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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卡应用于稀有血型抗体筛选和新生儿溶血病检测的

可行性$方法
!

以
?̂

P

CJK?c3g0(

凝胶为载体%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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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卡$取无偿献血者血清与稀有

血型!

WI@

#抗原阳性红细胞加入凝胶卡反应腔%

.:Z

孵育后
)0HGF

离心%观察结果$再取阳性反应者血清%用
+3

W?

灭活
"

7

W

型抗体后%重复前述步骤%以确定是否含
"

7

g

型抗
3WI@

$取新生儿血液标本%进行直抗实验&游离抗体

实验和放散液抗体检测实验$结果
!

+*((

名无偿献血者中%检出
)

例
"

7

W

型抗
3WI@

$

+'*

例新生儿溶血病标本

中%检出
6T8

溶血病
+)(

例%

4C-

溶血病
0

例%

4CU

溶血病
+

例%抗
3W

和抗
3VO

J引发的溶血病各
)

例$自制凝胶卡

与进口凝胶卡检测结果一致$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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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卡与进口凝胶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且具有成本低&工艺简单的特点%可用于血型血清学临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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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微柱凝胶卡以来$其

简便)快捷)重复性好)敏感度高)易于标准化和自动化等优点

使得其在血型血清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在中国使

用较多的是国外公司的产品,由于成本因素$导致很多医疗机

构无法使用$因此$开发国产凝胶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

过前期筛选$研制了以
?̂

P

CJK?c3g0(

凝胶颗粒为载体的微柱

凝胶卡$并在稀有血型抗体#抗
3WI@

%的大规模筛查实验和新

生儿溶血病检测实验中进行了应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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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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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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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

卡$

-gg?M%==H>1

凝胶卡#西班牙
g@GD=M1

公司%$

WI@

抗原阳

性细胞#本实验室保存的稀有细胞%$人源抗
3WI@

血清#本实验

室保存的一位长期输血产生抗
3WI@

的
6T

型患者的血清$已

用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谱细胞鉴定%$谱细胞#美

国
"WW$%84

公司%$戴安娜专用孵育器$戴安娜专用离心机$

&6++(

血清学专用离心机#日本久保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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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卡的制备

$9/9$

!

空白塑料卡的设计
!

空白微柱凝胶卡由硬质塑料构

成$大小为
:'HH[0+HH

$含
*

个反应柱$反应柱由分离柱和

反应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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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抗人球蛋白混悬液
!

在抗人球蛋白血清中分别加

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U-<635J

+

%后$加入适量高分子聚合物

材料$调整混合液
P

!

至
*9.

$最后加入适量叠氮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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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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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颗粒
'

7

$加入
:+

H2

上述抗人球蛋白血清中$充分混匀后$用微量加样枪将此

凝胶混悬液加入微柱凝胶反应卡的管中$每管
+,

&

2

$贴好标

签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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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标本
!

+())

年
0

月至
+()+

年
)

月$广州市内医院送

检的新生儿溶血病标本
+'*

例$本中心无偿献血者标本
+*((

例,其中$新生儿标本均为未抗凝血$献血者标本均为
U-<6

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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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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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
!

用微柱凝胶卡方法筛查
+*((

名无偿献

血者血清中
.:Z

有活性的抗
3WI@

,将
)SWI@

抗原阳性红细

胞悬液
0(

&

2

及无偿献血者血浆
+0

&

2

加入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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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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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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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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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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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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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卡反应槽中$于
.:Z

孵育
)0HGF

$离心观察

结果,若出现凝集反应$则用谱细胞鉴定抗体的特异性$如果

该抗体与
WI@

抗原阳性的细胞凝集$与
WI@

抗原阴性的细胞

均不凝集$则抗体特异性鉴定为抗
3WI@

,用
+3W?

处理血清

后$重复上述操作$在自制
?̂

P

CJK?c3g0(%==H>1

凝胶卡中仍

能与
WI@

抗原阳性细胞反应则为
"

7

g

型抗
3WI@

$不能反应则

为
"

7

W

型抗
3WI@

,同时$用
-gg?M%==H>1

凝胶卡做平行对

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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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检测
!

取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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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和

-gg?M%==H>1

卡$进行新生儿溶血病的直抗实验)游离抗体

检测实验和放散液抗体检测实验,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凝胶

卡试剂说明书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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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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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3WI@

筛查结果
!

+*((

名无偿献血者中有
)

名献血者

血清与
WI@

抗原阳性细胞有凝集反应$强度为
'/

$经谱细胞

鉴定为抗
3WI@

,用
+3W?

处理该血清后$与
WI@

抗原阳性细胞

无凝集反应$证明该抗体为
"

7

W

型,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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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JK?c3g0(

%==H>1

卡与
-gg?M%==H>1

卡检测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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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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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溶血病标本中$检出

6T8

溶血病
+)(

例$

4C-

溶血病
0

例$

4CU

溶血病
+

例$抗
3W

)

例$抗
3VO

J

)

例$其余
+:

例不能证实为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

溶血病,其中$

6T8

溶血病标本中$检出直抗实验阳性者
)+0

例#

%

)/

%$不规则抗体引起的溶血病标本$直抗实验均阳性

#其中
'/.

例$

%

./*

例%,

):+

例标本游离抗体检测阳性$

+);

例标本的放散液抗体检测实验阳性,新生儿溶血病
.

项

实验检出率分别为!直抗阳性率
*)9+S

#

).'

"

+);

%$游离抗体

检测阳性率
:,90S

#

):+

"

+);

%$放散液抗体检测实验阳性率为

)((9(S

#

+);

"

+);

%,所有结果与对照的
-gg?M%==H>1

凝胶

卡一致$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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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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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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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检测结果(

T

为
-ggU2

%==H>1

卡检测结果,

图
)

!

新生儿溶血病游离抗体实验和放散液

抗体检验实验结果

'

!

讨
!!

论

微柱凝胶试验是红细胞膜抗原与相应抗体在凝胶介质发

生的免疫反应$该方法在微柱中加入硫酸葡聚糖凝胶$利用凝

胶的分子筛效应$通过调节凝胶的孔径$只允许游离的红细胞

通过$多个红细胞的凝块不能通过$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通过空

间位阻作用将游离的红细胞和凝集的红细胞区分开*

+

+

,由于

该方法简单)快捷$结果清晰)直观$易于标准化$因此在血清学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交叉配血和血型鉴定方面,但

在大规模的不规则抗体筛查和新生儿溶血病检测方面的应用

报道相对较少,

WI@

抗原在亚洲人群尤其是中国南方人群的分布频率较

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抗
3WI@

可导致严重的新生儿溶血

病及溶血性输血反应$因此$了解抗
3WI@

的分布频率对于指导

临床输血及产前抗体监测显得尤为重要,既往已有的研究表

明$中国抗
3WI@

频率介于
(9(:S

!

(9+)S

*

.30

+

,但这些研究

中$筛查抗体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用盐水微板法$检出的抗体仅

限于
"

7

W

型抗体$然而大多数
"

7

W

型抗体在
.:Z

都是没有活

性的$因此没有临床意义$而具有临床意义的
"

7

g

型抗体往往

被这些检测方法漏检,本研究采用自制微柱凝胶卡和进口微

柱凝胶卡同步对比实验的方法$经
.:Z

孵育后对抗
3WI@

进行

筛查$旨在检出在
.:Z

有活性的抗体$此方法能检出
"

7

g

型及

.:Z

有活性的
"

7

W

型抗体,本研究对献血者抗
3WI@

调查结

果显示$

.:Z

有活性的抗
3WI@

频率为
(9('S

$低于上述报道

的频率$可能是因为本次实验所采用的检测方法与上述微板法

不同$有些
"

7

W

型抗体经过
.:Z

孵育后失去活性,这些
.:

Z

环境下无活性的抗体不具有临床意义,

新生儿溶血病的确诊依赖于血清学
.

项实验,直抗实验

阳性在新生儿溶血病诊断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阳性结果提

示患儿体内红细胞被抗体致敏$阳性强度提示发生溶血的相关

程度*

*3:

+

,因此$新生儿溶血病实验诊断中对凝胶卡的灵敏度

要求较高$本研究中确诊为新生儿溶血病的标本用自制抗人球

凝胶卡检测$其直抗实验阳性率为
*)9+S

$与同类进口凝胶卡

没有差异,因游离抗体存在时间短$一般在出生后几天迅速减

弱直至消失$因此$早期的新生儿标本游离抗体检出的阳性率

高于晚期标本$本研究中的游离抗体检出率为
:,90S

,放散

液抗体检测实验是检测从患儿红细胞上放散的抗体$阳性则提

示患儿红细胞结合了来自母亲的
"

7

g

抗体$是诊断新生儿溶血

病的直接证据,其阳性率远高于其他
+

项检查$本研究确诊的

+);

例新生儿溶血病标本$其阳性率为
)((9(S

,新生儿溶血

病主要是
"

7

g

类抗体检测$传统的试管法检测步骤多)操作繁

琐费时$且受时间)凝集强度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判定有一定难

度,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应用国产微柱凝胶卡进行新生儿溶

血病
.

项实验的检测$显示该方法能快速准确测出结果$且操

作简便$结果可保存$与进口同类凝胶卡检测结果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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