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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母婴血型不合引起新生儿溶血病的实验室诊断

李保才"

!黎海澜!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为临床对新生儿溶血病"

2LR

$的诊断提供直接依据!了解本地区母婴血型不配合导致新生儿

溶血病的血型分布%方法
!

;QV

及
WD

血型鉴定&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液抗体检测&放散液抗体试验%结果

经血型血清学检测证实由血型抗原不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为
!%&

例!总阳性率为
'=#%"T

!其中
;QV02LR!%!

例"

55#'5T

$!

WD02LR"

例"

$#%"T

$%在
<5

例
V

型患儿中!直接抗球蛋白试验和不规则抗体筛查均阴性%在被证

实为
;QV02LR

的
!%!

例患儿中!

;

型
"$&

例!占
%!#'<T

#

Q

型
"&5

例!占
'4#%%T

%结论
!

本地区因血型抗原不

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中!以
;QV02LR

多见!在其中又以母亲为
V

型的
Q

型新生儿多见%开展新生儿溶血病血

型相合的检测工作对新生儿溶血病的诊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血型#

!

新生儿溶血病#

!

实验室诊断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

新生儿溶血病$

D,A+?B

)

716E1*,A*,?F7D,H,I3?IH

#

2LR

&

是一种由于母亲体内存在着与胎儿红细胞不配合的
]

N

a

血型

抗体而引起的同种被动免疫疾病)该病仅发生在胎儿和新生

儿早期#可导致高胆红素血症#严重者易并发胆红素脑病#导致

新生儿死亡或遗留智力发育障碍-听力损害等)

2LR

的血清

学检测对该疾病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采用0三项

试验1#即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直抗试验&-游离抗体试验$游

离试验&和抗体释放试验$释放试验&)作者就近年来
!%%

例

2LR

患儿的实验室诊断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住院及外

院送检的疑为
2LR

患儿不抗凝血液样本
%"<

例#均为临床高

胆红素血症而母亲为
V

型或
WD

阴性#年龄在
"D

至
&E

#必要

时加送患儿母亲血样本)

$#/

!

试剂
!

抗
0;

$

Q

&血清-抗
0L

-抗人球蛋白试剂$广谱&-单

克隆
]

N

a

-单抗
9&

-筛选细胞-谱细胞等均来自上海血液生物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QV

标准红细胞为本实验室自制)

$#'

!

方法
!

按文献+

"

,方法#对血液标本进行血清学检测)测

定患儿及母亲
;QV

及
WD

血型#根据母婴
;QV

血型是否相

合#按以下程序检测!患儿做直抗试验-游离试验和红细胞抗体

放散试验%母亲做
;QV

以外抗体检测)

$#1

!

2LR

血型血清学诊断标准
!

患儿红细胞是否放散出与

其红细胞上抗原对应的抗体为
2LR

的诊断依据!母婴
;QV

血型不合#新生儿血浆和$或&红细胞放散液中检出了可致敏新

生儿红细胞的
;QV

血型抗体者诊断为
;QV02LR

%新生儿血

浆和$或&红细胞放散液中检出了与母亲血浆相同特异性#并可

致敏新生儿红细胞的不规则抗体者$新生儿红细胞表达抗体对

应的抗原&诊断为非
;QV02LR

)

/

!

结
!!

果

/#$

!

新生儿血样血型血清学检测结果见表
"

)在
%"<

份临床

疑为新生儿溶血病标本中#患儿全部为
WD

阳性#

"

例母亲为

WD

阴性%

;

型者
"'=

例#

Q

型
"=4

例#

V

型
<5

例)经血型血清

学检测证实由血型抗原不合引起的
2LR

为
!%&

例#总阳性率

为
'=#%"T

$

!%&

"

%"<

&#其中
;QV02LR!%!

例#占
55#'5T

#

WD02LR"

例#占
$#%"T

%未发现其他血型系统抗体导致的

2LR

)在被证实为
;QV02LR

的
!%!

例患儿中#

;

型
"$&

例#

占
%!#'<T

%

Q

型
"&5

例#占
'4#%%T

)在
<5

例
V

型患儿中#直

抗试验和不规则抗体筛查均阴性)

"

例母亲为
WD

阴性患儿

;QV

血型与其母同为
;

型#直抗试验结果强阳性#红细胞放散

液检出抗
L

#其母亲血液检出高效价$

'"!$

&抗
L

#被证实为
WD0

2LR

)本地区因血型抗原不合引起的
2LR

中#以
;QV02LR

多见#在其中又以母亲为
V

型的
Q

型新生儿多见)

/#/

!

在
&

项试验中#直抗试验阳性者
4=

例#游离试验阳性者

<<

例#释放试验阳性者
!%&

例)释放试验敏感度最高#是判定

新生儿溶血病最有力的证据)

表
"

!

%"<

例患儿血型血清学检测结果

血型
;QV02LR

检测例数 确诊例数 游离试验阳性 释放试验阳性
L;>

阳性

非
;QV02LR

检测例数 确诊例数 游离试验阳性 释放试验阳性
L;>

阳性

; "'= "$& !5 "$& &' " " " " "

Q "=4 "&5 &< "&5 %! " $ $ $ $

V <5 $ Z Z $ $ $ $ $ $

合计
%"% !%! <' !%! 44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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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

!

讨
!!

论

'#$

!

母婴血型抗原不合可引起血型免疫作用#其产生的免疫

性血型抗体
]

N

a

通过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循环#引起胎儿的红

细胞破坏而发生
2LR

#重者能引起核黄疸#导致严重后遗

症+

!

,

)在人类已发现的
!<

个血型系统中#以
;QV

血型系统不

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最常见#其次为
WD

血型系统)本研究

也发现#证实由血型抗原不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
!%&

例中#

;QV02LR!%!

例#占
55#'5T

#

WD02LR"

例#占
$#%"T

)

'#/

!

在临床上#

;QV02LR

多发生于
V

型母亲和
;

型或
Q

型

的婴儿#因为
V

型母亲血清中含有免疫性的抗
;

或抗
Q

抗体#

由于其效价较高#所以
;QV

溶血病患儿的母亲往往多数是
V

型+

&

,

)本组被证实为
;QV02LR

的
!%!

例患儿中#

;

型
"$&

例#占
%!#'<T

%

Q

型
"&5

例#占
'4#%%T

%而母亲均为
V

型)

'#'

!

非
;QV02LRWD

血型不合
2LR

最为多见#有症状的

2LR

中
<'T

的患儿和
5$T

的严重
2LR

患儿是由抗
0L

引起#

其次为
WD

血型系统中的其他抗体$抗
0/

-抗
06

-抗
09

等&-

M,BB

血型系统抗体$抗
0M

&等+

&0%

,

)当母婴
;QV

及
WD

血型均不相

合时#由于
;QV

血型不合对
WD

血型不合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

,

#

;QV02LR

与
WD02LR

同时发生的患儿非常少见#本研

究
"

例
WD02LR

患儿的
;QV

血型与其母亲相合)

'#1

!

如果新生儿红细胞被
]

N

a

抗
0;

$

Q

&抗体所致敏#直抗试

验可能得到阳性结果)但由于新生儿的
;

$

Q

&抗原密度比成

人低#结合的抗体亦很少#所以#许多
;QV02LR

血标本的直

抗试验呈弱阳性$混合视野外观凝集&#甚至阴性)

WD02LR

的直抗试验-红细胞凝集都相当强#一般大于或等于
!`

)因

此新生儿直抗试验阳性的强弱是区别
;QV

和
WD

溶血病的重

要标志+

'

,

)游离试验可检测新生儿血清中是否存在与其红细

胞不配合的
]

N

a

性质抗
0;

$

Q

&%新生儿的
]

N

a

抗
0;

$

Q

&抗体均

来自母亲#这些来自母亲的
]

N

a

抗
0;

$

Q

&可以与婴儿红细胞结

合#引起
;QV

新生儿溶血病)释放试验是一种酶增强的抗球

蛋白试验#用加热放散法提取致敏于红细胞表面的抗体#将抗

体放散于盐水溶液中#然后在加入经酶处理的
;

-

Q

-

V

红细胞#

做间接抗球蛋白试验#此方法应用在血清抗体检查时#可由于

酶处理红细胞表面抗原的改变而造成一定比例的假阳性结果)

而此方法用于放散液中抗体的检测则非常敏感而准确#即使是

直抗试验阴性的患儿#一旦出现阳性结果#即可明确诊断)本

试验是新生儿溶血病
&

项试验中最有价值的一项试验)当直

抗试验大于或等于
!̀

时#释放试验改用乙醚放散)放散液与

一组谱细胞反应#确定放散液中不规则抗体的特异性)必要时

另加相应的
;

-

Q

细胞#排除
;QV

溶血病)

;QV

新生儿溶血

病的游离和释放试验的结果判定#以检查可以和新生儿红细胞

反应的血型抗体为阳性)

通过直抗试验-游离试验-释放试验#可直接确认新生儿患病

与否#并为其制订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因此早期快速进行
;QV0

2LR

的诊断#可以提高疗效-争取时间#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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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系统护理干预对降低骨折卧床患者便秘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贾尚琼!田继书!李舜尧!蒋丽华"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骨一科!重庆万州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系统护理干预对降低既往无顽固性便秘史的骨折卧床患者便秘发生率的效果%方法
!

将

<$

例需长期卧床的既往无顽固性便秘史的骨折患者!按住院号尾数单&双号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干预组"

&$

例$!对照组按常规防便秘的方法进行护理!干预组通过制订系统的预防便秘的护理干预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对患者

实施各项干预措施%结果
!

干预组较对照组的便秘发生率明显降低!干预前后干预组自身便秘防治知识水平明显

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建立系统的护理干预模式能更好地降低骨折卧床患者的便秘发生率!

提高患者便秘防治知识水平%

"关键词#

!

系统护理干预#

!

骨折#

!

便秘#

!

知识水平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40$!

!!

据报道#骨科卧床患者便秘者占
5$#%4T

+

"

,

)作者在临床工

作中也发现骨折卧床患者便秘发生率相当高#便秘防治知识水平

较低)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将系统的护理干预措施实施于骨折卧

床患者#以减少便秘发生率#取得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科住

院的
<$

例需长期卧床的既往无顽固性便秘史的骨折患者)按

住院号尾数单双号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5

岁#平均
%'

岁%学历!文盲
%

例#小学
'

例#

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专以上
&

例)对照组
&$

例#男
"5

例#

女
""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

岁%学历!文盲
&

例#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专以上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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