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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满意度调查人群结构分析#作为建立无偿献血长

效机制的突破口#从实质上了解献血人群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识别和掌握不同人群结构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特色服务#

既测试了献血者当前感受#又了解了献血者对未来的需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献血人群结构发生明显

变化#其中公务事业人员和农民的献血比例明显增加$表
"

%(

第二#单纯从综合满意率中很难反映出献血者的真实需求#从

表
)

中可以看出#两组同样为较高水平的满意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总体满意度等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和不同人群在

同一满意度档次上表现是不一样的#从表
"

,表
.

中看出#公务

事业人员,在校学生和农民高满意度比例明显上升#农民低满

意度比例明显下降(第三#不论是高满意度人群还是低满意度

人群#在对服务态度上都有较大改观#不满意因素均趋于集中#

涉及面逐渐减少#且更加理性$表
2

,表
!

%+观察组中高满意度

人群不满意因素主要是环境不佳)

2

*和献血告知不到位#说明这

部分人群对献血舒适度和知情权较为关注#相反低满意度人群

对献血技术较为看重#这也恰恰说明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是有差

别的(第四#从表
1

固定献血比例来看#公务事业人员和农民明

显增加#这与献血人群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这两部分人群相

对固定#对无偿献血长效机制的建设意义重大)

/

*

(第五#机采献

血人群结构的多元化是改善机采献血招募健康稳定发展的有

效途径#表
/

说明#在校学生机采献血比例有明显增加#另外

.其他/人群的增加预示着机采献血队伍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

趋势+

总之#建立科学,有效的献血者满意度调查评价机制#区分

出不同结构,不同满意程度的献血者需求特征#解决影响献血

者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疏导献血取向,改变献血行为#从以前的

档案管理转变为客户价值管理#减少献血者抱怨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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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检出
X@Y

抗原变异体
"

例

舒群峰"

!刘
!

冬.

!崔
!

萍"

"湖北省十堰市中心血站(

"-

质管科'

.-

检验科
!

22.$$$

#

!!

"摘要#

!

目的
!

确认
"

例初筛为
X@

阴性的无偿献血者$方法
!

采用抗人球蛋白试验&吸收放散试验等血型

血清学方法进行
X@

阴性确认$结果
!

该献血者
X@

血型不同于正常
X@

阴性或
X@

阳性结果!经检测是一例
X@Y

抗原变异体$结论
!

X@

阴性确认试验使用的试剂尽可能多选择几个不同厂家&不同细胞株试剂!包括人源血清&单

克隆
]

G

e

和单克隆
]

G

S

%

]

G

e

混合性质血清!避免
X@Y

抗原变异体误定为
X@

阴性$

"关键词#

!

无偿献血者'

!

X@Y

血型'

!

抗原变异体'

!

抗人球蛋白试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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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J

文章编号$

"1/.4*2!!

"

.$".

#

"24"/#24$)

!!

有关中国人
X@

血型变异体的报道多数是
Y

抗原变异体#

主要包括部分
Y

型,弱
Y

型以及
YWR

型#中国人弱
Y

表现型

$包括部分
Y

型和弱
Y

型%约占总体人群的
$-$"0

!

$-$"!0

+

X@

弱
Y

型的发现一般是由于盐水法检测为阴性,而耐受抗人

球蛋白试验$

]3+

%检测为阳性#这也是判断是否弱
Y

型的界

限(大多数部分
Y

型同弱
Y

型一样#表现为盐水阴性,

]3+

阳

性$某些部分
Y

型在高效价血清盐水介质中反应为阳性#形成

漏检%

)

"

*

+在对无偿献血者进行
X@

阴性确认试验时发现一例

X@Y

抗原变异体#现将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

!

材料和方法

$-$

!

献血者基本情况
!

男#

"*//

年#汉族#已婚#健康#血袋号

$"#$/""$$*/#$

+

"***

年和
.$$"

年
.

次参与无偿献血#

X@

血

型均定为阳性#

.$""

年再次献血#初筛为阴性#遂进行确认+

$-/

!

试剂
!

不同批号抗
4Y

试剂编号!单克隆
]

G

S4Y"

$德国

JB5<9;<

批号!

"$"""/$

%#单克隆
]

G

S4Y.

,人源
]

G

e4Y)

,单克隆

]

G

e4Y2

$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批号分别是!

.$$*$1$.

FC579

!

XZS4"

,

.$"$"$.1

,

.$"$"$..FC579

!

SI4.1

%#单克隆

]

G

e4Y!

$法国
Y]3e3I+

#批号!

2..$$$

#

FC579

!

%S"1

%,单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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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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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G

e4Y1

$法国
Y]3e3I+

#批号!

221$$$

#

FC579

!

&)l

1"j&)l."..)J"$j&)l.*$j&)l)!

%(抗
43

,抗
4J

血型试

剂$长春博德生物制品研究所#批号!

.$"$$/".

%#单克隆
]

G

S4

,

,

F

,

W

,

9

分型试剂,筛选细胞,抗人球蛋白试剂$上海血液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批号分别是!

.$"$)$$)

,

.$"$)"$.

,

.$"$).$.

,

.$"$))$"

,

.$""!1$2

,

.$"$$#"#

%#反定型
3JP

红细胞自制+

$-'

!

仪器与设备
!

I+3X.$$$

全自动加样仪$瑞士
%3S]R4

+PU

%#

"1

-

?

阶梯
&)

微孔板$日本
PC

H

?

A

6;

公司%#

3g

数字

血型仪及判读软件$深圳爱康公司%,

g34..$$

离心机$日本

gZJP+3

公司%+

$-1

!

血型血清学检查方法

$-1-$

!

X@

血型初筛方法
!

使用
I+3X.$$$

全自动加样仪将

试管标本浓缩红细胞
"#

-

R

连同生理盐水
1$$

-

R

一同加到预

稀释板中#充分混合后#每份样本吸取
.!

-

R

分配至
"1

-

?

阶

梯
&)

微孔板孔中#再在每孔中分配抗
4Y"

血清$原液效价大于

或等于
"$.2

#检测前
"

份原液加入
"!

份盐水进行稀释%试剂

.!

-

R

#振荡混匀#静置
1$?B7

后#由爱康血型仪分析反应图像

判读结果#如判读为阴性#则使用抗血清原液试管法离心肉眼

判读结果#如仍为阴性则采用抗人球蛋白试验确认+

$-1-/

!

抗人球蛋白试验确认
!

对初筛为
X@Y

阴性的标本使

用不同批号,不同厂家试剂采用试管法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确

认+各血型血清学方法均参考文献)

.

*

+

/

!

结
!!

果

/-$

!

血型初筛结果
!

J

型,

X@Y

梯形板法阴性+

/-/

!

X@Y

阴性确认结果

/-/-$

!

献血者红细胞与各抗
4Y

血清在不同条件的反应结果

见表
"

+

表
"

!

献血者红细胞与各抗
4Y

血清在不同条件的反应结果

项目 抗
4Y.

抗
4Y)

抗
4Y2

抗
4Y!

抗
4Y1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
3

阳性对照
J

阳性对照
,

立即离心
$ $ $ $ "j $ $ $ 2j

)/V2!?B7 h $ $ $ "j $ $ $ h

]3+ h "jI "jI $ .jI $ 2j 2j h

!!

注!$

"

%阴性对照为经确认
X@Y

阴性细胞
j

抗
4Y1

试剂($

.

%阳性对照
3

为
X@Y

阳性细胞
j

抗
4Y)

试剂($

)

%阳性对照
J

为
X@Y

阳性细胞
j

抗
4

Y!

试剂($

2

%阳性对照
,

为
X@Y

阳性细胞
j

抗
4Y1

试剂(

h

表示无数据+

从表
"

中献血者红细胞与各抗
4Y

血清在不同条件的反应结果

证实#该献血者
X@

血型不同于正常
X@

阴性或
X@

阳性结果#

应是一例
X@Y

抗原变异体+

/-/-/

!

X%

单克隆
]

G

S4,

,

F

,

W

,

9

表型分型结果!表型为

,FW9

(抗体筛选结果!阴性(直抗试验结果!阴性+

/-/-'

!

吸收放散试验
!

取献血者压积红细胞
)?R

分成
)

等

份#大量盐水洗涤后尽量去除上清液#压积红细胞分别与经稀

释效价为
12

的抗
4Y)

,

Y!

和
Y1

抗血清各
"?R

混匀#

)/V

水

浴箱吸收
1$?B7

#每间隔
"$?B7

混匀一次#吸收后
)/V

套管

离心分离吸收后的抗血清#测其效价+大量
)/V

生理盐水分

别洗涤
1

次各管红细胞#留取最后一次洗涤液做对照试验(洗

涤后的
)

支压积红细胞分别加入等量盐水和
.

倍乙醚做放散

试验#再将放散液与酶处理
!

人份.

P

/型混合红细胞$均为
X@

阳性%,未经酶处理
!

人份.

P

/型混合红细胞和已经确认为
X@

阴性.

P

/型红细胞进行间接抗球蛋白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

洗涤液'放散液与各细胞反应结果

项目
酶处理

红细胞

未经酶处理

红细胞

X@

阴性.

P

/型

红细胞

抗
4Y)

抗血清洗涤液
$ $ $

抗
4Y)

抗血清放散液
)j .j $

抗
4Y!

抗血清洗涤液
$ $ $

抗
4Y!

抗血清放散液
$ $ $

抗
4Y1

抗血清洗涤液
$ $ $

抗
4Y1

抗血清放散液
2j )j $

/-/-1

!

效价测定
!

经红细胞吸收后人源抗
4Y)

血清效价降至

#

#

]

G

S

"

]

G

e4Y1

抗血清效价降至
2

#

]

G

e4Y!

抗血清效价不变+

经人源抗
4Y)

抗血清吸收后的红细胞放散液
]

G

e4Y

效价测定

为
2

#经
]

G

S

"

]

G

e4Y1

抗血清吸收后的红细胞放散液
]

G

e4Y

效

价测定为
#

+

'

!

讨
!!

论

本单位
.$$2

年以前使用的初筛试剂是加拿大
Y5?B7B57

公司生产的单克隆$

]

G

Sj]

G

e

%抗
4Y

血清#如果盐水初筛为阴

性#则使用原抗血清做凝聚胺试验#根据凝聚胺试剂说明书判

断结果+自
.$$2

年后开展试管法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对初

筛
X@

阴性的标本做确认试验+该献血者此次是第
)

次无偿

献血#鉴于前
.

次
X@

血型均定为阳性#

.$$"

!

.$""

年之间
"$

年未参与献血#怀疑献血者是否因身体不适未参与无偿献血#

电话咨询献血者称并无身体不适而排除因疾病造成
Y

抗原减

弱)

)

*

+该献血者抗
4Y

初筛为阴性#确认试验与部分抗
4Y

间接

抗人球蛋白试验为弱阳性#符合
X@

血型
Y

抗原$弱
Y

和部分

Y

%变异体的判定界限+前两次的漏检可能与当时的检测方法

或是抗血清的效价,克隆细胞株有关+

鉴于此例
X@Y

抗原变异体的漏检对
X@

血型鉴定有几点

体会!

"

%,初筛试剂最好选择单克隆
]

G

S

"

]

G

e

混合抗
4Y

血清#

血清的效价
124.!1

之间(

.

%,确认试验采用试管法间接抗人球

蛋白试验检测方法#尽可能多选择几个不同厂家,不同细胞株

试剂(

)

%,确认试验使用的试剂尽可能包括人源血清,单克隆

]

G

e

和单克隆
]

G

S

"

]

G

e

混合性质血清(

2

%,确认试验时必须做

阴,阳对照试验以证明确认试验的有效性(

!

%,随着
X@

血型研

究的不断深入#已有
X@

表型的基因分型技术#但与之相比#血

清学分型操作简便快速#不需要特殊的仪器和设备#目前仍然

在输血前检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分弱
Y

型和部分
Y

型#

或鉴定具体哪一种部分
Y

型时#需要采用.

Y

抗原表位检测试

剂盒/#或者采用
&,X

检测试剂盒或基因序列分析#该献血者

属于哪一种
Y

抗原变异体#除了增加上述试验外#最好能够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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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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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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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系调查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来进一步确认+

X@

系统是一极为复杂的血型系统#重要性仅次于
3JP

血

型系统+

X@

系统内有
2!

种不同的抗原#

Y

抗原最为重要#其

他主要抗原有
,

,

F

,

W

及
9

)

2

*

+中国汉族人群中
X@Y

阴性血型

者仅占
$-.

!

$-!0

的特点)

!

*

#有一种在远东发现的十分弱的

Y

称为
YWR

$以前称
Y9C

%+这种
YWR

只能通过吸收和放散方

法来检出+在日本与中国常规血清学技术检出的
Y

中有
"$0

!

))0

属于
YWR

#但有时也不发生这种现象+

YWR

基因几乎

都带有顺式
,9

等位基因+弱
Y

型个体带有完整的
Y

抗原#一

般认为他们对
X@Y

阳性血液和
X@Y

阳性胎儿的免疫刺激不

会产生抗
4Y

#因而可以作为
X@Y

阳性供者#也可以接受
Y

阳性

血液+但是最近发现例外#在亚洲人群中最常见的弱型
"!

以

及白人中最常见的弱型
"

#都可以产生抗
4Y

+部分
Y

型血液能

够刺激
X@Y

阴性个体产生抗
4Y

#因此作为血液供者时被标记

为
Y

阳性#由于他们的
Y

抗原缺失某些表位#在接受输血时被

作为
X@

阴性处理#他们将输注
X@Y

阴性血液)

/

*

+由于本室实

验条件不能区分该献血者是弱
Y

型或是部分
Y

型#其所献血

液最终标记
X@Y

阳性发往临床#电话告知献血者本人其
X@

血

型的特殊性#一旦用血时则需要输注
X@Y

阴性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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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血小板参数检测的临床意义

黎素琴!谷忠茨!张
!

忠"湖南省桑植县民族中医院
!

2./"$$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小板参数在
.

型糖尿病早期血管病变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检测
"$)

例
.

型糖尿

病患者"单纯糖尿病组
11

例及合并血管病变组
)/

例#和
!#

例健康者"健康对照组#血小板数量"

&R+

#&血小板体积

"

S&'

#&血小板分布宽度"

&Ya

#$结果
!

有血管病变组与单纯糖尿病组及健康对照组相比
S&'

&

&Ya

&

&R+

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单纯糖尿病组
S&'

&

&Ya

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单纯糖尿

病组
&R+

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定期对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血小板参数的监测对

早期发现
.

型糖尿病血管病变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

!

血小板参数'

!

检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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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J

文章编号$

"1/.4*2!!

"

.$".

#

"24"/#14$.

!!

.

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可遍及全身重要器官+血管

病变是常见而严重的并发症#是导致
.

型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

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血小板参数在早期血管病

变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旨在早期发现
.

型糖尿病患者早期血管

病变#及早控制#干预病情发展+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

型糖尿病组!按美国糖尿病协会$

3Y3

%

.$$.

年发布的有关糖尿病实验室诊断标准确诊的
.

型糖尿病

患者
"$)

例#其中男
1$

例#女
2)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病程
"

!

..

年#均为本院就诊患者+其中并发大血管病

变
)/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
11

例+$

.

%健康对照组!本院门诊体

检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年龄
!/

岁+

$-/

!

材料与方法
!

3J[?BF:5;1$

自动血液分析仪及原装配

套试剂+

$-'

!

标本处理
!

所有检测者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取
"?R

加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WY+34g

.

%抗凝管中混匀#室温存放#每

日质控#

2@

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完成检测+

$-1

!

统计学方法
!

检测数据采用$

Ed/

%表示#统计学分析采

用
?

检验+

/

!

结
!!

果

/-$

!

有血管病变组血小板体积$

S&'

%,血小板分布宽度

$

&Ya

%#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及健康对照组$

;

&

$-$!

%+

/-/

!

有血管病变组血小板数量$

&R+

%显著低于单纯糖尿病组

及健康对照组$

;

&

$-$!

%+

/-'

!

单纯糖尿病组
S&'

#

&Ya

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1

!

单纯糖尿病组
&R+

低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各组
S&'

#

&Ya

#

&+

结果
!

见表
"

+

表
"

!

各组
S&'

+

&Ya

+

&+

结果%

Ed/

&

组别
1 S&'

$

EC

%

&Ya

$

0

%

&+

$

"$

*

"

R

%

有血管病变组
)/

""-)d"-*

=K

"!-)d.-"

=K

"2.d*/

=K

单纯糖尿病组
11 #-!d"-! ""-"d"-*

"#*d/#

=

健康对照组
!# #-)d"-" "$-.d"-.

.""d2*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与单纯糖尿病组比较#

K

;

&

$-$!

+

'

!

讨
!!

论

本组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合并有血管病变者血小板参数

的改变与单纯糖尿病及健康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糖

尿病组血小板减低的可能机制主要为!糖尿病常伴有高血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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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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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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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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