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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 反定型不一致时的解决策略探讨

朱帮强!张循善!卞茂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
!

"#''""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患者
,[)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的原因并对解决策略进行探讨%方法
!

对
#3

例正'反定

型不一致标本采用试管法在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进行
,[)

血型正'反定型试验#对红细胞自凝的标本用
"9

巯基乙

醇处理后再行正定型试验#对患者血清进行抗体筛选试验和抗体特异性鉴定试验!根据抗体鉴定结果选用试剂红细

胞行反定型试验#经以上处理后正'反定型仍不一致者则对标本红细胞进行吸收放散试验以确定
,[)

血型%结

果
!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的结果为(冷凝集
/

例!抗体丢失或减弱
&

例!红细胞抗原减弱
.

例!红细胞自凝
3

例!

,[)

血型亚型
"

例!抗
9̀

抗体
"

例!非特异性抗体
!

例!获得性)类
[

*

!

例%结论
!

当患者标本出现
,[)

血型正'

反定型不一致时!应根据可能的原因采取科学策略进行相关确认试验!以便快速准确地鉴定出
,[)

血型!从而保证

患者输血安全%

"关键词#

!

,[)

血型#

!

正定型#

!

反定型#

!

血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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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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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输血协会$

_*[:

&已认定了
"/

种血型系统#

".'

个公认的血型抗原#然而对输血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
,[)

血

型系统)

!9"

*

+正确鉴定患者
,[)

血型是保证临床输血安全的

关键步骤#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中国输血技术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是正确鉴定血型的重要保证#然而对于实际工作中遇

见的正,反定型不一致的标本如何进行处理#目前尚无标准操

作规程+作者拟结合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标本的处理#探讨

出现正,反定型不一致时的解决策略+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3

月在本院输血科进

行输血治疗和输血前检查的患者中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的

标本#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其中
&

!

!#

个月

的婴儿
3

例#

./

!

/#

岁患者
#

例%输血前检查患者
#

例#进行

输血治疗的患者
#!

例+

$$/

!

主要试剂
!

抗
,

,抗
[

,抗
9,

#

[

,抗
Z

试剂$长春博德生

物技术公司生产&%抗
9,

!

,

,

!

红细胞,

,

"

红细胞,谱细胞,

,A

细胞,

[A

细胞,

)A

细胞,

"9

巯基乙醇应用液$上海血液生物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等+

$$'

!

设备
!

[C*)

血库专用离心机#

#.X

水浴箱#

3X

冰箱+

$$1

!

方法
!

采用试管法进行患者血型鉴定#

#3

例正,反定型

不一致的标本采取如下步骤进行!正定型时用
#.X

生理盐水

洗涤患者红细胞
#

次#再配制成
"Q

!

%Q

红细胞悬液进行血

型鉴定%对红细胞严重自凝的标本采用
"9

巯基乙醇$

"9+;

&处

理#用已知
,[)

血型的红细胞采取同样处理作为对照#再将

处理后的红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
#

次后进行正定型试验+反

定型时先对患者血清进行抗体筛选#呈阳性的标本再进行抗体

特异性鉴定#若检出有特异性的抗体则采用缺乏相应抗原的

,A

细胞,

[A

细胞进行反定型试验#对于非特异性的抗体可采

用自身红细胞吸收或
)

型红细胞吸收后再行反定型检测+由

于
,[)

抗体在
3X

反应最强#为了增强
,[)

血型系统的抗原

抗体反应和排除冷凝集对试验的干扰#以上试验在
3 X

和

#.X

的条件下分别进行+对怀疑是
,[)

血型亚型的标本用

抗
9,

#

[

,抗
9,

!

试剂,

,

!

红细胞和
,

"

红细胞等进行正,反定型

试验%对疑是获得性1类
[

2的标本采取将患者红细胞酸化至

=

Z4$'

后进行正定型试验+如经上述步骤仍然无法确定血型

则采用吸收放散试验进行血型鉴定)

#

*

+

/

!

结
!!

果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的患者血型反应格局及结果见表

!

+正,反定型不一致原因及相关处理如下#$

!

&红细胞因素!

#

,

!'

,

!%

号的标本患血液系统疾病#均经吸收放散试验确定血

型#其中
4

例患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

例确认为
,

型#

!

例
[

型&#

!

例为
+-*

$确认为
,[

型&%

%

号为结肠癌患者#标本红

细胞经酸化处理后确认为
,

型%

!"

,

!3

号为自凝标本#经
"9+;

处理后正,反定型结果一致+$

"

&抗体因素!

#3

例标本中由冷

凝集引起的正,反定型不一致有
.

,

!#

,

!4

号#经过
#.X

条件下

水浴
%6B5

后血型正,反定型结果一致%

4

号为恶性
[

细胞淋

巴瘤患者#将标本血清与
)

型红细胞在
3X

条件下吸收后进

行反定型试验与正定型结果一致%

3

号经过试验确定是由抗
9̀

抗体引起#用缺乏
`

抗原的
,A

细胞,

[A

细胞作为反定型试剂

细胞后正,反定型结果一致%

!

,

"

,

!!

号均经过吸收放散试验后

确定血型#其中
3

例为
&

!

!#

个月以内婴儿#

#

例
./

岁以上老

年患者#

!

例为先天性无丙种球蛋白症患者+$

#

&血型亚型!

&

,

/

号患者正定型通过加做抗
9,

!

,抗
9,

#

[

,抗
9Z

#反定型加做
,

!

红细胞和
,

"

红细胞后确定血型分别为
,

"

和
,

"

[

亚型+对以

上
#3

例中的
#!

例需进行输血治疗的患者输入与确定血型后

的同型红细胞后均未见任何输血不良反应+

表
!

!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患者血型鉴定反应格局及结果

序号 抗
9,

抗
9[

抗
9,

#

[

抗
9Z ,A [A )A

自身

对照

确定

血型
例数

! R ' R R ' ' ' ' , #

" ' ' ' R R ' ' ' ) #

# ' ' ' R ' R ' ' , %

3 R R R R R R R ' ,[ "

% R R R R ' R ' ' , !

4 R R R R R R R R ,[ !

. ' R R R R R R ' [ "

& R ' R R R R ' ' ," !

/ R R R R R ' ' ' ,"[ !

!' ' ' ' R R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6M;>"'!"

!

T78$/

!

U7$!.



续表
!

!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患者血型鉴定反应格局及结果

序号 抗
9,

抗
9[

抗
9,

#

[

抗
9Z ,A [A )A

自身

对照

确定

血型
例数

!! ' R R R ' ' ' ' [ "

!" R R R R ' R ' R , #

!# R ' R R R R R ' , 3

!3 R R R R R ' ' R [ !

!% ' R R R ' ' ' ' ,[ !

!4 R R R R R R R ' ,[ #

!!

注!

R

表示凝集%

'

表示无反应+

'

!

讨
!!

论

临床输血实践中由于疾病和各种因素影响可出现正,反定

型不一致的结果#此时需采取科学策略予以处理以便得出准确

,[)

血型结果+在以上
#3

例正,反定型不一致的标本中#冷

凝集素是引起正,反结果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可通过在

#.X

的条件下水浴予以解决+抗体减弱或丢失是影响
,[)

血型鉴定的另一重要因素#这在婴儿和老年人中较易发现+目

前一般认为婴儿
_

K

+ ,[)

抗体在出生
#

!

4

个月才合成#

4

个

月以上的婴儿体内血清中能检出
,[)

血型抗体#但在一些
4

个月以上婴儿患者中由于未1合成2或合成较少量
_

K

+

型
,[)

血型抗体#而引起正,反定型不一致)

3

*

+部分老年人由于
,[)

血型抗体丢失或效价减低也可造成正,反定型不一致的结果#

此时应采用更灵敏的抗体检测方法和吸收放散试验确认血型+

当患者体内存在自身抗体和非特异性抗体时#可将患者血清用

)

型红细胞吸收后再做反定型试验#可得出正,反定型一致结

果%对于特异性抗体则可采用缺乏相应抗原的
,A

细胞#

[A

细

胞作为反定型试剂红细胞与患者血清反应+血液系统疾病尤

其是患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时易引起红细胞血型抗原表达减

弱#此时应该进行吸收放散试验进行确认#可同时结合测定唾

液
Z,[

血型物质辅助进行血型分析判断)

%

*

+对患者红细胞

严重自凝的标本可采用
"9+;

处理后再进行正定型试验+对

于消化系统疾病应考虑到获得性1类
[

2可能#可对红细胞进行

酸化处理来确认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时还应考虑到
,[)

血型亚型#需要加做相关试验来确认或排除+

综上所述#

,[)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时#首先需排除人

为或主观原因$操作,标本,试剂,污染等&造成的血型不一致结

果%排除以上因素后#应积极和临床联系#详细了解患者的年

龄,病史,输血史,妊娠史等情况#结合临床诊断对正,反定型不

一致的原因的进行分析#优先采取各种相应试验方法确认患者

血型#如可改变试验温度条件以增强
,[)

血型抗原抗体反应

和排除冷凝集干扰%可利用唾液
Z,[

血型物质测定和家系调

查来辅助血型分析)

4

*

#对患者红细胞进行相关处理以及进行吸

收放散试验以便得出准确的血型结果+疑似是血型亚型时#需

加做相应试验以确认或排除+若患者近期有输血史#应考虑到

其输注异型血液的可能性+经以上步骤后仍不能得出
,[)

血型结果的#可考虑采用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分型方法辅助血型

鉴定#在应用
,[)

血型基因分型技术时需注意该方法局限

性#即基因分型可以预测血型却不能确定表现型+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一些急需输血挽救生命的大出血

患者等#如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准确鉴定出血型#本着挽救患

者生命第一的原则#在和临床及患者,患者家属沟通的基础上

进行血液相容性输注#如输注
)

型
(@-

同型洗涤红细胞和

,[

型
(@-

同型的血浆应是重要的应急输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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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细胞分析仪静脉血与末梢血检测

结果比较

罗海军"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康达中西医结合医院
!

""3%''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d9+_S()*94'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患者静脉血与末梢血标本血常规检测结果的

区别%方法
!

应用
,[d9+_S()*94'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4'

例患者的静脉血与末梢血标本的血常规%结

果
!

同一患者的静脉血与末梢血血常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d9+_S()*94'

型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对静脉血与末梢血进行血常规检测的结果存在差异!需对末梢血血常规结果进行校正%

"关键词#

!

,[d9+_S()*94'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静脉血#

!

末梢血#

!

血常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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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9/3%%

"

"'!"

$

!.9""!'9'"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着精度高,速度快,易操作,功能强

的优势#目前已是国内外临床检验最常用的筛检仪器之一#其

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血常规检验水平和工作效率+临床血

常规的检测都要求用静脉血#但部分特殊患者如烧伤患者由于

采血比较困难#一般以末梢血替代+因两种血液标本的采集方

法不同#其检测结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作者对
!4'

例患者

同时取静脉血与末梢血标本进行检测#分析其结果#以便对采

血困难患者的末梢血检测结果进行校正+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采集
"'!!

年
4

!

!"

月在本院进行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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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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