
者红细胞抗原与相应血清抗体反应的强弱暍血清中
抗体的特异性及分泌型人血型物质的性质及量来

判断暎其中斅旞亚型分泌型个体的唾液中有时可缺
乏斅物质棳仅有 斎物质暡椄暢暎在本试验中棳椄例患者
红细胞与卡式法中单克隆抗灢斅棬棿曟棭及人血清抗灢斅
棬棿曟暍室温棭均发生凝集棳说明其红细胞上存在斅抗
原棬吸收放散试验亦证实棭棳样本血浆与斄棻红细胞
发生凝集棳与斅型红细胞在棿曟条件下发生弱凝
集棳且样本不规则抗体筛检试验阴性棳说明椄例样
本血浆中均存在着不规则抗灢斅棬但不与自身斅细胞
凝集棭暎本实验结果显示棳椄例样本红细胞与抗灢斅
均未出现混合凝集外观棳可以排除斅棾 亚型棳红细胞
被抗灢斄斅凝集棳又可排除斅斿旍亚型暡椂暢暎有研究指出棳
弱斅红细胞与抗灢斄斅暍抗灢斅及抗灢斎 发生的凝集分
别为棻棲棷棽棲暍棸棷斪棲及棿棲的凝集反应棳且唾液中
不含斅血型物质的为斅旞亚型棳而斅旐分泌型人中
应含斅物质暎根据以上血清学分析棳该椄例样本红
细胞应定为斅旞亚型棳且样本血浆中含有在棿曟反

暏椀椃椃暏



临床血液学杂志 第棾棸卷

应的弱抗灢斅抗体棳文献报道这些抗体通常为低反应
性抗体棳且多为冷性质抗体棳可能被错误定型引起

血型误判影响输血暡椆暢暎

表棽 试管法检测患者斄斅斚血型正反定型结果
标本号 温度

单克隆抗体

抗灢斄 抗灢斅 抗灢斄斅 抗灢斎
人血清抗体

抗灢斄 抗灢斅 抗灢斄斅
试剂红细胞

斄棻斻 斅斻 斚斻 自身斻
棻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棽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棻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棾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棽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椀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椂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棻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椃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斪棲 棽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椄 棾椃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棴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棿曟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棻棲 棻棲 棿棲 斪棲 棴 棴
室温 棴 棴 棻棲 棿棲 棴 斪棲 斪棲 棿棲 棴 棴 棴

  注椇斪棲代表弱凝集棳棴代表阴性暎

  椄例样本卡式法正定型在棿曟下与抗灢斅发生凝
集棳试管法正定型在棿曟下与单克隆抗灢斅不凝集棳
与人源抗灢斅及抗灢斄斅凝集棳说明样本红细胞上有弱
的斅抗原棳但单克隆抗灢斅对其未识别暎对于单克
隆抗体漏检斅旞亚型事例棳国内已有文献报道暡棻棸暢暎
并认为漏检的原因是暥中国生物制品规程暦棽棸棸棸年
版对抗灢斄暍抗灢斅血型定型试剂棬血型抗体棭制造及
鉴定其特异性要求为抗灢斅只凝集含 斅抗原红细
胞棳包括斅和 斄斅棳但未要求凝集斅棾暍斅旞抗原红细
胞暎因此棳在日常的血型鉴定工作中棳应认真进行
红细胞抗原抗体的正反定型棳对一些特殊的亚型红
细胞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情况下棳应使用包括血清
学或分子生物学暡棾暢等方法正确鉴定其血型棳以保证
输血安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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