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的结果分析及处理

彭慧文!吴耀良!侯建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检验科!广东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
&$

例采用玻片凝集法和试管离心法检测
9]1

血型出现弱凝集的结果分析及处理$方法

!

&$

例弱凝集样本分别经
%-_

水浴
"$(46

(

,[

生理盐水清洗血细胞
%

次处理!做盐水试管法的正反定型试验!直

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送输血科进行微柱凝胶法鉴定!不能确定血型者最后送广州市血液中心鉴定$结果
!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者共有
/

例出现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进行水浴(生理盐水洗血细胞处理后!弱凝

集现象分别减少
&$[

和
#![

$在
%#

例标本中盐水试管法正反定型鉴定和微柱凝胶法鉴定一致性达到
"$$[

!另有

#

例正反定型不符!微柱凝胶法鉴定亦不能确定血型者!送广州市血液中心鉴定!结果
&

例为
9]1

亚型!

"

例为存在

不规则抗体影响$结论
!

鉴定血型时!当发现
9]1

血型鉴定试验出现弱凝集时!首先应重复做试验一次!严格执行

操作规程!使用质量合格的试剂以及细心观察结果!按步骤一步一步排除弱凝集的可能性!对一些疑难问题必须及

时请示上级主管!并送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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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血型鉴定是临床常规检验项目之一#特别是急诊抢

救危重患者输血前必须做血型鉴定#血型鉴定结果的正确与否

关系到输血安全)近年引进的微柱凝胶法虽方法学先进#结果

较准确#但由于价格十分昂贵#成本过高#一般患者难以接受#

在临床上还难以普及推广)基层医院大多采用玻片凝集法和

试管离心法鉴定
9]1

血型结果#但这两种传统的血型鉴定方

法存在一定的缺陷#现以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的结

果并如何处理进行分析#以避免血型误判的情况出现#保证

9]1

血型鉴定的准确性)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以玻片凝集法和

试管离心法鉴定
9]1

血型结果出现弱凝集者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试剂
!

抗
9

,抗
]

血型试剂由长春博得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提供#抗人球试剂由广州市血液中心提供#试剂红细胞,

,[

生理盐水由本室自制)

>'@

!

方法
!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的标本分别进行

以下处理!&

"

'样本进行
%-_

水浴
"$(46

,

,[

生理盐水清洗血

细胞
%

次处理)&

!

'按全国操作规程做盐水试管法的正反定型

试验*

"

+

)正定型!

!

滴抗血清加
"

滴受检者的
%[

!

#[

红细胞

悬液#混合#离心
%#$$>

"

(46

#

"#5

#观察结果)反定型!

!

滴受

检者的血清#加
"

滴
%[

!

#[

标准红细胞悬液#混合#离心
%

#$$>

"

(46

#

"#5

#观察结果)&

%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

+

!将一

滴受检者
#[

的红细胞悬液加入干燥的小试管中&

-#((j"!

((

'#用盐水洗涤
%

次&

%$$$>

"

(46

#

"(46

'#每次洗涤后将上

清液全部倒出)加入
!

滴抗人球试剂#离心&

%$$$>

"

(46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GP<;Q*46

!

E<

I

=<(G<>!$"$

!

R)*'-

!

S)'".



5

'#用肉眼或是借助显微镜观察凝集)&

&

'送输血科进行微柱

凝胶法鉴定#不能确定血型者最后送广州市血液中心鉴定)

>'A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ETEE"$'$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

结
!!

果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者共有
/

例出现直接抗

人球蛋白试验阳性)进行水浴,生理盐水洗血球处理后#弱凝

集现象分别减少
&$[

和
#![

&表
"

')

&$

例
9]1

血型进行盐

水试管法正反定型鉴定#并送输血科进行微柱凝胶法鉴定#两

种方法在
%#

例标本中一致性达到
"$$[

#另有
#

例正反定型

不符#微柱凝胶法鉴定亦不能确定血型者#送广州市血液中心

鉴定#结果
&

例为
9]1

亚型#

"

例为存在不规则抗体影响#见

表
!

)

表
"

!

&$

例血型标本处理前后的结果对比

标本处理 弱凝集现象&

(

' 百分比&

[

'

%-_

水浴
"$(46

前
&$ "$$

%-_

水浴
"$(46

后
!& /$

,[

生理盐水清洗血细胞
%

次前
&$ "$$

,[

生理盐水清洗血细胞
%

次后
", &.

表
!

!

#

例疑难血型鉴定结果

标本号
盐水凝集法

正定型 反定型

微柱凝胶法

正定型 反定型

广州市血液中心

鉴定结果

" 9

型
9]

型
9

型
9]

型 亚型

! ]

型
1

型
]

型
1

型 亚型

% 9]

型
9

型
9]

型
9

型 亚型

& 1

型
9

型
1

型
9

型 亚型

# ]

型
1

型
]

型
1

型 存在不规则抗体

@

!

讨
!!

论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要考虑多方面的原因)首先

要排除人为及外部因素造成的假凝集#如工作失误#未按
E1T

文件操作#无查对#或经验不足#错判结果#误将血液凝块当作

凝集现象等)其次还要考虑是否因为患者自身因素引起的假

凝集#如非血型抗原,抗体间反应引起的凝集,细菌污染造成的

红细胞多凝或全凝现象#某些白血病或恶性肿瘤患者红细胞抗

原性减弱,血浆蛋白紊乱所致某些心肌梗死,感染,外伤以及肿

瘤患者纤维蛋白原增高#或由于血液黏稠度的增高引起红细胞

互相叠连#在显微镜下呈缗钱状排列,血清中有
9]1

血型以

外的抗体#如自身抗
2

#常引起干扰,或者是老年人血清中抗体

水平大幅度下降,新生儿红细胞所带的抗原部位数目较成年人

少)最后考虑是否为
9]1

亚型)

在这
&$

例标本中#排除了工作人员粗心大意,标本错放,

试管污染以及试剂过期等因素外#均进行
%-_

水浴
"$(46

和

,[

生理盐水清洗血细胞
%

次的处理后#重复
9]1

血型鉴定试

验发现弱凝集的现象分别减少了
&$[

和
#![

)说明患者自身

因素引起的假凝集比例占一半左右)血液中存在的
2

K

P

抗体

在
!!_

室温中抗原抗体反应最强#由于天气#或实验室常年开

空调以及血液标本温度低等原因#一些含有冷凝集素的血液可

产生假凝集现象)遇此情况#可将试管放
%-_

水浴中数分钟

凝集即消失#冷却后凝集又可出现#也可将受检红细胞用加温

至
%-_

的生理盐水洗涤后再作试验)

&$

例
9]1

血型鉴定出现弱凝集者共有
/

例出现直接抗

人球蛋白试验阳性)说明这
/

例标本的患者血液中存在自身

抗体#红细胞已被抗体致敏#从而在
9]1

血型鉴定中出现了假

凝集)如用
,[

生理盐水清洗血细胞
%

次后重复试验仍发现

有弱凝集#此时应以反定型结果为准#并同时做微柱凝胶法鉴

定)

在排除了以上各种可能后#弱凝集仍然出现#正反定型不

符#此时应考虑是否为
9]1

亚型)

9]1

亚型是指属同一血型

抗原#但抗原结构和功能或抗原位点数有一定差异#是遗传基

因所决定的弱表现型)

9]1

亚型由于红细胞携带的
9

或
]

抗原数量少#与抗
9

或抗
]

反应较弱#甚至不发生凝集#因而

往往使弱
9

&或弱
]

'错判为
1

型#造成血型鉴定错误)根据三

复等位基因学说#

9]1

血型系统受
9

,

]

,

1%

个等位基因控

制#

9

和
]

基因并不直接产生
9

,

]

抗原#而是在产生糖基转移

酶&

a

转移酶'的基础上#

9

基因产生
S7

乙酰半乳糖转移酶&

9

酶'#

]

基因产生半乳糖转移酶&

]

酶'

'

这两种酶可使
a

寡糖链

&

a

抗原'上加入特异性糖#而产生特异性
9

或
]

抗原#如
9

,

]

基因位点突变#导致合成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异#使转移酶活性

或功能改变#从而产生亚型*

!

+

)

&$

例血型样本中出现的
&

例

亚型#本实验室做正反定型试验不符#送输血科做微柱凝胶法

鉴定也是正反定型试验不符#定为疑难血型#最后送广州市血

液中心鉴定#确定血型的结果)

有
"

例不规则抗体出现引起假凝集)不规则抗体是指

9]1

血型系统以外的抗体)大约有
$'%[

!

![

的个体血清中

含有不规则抗体*

%

+

)此时须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试验才能确定

血型)

鉴定血型时#当发现
9]1

血型鉴定试验出现弱凝集时#首

先应重复做试验一次#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使用质量合格的试

剂以及细心观察结果#可解决明显的问题#确保标本无混淆#试

管无污染#红细胞悬液勿太浓或太淡)血站或是输血科可做吸

收放散试验以及唾液血型物质的测定等鉴定*

&

+

#有条件的话可

以进一步做
0S9

检测和测序等#以确定供血者红细胞上
9

"

]

抗原的基因位点和序列*

#

+

)而基层医院无相关试验条件者可

按上述步骤一步一步排除弱凝集的可能性#对一些疑难问题必

须及时请示上级主管#并送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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