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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回顾分析 !" #$% 例临床拟输血患者红细胞血型不规则抗体筛查及鉴定结果"为临床输

血安全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微柱凝胶法对 !" #$% 例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并对筛查阳性者应用谱细

胞鉴定抗体特异性% 结果&在 !" #$% 例患者中筛查出不规则抗体 )$% 例"阳性率为 %8'*9"其中特异性抗体

)!+ 例#+$8"#9$"非特异性抗体 "" 例#)!8(#9$&女性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8($9$高于男性#%8"+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患者不规则抗体的产生与既往有妊娠和输血史密切相关#均 !:%8%#$&血液

系统疾病'妇产科疾病#含正常妊娠分娩产妇$及慢性肾脏疾病抗体筛查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8%!9'%8*#9

和 %8+$9"而外科疾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8"$9$较低% 结论&输血前对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鉴定"

可了解其体内抗体产生情况及特异性"减少输血不良反应"提高输血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不规则抗体&&抗体筛查&&输血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71%)%5!*$*>?51@@A5)$(' ,!+%$5"%)+5%+5"'

!"#$%&'"(#)*"+,+-.&)&%/)$$"01-+$+,#)2%3)"&%/!452-%%3#.'"&($"",),0 +,3)3",#)/)(+#)%,),67 89: '+;

#)",#&<)#=2-%%3#$+,&/1&)%,>"#$%&'()'*+" ,-./01&*(2&304*567898::; <575':* :=.7*)7*+ 0'5)" >4*7*

'(!%%%" 01'*7

&&(?2&#$+(#)&@2A"(#)*"&B7CDEC7@FD6E1GD2H0A02HIDEJD1CCDKL20C0AE1M7=1D@7N;OPM277= EHFD@6CDDA1AK0A= 1.

=DAE1N160E17A 1A !" #$% F0E1DAE@Q1EJ M277= EC0A@NL@17A" 0A= E7FC7G1=DG02L0M2D1AN7C/0E17A N7CEC0A@NL@17A @0NDEH5

B"#=%3&&BJD1CCDKL20C0AE1M7=1D@QDCD@6CDDAD= MH/16C7672L/A KD2/DEJ7= 1A !" #$% F0E1DAE@MDN7CDM277= EC0A@NL.

@17A" 0A= 0AE1M7=H1=DAE1N160E17A Q0@FDCN7C/D= N7CEJDF7@1E1GD@0/F2D@MH@FD6EC026D225!"&1-#&&)$% 60@D@QDCD

@6CDDAD= 7LE1CCDKL20C0AE1M7=1D@#%8'*9$" 1A QJ16J @FD61N160AE1M7=1D@QDCD1A )!+ 60@D@#+$8"#9$ 0A= A7A.@FD61.

N161EH0AE1M7=1D@1A "" 60@D@#)!8(#9$5BJDF7@1E1GD=DED6E17A C0ED7NEJD1CCDKL20C0AE1M7=1D@1A EJDND/02DF0E1DAE@

#%8($9$ Q0@@1KA1N160AE2HJ1KJDCEJ0A EJ0E1A EJD/02DF0E1DAE@#%8"+9$ #!:%8%#$5BJDFC7=L6E17A 7N1CCDKL20C

0AE1M7=1D@Q0@67CCD20ED= Q1EJ 0J1@E7CH7NFCDKA0A6H0A= M277= EC0A@NL@17A#!:%8%#$5BJDF7@1E1GDC0EDQ0@J1KJDC

1A EJDF0E1DAE@QJ7J0= JD/0E727K16=1@D0@D" KHAD6727K16020A= 7M@EDEC16=1@D0@D@#1A62L=1AKA7C/02FCDKA0A6H6J12=.

M1CEJ FLDCFDC0$ 0A= 6JC7A16CDA02=1@D0@D" QJ16J 0667LAED= N7C)8%!9" %8*#9 0A= %8+$9" MLEEJDF7@1E1GDC0ED

Q0@27QDC1A EJDF0E1DAE@QJ7J0= @LCK1602=1@D0@D@#%8"$9$55%,(-1&)%,&R6CDD1AK0A= 1=DAE1N160E17A 7N1CCDKL20C

0AE1M7=1D@1A EJDF0E1DAE@MDN7CDM277= EC0A@NL@17A 1@1/F7CE0AEN7CLA=DC@E0A=1AKEJD1AEC067CF7C02@1EL0E17A 0A= @FD61.

N161EH7NEJDF0E1DAE@" 0A= 60A CD=L6DEJD0=GDC@DCD06E17A@7NM277= EC0A@NL@17A" 0A= DA@LCDEJD@0NDEH0A= DNND6E7N

M277= EC0A@NL@17A5

&&(C". <%$3&)&SCCDKL20C0AE1M7=1D@&&<AE1M7=H@6CDDA1AK&&O277= EC0A@NL@17A

&&不规则抗体是由妊娠'同种异体输血等因素作

用下刺激机体产生的除抗.<'抗.O以外的其他血型

系统抗体"多为 SKT"也可为 SKU

())

% 研究显示(""!)

"

不规则抗体的存在可引起临床拟输血治疗患者血型

鉴定>交叉配血困难"也是引起红细胞输注无效'新

生儿溶血病'免疫溶血性输血反应及自身免疫性溶

血性疾病的主要因素"对患者的临床输血安全造成

很大影响% 因此"临床患者输血治疗前进行不规则

抗体的筛查'特异性鉴定"并输注不含相应抗原的血

液或成分血"是确保输血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 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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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本市两家医院收治拟输血治疗的 !" #$% 例患

者的不规则抗体筛查'鉴定情况进行回顾分析"现报

道如下%

D>资料与方法

DED>一般资料>选取 "%)#.%) V"%)$.)" 南阳市两

家三级甲等医院#南阳市中心医院'南阳市南石医

院$收治的拟输血治疗的患者 !" #$% 例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 )+ ''% 例"女 )' )"% 例"年龄 ! V(* 岁"

中位年龄为 '$ 岁% 本次治疗前有输血史者 $ #)"

例"无输血史者 "$ %'+ 例&女性患者中本次治疗前

有妊娠史者 + ##% 例"无妊娠史者 # #(% 例%

DE7>试剂和设备>检测设备!WXY型免疫微柱孵

育器和BZ.! 型血型卡离心机均由长春博研器械有

限公司生产"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均经过本站质控科

监测合格&检测试剂!抗人球蛋白检测卡#长春博讯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UD应用液'抗体鉴定谱细胞

和抗体筛查细胞#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所

有检测试剂批次鉴定报告均合格"在有效期内使用"

并且严格按照试剂盒指导说明书进行实验操作%

DE6>检测方法>患者输血治疗前采集静脉血 # /2

置于 -ZB<.[

"

抗凝管中"室温下离心'分离血浆%

用低离子溶液将
!

V

"

筛检红细胞配成 %8#9 V

%8+9浓度"分别加入标记好的微管中"每管各 #%

#

2"

分别立即加入被检者血浆 #%

#

2"加样后的试剂卡置

于 !( \孵育 )# /1A"专用离心机离心 # /1A#*%% CF/

" /1A") #%% CF/! /1A$"取出试剂卡并观察检测结

果% 结果判定!#)$红细胞免疫复合物浮在凝胶柱

表面或悬于胶中"被检血浆中含有与筛检红细胞抗

原特异性的SKT类不完全抗体"判为抗体阳性&#"$

红细胞均匀沉集于凝胶柱底部"被检血浆中不含有

与筛检红细胞抗原特异性的 SKT类不完全抗体"判

为抗体阴性% 将抗体筛查呈阳性标本用谱细胞鉴定

抗体特异性"并采用 ".UD鉴定抗体类别%

DEF>统计学方法>应用 R]RR)(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结果

7ED>临床拟输血患者红细胞血型不规则抗体检出

情况>在 !" #$% 例拟输血治疗的患者中共检出不

规则抗体 )$% 例"抗体阳性率为 %8'*9% 其中特异

性抗体检出 )!+ 例#+$8"#9$"主要为抗.-'抗.U和

抗.]"构成比分别为 !)8++9')+8)!9和 +8(#9&非

特异性抗体检出 "" 例#)!8(#9$"主要为冷抗体

#为SKU$和自身抗体#为 SKT$"阳性例数分别为 )(

例和 #例"构成比分别为 )%8$!9和 !8)"9% 见表 )%

表 )&)$%例抗体筛查阳性患者不规则抗体分布情况!*"9#$

血型系统 抗体特异性 阳性例数 构成比#9$ SK类别

;̂ 抗.P # !8)" SKT

抗.6 " )8"# SKT

抗.- #) !)8++ SKT

抗.Z )% $8"# SKT

U_R 抗.U "* )+8)! SKU

抗.R ( '8!( SKU

抗._ ' "8#% SKU

抗.] )' +8(# SKU

[1== 抗.̀[

0

! )8+( SKU

抗.̀[

M

# !8)! SKU

aDQ1@ 抗.aD

0

' "8#% SKU

抗.aD

M

" )8"# SKU

ZLNNH 抗.WXM " )8"# SKU

7E7>不同人群不规则抗体检出情况比较&女性患者

不规则抗体检出率#%8($9$高于男性患者#%8"+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患者不规则抗体的产

生与既往有妊娠或输血史密切相关#均 !:%8%#$%

见表 "%

表 "&不同人群不规则抗体检出情况比较!*"9#$

组&别 分类 例数 抗体检出例数#9$

!

"

!

性别&

男 )+''% #"#%8"+$ !+8)!" %8%%%

女 )')"% )%+#%8($$

输血史
有输血史 $#)" #)#%8(+$ )'8)() %8%%%

无输血史 "$%'+ )%*#%8'"$

妊娠史
有妊娠史 +##% +)#%8*#$ *8#)% %8%%"

无妊娠史 ##(% "(#%8'+$

7E6>不同疾病类型不规则抗体检出情况比较>在

)$% 例检出的不规则抗体中"以血液系统疾病'妇产

科#含正常妊娠分娩产妇$及慢性肾脏疾病检出率

较高"分别为 )8%!9'%8*#9和 %8+$9"而外科疾病

不规则抗体检出率较低#%8"$9$% 见表 !%

表 !&不同疾病类型不规则抗体检出情况比较!*"9#$

&疾病类型 总例数 不规则抗体阳性例数 阳性率#9$

外科疾病 )"%(! !" %8"$

肿瘤 #%+' !% %8#*

消化系统疾病 $)'' "' %8!*

血液系统疾病 )(#" )+ )8%!

慢性肾脏疾病 "!)" "% %8+$

妇产科#含正常妊
娠分娩产妇$

"*'% "+ %8*#

其他内科疾病 ""## + %8!#

合计 !"#$% )$% %8'*

6>讨论

6ED>输血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疾病治疗措施"但由于

血液成分中抗体'抗原存在复杂多样性"使一部分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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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输血治疗的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类型和程度的输

血不良反应(')

% 近年来"由同种异体血液>血液制

品输注'母婴血型不合和其他免疫刺激诱导产生的

不规则抗体所致血型鉴定>配血困难'输血不良反应

时有发生并见于一些文献报道(# V()

"给输血科血型

鉴定及配血工作带来很大困扰"且一旦出现错误可

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6E7>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 #$% 例拟输血治疗的

患者中共检出不规则抗体 )$% 例"阳性率为 %8'*9"

接近于王钰箐等(+)报道的研究结果#%8#%9$"低于

张秋会等(*)报道的 )8)#9% 在检出的 )$% 例不规

则抗体中"特异性抗体 )!+例#+$8"#9$"主要为抗.-'

抗.U和抗.]"构成比分别为 !)8++9')+8)!9和 +8(#9%

目前我国血站#或血液中心$和医疗机构对献血者

和患者常规只进行 <Oc血型和 ;J 血型 Z抗原检

查"以及针对<>O抗原和 ;JZ抗原配合性输血"使

患者在输血后抗.Z产生的几率较低"而对于 ;J 血

型系统的其他抗原#包括 -'D'P'6抗原$并未进行

常规检查"患者只是给予随机性输血治疗"使得一部

分患者在输血后诱发抗.-'抗.D'抗 P'抗.6抗体产

生的几率大大增加"当这部分患者再次输注含有相

应抗原的血液后可引起迟发性溶血性输血不良反

应"因而在临床输血治疗过程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此外"本文还检出 "" 例非特异性抗体#自身抗体 #

例"冷抗体 )( 例$"自身抗体可与各型 ;OP和患者

自身;OP发生凝集"是引起血型鉴定困难和交叉配

血不合的重要原因"这些患者常伴有系统性红斑狼

疮'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疾病"往往需要将自身

抗体去除后才能进行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

6E6>本文检出的 )$% 例不规则抗体中"女性患者不

规则抗体阳性率#%8($9$显著高于男性#%8"+9$

#!:%8%#$&患者不规则抗体的产生与以前有妊娠

或输血史密切相关#均 !:%8%#$"与以往一些研究

结果相符()%")))

% 这也进一步表明妊娠和同种异体

输血是产生不规则抗体的重要诱因"石祖亮等()")研

究显示"妊娠或>和输血次数越多"患者不规则抗体

产生的几率也越大"因此"对于既往有妊娠或>和输

血史的患者更应该进行不规则抗体的筛查和特异性

鉴定"并对检出的抗体阳性患者输注相应抗原阴性

的红细胞"以确保输血安全和有效%

6EF>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液系统疾病'妇产科#含

正常妊娠分娩产妇$及慢性肾脏疾病不规则抗体阳

性率较高"分别为 )8%!9'%8*#9和 %8+$9"而外科

疾病阳性率较低#%8"$9$% 血液病患者常需要反

复'长期输血治疗"妇产科患者既往妊娠或>和输血

史也增大了不规则抗体产生的几率% 徐宁等()!)研

究显示"需反复'多次和长期输血治疗的慢性疾病"

每输注 )d的红细胞"可增加 )9 V"9的致敏风险"

多次输血后机体产生同种抗体的几率可增加至 )#9V

"%9% 因而"对于一些临床需要反复'多次和长期输

血治疗的患者"更加重视科学'合理用血"以减少或

避免不规则抗体的产生%

综上所述"不规则抗体是引起血型鉴定>交叉配

血困难'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输血前对

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鉴定"可了解其体内抗体

产生情况及特异性"减少因不规则抗体所致输血不

良反应"确保输血安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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