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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微柱凝胶方法在血型鉴定中的应用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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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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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卡式微柱凝胶方法!简称卡式法#在血型鉴定中的应用及价值$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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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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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对垫江县人民医院须输血治疗的
)'.0

例住院患者同时用卡式微柱凝胶技术和手工盐水法进行血型

鉴定%并对两种不同鉴定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在
)'.0

例送检血样中%卡式法一次性正确率正定型为

)((9(S

%反定型为
;;9:S

'手工盐水法一次性正确率正定型为
;;9.S

%反定型为
;,9;S

$

)'.0

例血样共检测

4C-

型
)+

例%占
(9,.S

$结论
!

卡式法是一种灵敏&安全的血型鉴定技术%对于提高血型检验质量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但由于成本略高于手工盐水法%可应用于住院患者血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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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输血已经成为一门涉及多个学

科的新兴学科,输血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可挽救患者生

命$而准确的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方法对安全输血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安全输血是输血工作中的重点$必须保证血型鉴

定)交叉配血等输血相关检测百分之百正确$因为
(9)S

的误

差可能就会危及受血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卡式微柱凝胶方法#简称卡式法%已在全国各级医院中普

遍运用$逐步取代了已使用百年传统式的血型血清学技术,相

对于从前国内各级医院传统的血型鉴定及配血试验来说$卡式

法结果准确)操作简单)时间短)试剂用量小)环境污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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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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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本院需输血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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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

院患者用卡式法进行血型鉴定及配血$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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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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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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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需输血治疗

的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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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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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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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0

!

:(

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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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抽取肘静脉
.H2

$肝素抗凝$同时分

别用卡式法和手工盐水法进行血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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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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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T

血清购自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抗
-

单克隆血清由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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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
%?MM>GFK

微柱凝胶卡由荷兰皇家血液

基金会有限公司提供,盐水购自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及结果判定按使用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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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免疫微柱孵育器和血型血清学离心机由长沙英泰

仪器有限公司提供,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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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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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盐水法
!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规定$正

向定型和反向定型用试管法进行,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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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法
!

按荷兰皇家血液基金会有限公司
%?MM>GFK

微

柱凝胶卡血型鉴定操作手册进行!取微柱凝胶卡分别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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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定型卡各
)

张$标记患者姓名)住院号和日期等$

撕去卡上部的锡纸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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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红细胞悬液$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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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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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F

离心
.H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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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F

离心
0HGF

$取出观察结果,按微柱凝胶卡说明书提

示标准判读结果$红细胞完全降至柱底者为阴性$完全或部分

被阻挡于凝胶内者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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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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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送检血样中$微柱凝胶法一次性正确率正定型

为
)((9(S

$反定型为
;;9:S

(手工盐水法一次性正确率正定

型为
;;9.S

$反定型为
;,9;S

,两种方法血型鉴定正确率比

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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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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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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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反定型不相符者
.(

例$将血液红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
.

次$再

进行重复鉴定$有
*

例为红细胞浓度异常$

)(

例血浆中含有纤

维蛋白$

0

例为红细胞悬液不新鲜,其余
;

例正反定型不符

者$进一步检测发现
+

例有抗
"

7

g

抗体#肿瘤%$

.

例自身凝集

#多发性骨髓瘤%$

+

例有严重冷凝集#凝血功能障碍%$

+

例红细

胞被抗体致敏#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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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血型鉴定结果比较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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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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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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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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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血型鉴定结果比较

方法
5

符合#

5

%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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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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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盐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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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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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随着医学的发展$安全输血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

大多数医院在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时还在应用盐水法)酶法)聚

凝胺法等传统方法$这些方法灵敏度较低$操作繁琐$需反复洗

涤红细胞$自动化程度低$试验全过程不宜标准化$且影响因素

多$不利于临床采取正确的诊治手段,卡式法是近年来被推荐

使用的$是微柱凝胶技术与上述传统方法结合的产物$其既克

服了传统方法的缺点$又具有灵敏度)准确性高等优点$为临床

安全输血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3*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正反定型不相符者
.(

例$有
*

例为红细

胞浓度异常$

)(

例血浆中含有纤维蛋白$

'

例为红细胞悬液不

新鲜,红细胞浓度或过高或离心不彻底$血清中含纤维蛋白)

出现细胞2凝块3)细菌污染)反定型红细胞悬液不新鲜等$可能

导致卡式法呈假阴性或假阳性*

:

+

,因此$准确的红细胞浓度是

卡式法正确操作的关键之一$文献报道
+S

为最佳红细胞

浓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正反定型不符者$进一步检测发现
+

例有抗
"

7

g

抗体#肿瘤%$

.

例自身凝集#多发性骨髓瘤%$

+

例有

严重冷凝集#凝血功能障碍%$

+

例红细胞被抗体致敏#自身免

疫性溶血性贫血%$说明某些疾病可引起的自身凝集)冷凝集

等$引起的抗原减弱$会影响卡式法鉴定结果$应予以重视,

本研究结果表明$卡式法鉴定血型$其正确率及反应强度

均高于手工盐水法$且操作简便)快速)省时)省力$样本)试剂

用量少$易于观察结果$并可以长时间保存血型鉴定样本#保存

)

周以上%$有利于事后复查,同时$卡式法结果的判读易于标

准化$最大限度减少了操作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卡式

法成本略高于手工盐水法$因此$作者建议对门诊患者采用手

工盐水法$而对住院患者则采用卡式法,

综上所述$卡式法是一种灵敏)安全的血型鉴定技术$对于

提高血型检验质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临床安全输血提供了

很好的保障$但由于成本略高于手工盐水法$可应用于住院患

者血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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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污染会加重,

临床化学分析系统试剂携带污染主要有试剂
)

探针)试剂

+

探针)样品搅拌棒)试剂
+

搅拌棒和比色杯
0

个来源$这
0

部

分共同对受污染项目产生影响,采用组合项目逐一配对检测

的方法可以检出不同临床检测申请时各测试项目的试剂总携

带污染率,国内其他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检测单一来源试剂

携带污染的不同方法*

+

+

,

实验中发现$

<g

对
W

7

造成严重污染$单一因素对受污染

项目的影响检测显示其通过样品搅拌棒对
W

7

造成的污染大

于通过试剂
)

探针造成的污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分析认为与
.

个因素有关!#

)

%搅拌棒与试剂接触的表

面积大于试剂探针(#

+

%搅拌棒相较于试剂探针更易受磨损)脱

涂层$从而黏附增加(#

.

%搅拌棒的冲洗效率低于试剂探针,因

此$应更加重视搅拌棒携带的试剂污染$定期浸泡)清洗$及时

更换有明显磨损的搅拌棒$以降低试剂携带污染,

试剂携带污染有很多种处理措施*

.30

+

!#

)

%增加纯水)碱性

洗液)酸性洗液冲洗量(#

+

%调整检测顺序(#

.

%固定试剂探针)

比色杯的使用范围(#

'

%换用相互污染小的试剂或方法(#

0

%综

合处理措施,

<g

对
W

7

造成严重污染$采用增加纯水冲洗量

的处理措施处理效果不佳$最终选择了调整检测顺序及增加纯

水冲洗量的处理措施,

总之$临床化学分析系统的携带污染及污染的来源可以实

验检测$采用适当的处理措施可有效地降低试剂携带污染$增

加分析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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