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本院的
$"$!8

例血常规血小板

计数作回顾性总结#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本院血常规

检验
$"$!8

例#患者年龄
%

(

7#

岁#对其中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血小板低于
%##c%#

7

"

Z

的
:"8

例#进行了复检#占总检测人数

的
<;

*

$6/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P

O

E-DV*_?$%

血细胞分析仪#试

剂为
P

O

E-DV

配套试剂*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a(>?*

$

%抗凝

管为湖南浏阳市医用仪具厂产品*血小板稀释液为草酸铵稀

释液
%

F

#

)a(>?5/

$

#6#%$

F

#甲醛
#6%-Z

#蒸馏水溶解后加到

%##-Z

*质控全血为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每日开机后先做室内质控#在控后再进行标本检测*

$6'

!

方法
!

分析
$#%#

年度仪器法测定血小板低于
%##c%#

7

"

Z

的
:"8

例#首先将原
)a(>?*

$

抗凝管中血液
$#

'

Z

#加于稀

释液
#6<8-Z

中#待红细胞破坏后#混匀#滴入血细胞计数板

中#静置
%#-AB

#镜检计数*手工复检血小板正常者#按手工计

数值报道结果*对于复检仍然低于
%##c%#

7

"

Z

的则要重新采

集患者末梢血*所有过程严格遵照操作规程#镜检计数血小板

测得的血小板数为最终报告值*

/

!

结
!!

果

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低于
%##c%#

7

"

Z

的
:"8

例#人

工复检原抗凝管样本#血小板正常
$$8

例#复检正常率为

<#6%;

#这部分误差可能是抗凝剂
)a(>?*

$

的影响#对于复

检血小板仍低于正常的
"<#

例#则按操作规程重新采集标本人

工复检*再次复检血小板仍低于正常有
$8%

例#占仪器法血小

板减少人数的
<:6%;

$实际血小板减少患者%*再次复检血小

板正常
$97

例#占仪器法血小板减少的
<$68;

$可能是初检标

本采集不当等引起%*还见到同一患者复检血小板数与初检时

相差很大#由此可见复检的重要性*

'

!

讨
!!

论

静脉采血一定要顺畅#采血后要注意混匀#不宜放置过久*

血小板体积小#其形态的识别易受其他杂物的干扰#在体外易

黏附)聚集和变形破坏*由此引起的血小板误差一般在误差原

因的
<#;

以上*

)a(>?*

$

可使血小板形态发生改变#其外膜形成的微小

管游离端向外扩展#在血小板周围形成丝状伪足并相互缠绕#

形成可逆的血小板聚集团#引起血小板测定结果减少#约占误

差原因的
<#;

左右*聚集血小板直方图特征为曲线峰变低)

变平#曲线峰右侧抬高#不与横坐标重合*血小板凝集后#其体

积大于
<"MZ

被误认为淋巴细胞计数#

2S+

直方图
<"MZ

处高

起点区域的出现主要为血小板凝集所致*

)a(>?*

$

引起的血

小板聚集#经草酸铵稀释液作用可重新散开#使血小板计数准

确#并且避免重新采集标本复检*

血常规检验是日常检验中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必须要

有可靠的质量控制来保证结果的准确*每日全血质控能够控

制仪器)试剂引起的系统误差*对采血过程以及抗凝剂影响的

标本误差则要依靠手工复检的办法*对血细胞分析仪的血小

板误差#可采用多种质控方法*例如推制血片#待其自然干燥

后#瑞氏染色#镜检计数#每高倍视野中血小板数乘以一万#即

为每微升血液中血小板数#报告时换算为每升血液中血小板数

即可*或者观察血片#根据计算公式!$

$##

个红细胞范围血小

板数%

l$##c

$总红细胞数
%#

7

"

Z

%

\

血小板数
%#

7

"

Z

*观察

血片根据白细胞范围计数血小板其视野范围大#易于界定*计

算公式!血小板数
%#

7

"

Z\%##

个白细胞范围的血小板
l%##

c

白细胞数
%#

7

"

Z

*血小板的准确计数#简易的方法是通过

草酸铵稀释液#镜检计数*草酸铵试剂破坏红细胞能力强#$若

在冬季需将试剂预温
%

(

$-AB

再加入血样%试剂性能稳定#室

温放置可保存
%

年*通过手工复检#控制血小板计数的误差*

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的诊断信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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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选与输血安全

李
!

哲"广东省东莞市大朗医院输血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的筛选与输血安全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年
"

月到
$#%%

年
9

月在

该院进行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选的
789

例患者!采取盐水法%抗球蛋白法和菠萝酶法进行不规则抗体筛选及鉴定!

采用标准对照的方法进行抗体特异性判定&结果
!

789

例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选试验检出
!

例抗体阳性!检出率

为
#6!%;

!特异性分布为抗
?ULJ%

例!抗
?U$

例!抗
?>%%

例!抗
?)%

例!抗
?a%

例'其中
YG

系统血型
$

例!占

<<6<<;

!

U5PE

系统血型
<

例!占
"#6##;

!

>S4

系统不规则抗
?>%

亚型
%

例!占
%!6!:;

&结论
!

输血前进行不规

则抗体检测是输血安全的重要保证!可有效降低溶血性输血的发生!保证输血安全有效&

"关键词#

!

红细胞不规则抗体'

!

筛选'

!

输血安全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S

文章编号$

%!:$?79""

"

$#%$

$

#!?#:$#?#$

!!

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特别是对有

输血史和妊娠史的择期手术患者有更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当

不规则抗体筛选阳性时#输血科必须进一步作抗体鉴定#确定

其特异性后#再输入无相应抗原的红细胞或交叉配血相合的红

细胞#才能达到安全输血的目的*作者对
$#%#

年
"

月至
$#%%

年
9

月在本院进行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选的
789

例患者采取

盐水法)抗人球蛋白法和菠萝酶法进行了检测#并对结果)特异

性分布作比较与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择
$#%#

年
"

月到
$#%%

年
9

月在本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院进行输血前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选的患者
789

例进行研究#

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9:6%d

%96!

%岁*

$6/

!

仪器与试剂
!

*>?$$##

型血型血清学离心机$日本

*=S4(>

%#

+,,-KE

微柱凝胶卡)离心机)孵育器*红细胞不

规则抗体筛选细胞由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抗人球蛋

白)抗体鉴定细胞和菠萝酶*

$6'

!

方法
!

本研究按照微柱抗体凝胶说明进行使用#主要采

取盐水法)抗球蛋白法和菠萝酶法等#对人群是否存在不规则

抗体进行鉴定#实验结果采用标准对照的方法进行抗体特异性

判定*

/

!

结
!!

果

789

例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选试验结果显示!共检出
!

例

阳性#检出率
#6!%;

#男
<

例#占
"#6##;

#女
<

例#占
"#6##;

#

所有患者均有输液史#女性人群均有妊娠史#其中检出抗
?ULJ

%

例#抗
?U$

例#抗
?>%%

例#抗
?)%

例#抗
?a%

例*其中
YG

系

统血型
$

例#占
<<6<<;

#

U5PE

系统血型
<

例#占
"#6##;

#

>S4

系统亚型为
%

例#占
%!6!:;

#依照输血前检测结果进行

选择合适的血液进行输血#在输血过程中均未出现输血性溶血

反应#见表
%

*

表
%

!

789

例患者输血前红细胞不规则抗体鉴定结果

抗体特异性
(

性别 年龄$岁%输血史 妊娠史 临床诊断

抗
?ULJ %

男
"8

有 无 尿毒症

抗
?U %

女
9!

有 有 急性白血病

%

女
"%

有 有 多发性骨髓瘤

抗
?>% %

男
!<

有 无 地中海贫血

抗
?) %

女
%8

有 有 消化道出血

抗
?a %

男
<"

有 无 产后出血

'

!

讨
!!

论

不规则抗体是指在传统
>S4

血型系统外的其他血型抗

体#其产生的原因主要为患者在进行输血或者妊娠过程产生#

其理化性质主要表现为不规则)不能在盐水介质中凝集#同时

又能使红细胞致敏的抗原*对于需要进行输血的患者需进行

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这样不仅有助于患者输血时血液的选

择#同时又防止由于输血而出现了各种输血反应*

不规则抗体产生大多为
YG

血型系统#除抗
?a

外#其他如

抗
?)

#抗
?)0

#抗
?+D

也有较高的检出率#提示
YG

阳性患者输血

也可引起溶血反应#且概率较高*根据我国汉族人群
YG

抗原

分布特点#

)

抗原阳性比
a

抗原阳性低#产生
)

抗体的概率高

于
a

抗体#故
YG

血型系统
a

抗原阳性)

)

抗原阴性者输血不

容忽视*

YG

阴性个体免疫后产生抗
?a

的概率为
:#67;

#产生

的抗体其效价在体内会逐渐下降#甚至常规试验会漏检#若以

后作为受血者输入
YG

$

a

%阳性血刺激时#会很快出现免疫性

回忆反应*抗体效价会在
%

(

$

周内达到高峰#引起迟发性血

管外溶血#且发生在输血后几天#造成的输血无效以及溶血#易

被临床忽视*溶血反应的强度与抗体效价呈正比关系#抗体产

生的强度增加#溶血反应越严重*抗
?U

)抗
?ZD/

)抗
?[%

均较少

见#但抗
?ZD/

可引起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所以不能作为供

血者#如为受血者时应给予
ZD

$

/?K?

%血液输入*抗
?U

只有
<:

X

或抗球蛋白试验出现阳性时才具有临床意义*抗
?[%

最理

想的反应温度为
9X

#偶可在
<:X

查出*抗
?[%

很少在体内

造成溶血#几乎总是
'

F

U

型抗体#所以不能通过胎盘#不会造

成
3a5

#冷凝集素在配血时可忽略*自身抗体在自身溶血性

贫血时出现较多#一直以来是输血的一大难题#作者仍遵循一

般输血原则#特异性
'

F

T9

$

E'

F

T9

%检测方法是四层双抗夹心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Z'P>

%法*首先在将应原提取物加入到酶

标板上#在
9

(

8 X

下包被过夜*第
$

天用
(SP

缓冲液洗板

后#于酶标板上加入
$;

酪蛋白#在室温下封闭
%G

#然后与质

控)标样和患者血清稀释液在室温下孵育
$G

*孵育结束#

(SP

缓冲液洗板#再加入
'

F

T9

单抗于室温下孵育
%G

*孵育结束#

再次
(SP

缓冲液洗板#接着加入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羊抗人

'

F

T

抗体#室温下孵育
%G

#变应原形成#得到抗
?'

F

T9

)

'

F

T9?

酶

标抗
'

F

T

的结合物*

有关数据研究显示+

%

,我国汉族居民中存在
YG

阴性的人

群占总人群的
#6$;

(

#69;

#而
YG

阴性人群进行输血时出现

抗原刺激的概率较大*本研究对
789

例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

体筛查的人群进行筛查结果显示#存在
!

例抗体阳性人群#其

发生率为
#6!%;

#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相似+

$

,

*而男
<

例#女

<

例#男女比例为
%k%

#说明不规则抗体产生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这样其他文献报道结果不相同+

<

,

*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

涉及的研究对象相对较少#可能不能反映实际人群的情况*本

研究结果显示检出人群抗
?ULJ%

例#抗
?U$

例#抗
?>%%

例#

抗
?)%

例#抗
?a%

例*其中
YG

系统血型
$

例#

U5PE

系统血

型
<

例#

>S4

系统亚型为
%

例*且
YG

系统血型主要包括抗
?

a

和抗
?)

#其是常见的引起输血反应和妊娠刺激的原因+

9

,

#抗
?

a

和抗
?)

是最常见的
YG

血型系统不规则抗体#常见于女性妊

娠人群#对于女性妊娠患者应加强对不规则抗体的筛查*

U5PE

血型最常见的类型为
'

F

U

抗体#其大部分来自于天然

的抗体#一般情况下在输血过程中不会引起输血反应*

>S4

系统亚型为
%

例#此种类型的抗体常会引起输血反应和新生儿

溶血反应#故而对于临床输血过程中应加强对
>S4

血型以外

抗体的重视*可见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体检测是输血安全的

重要保证#可有效降低溶血性输血的发生#保证输血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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