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特殊的肾脏疾病#红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裂解或

者消失#在显微镜下就无法观察到红细胞的存在#也会存在结

果假阴性+人体尿液中存在某些耐受高温的酶#这些酶具有过

氧化酶作用+也会使结果表现为假阳性#真正的尿液标本无红

细胞存在#这种情况也需要临床检验工作者进一步鉴别+检验

员在显微镜下发现红细胞#观察其形状是否异常#如果怀疑为

慢性肾小球肾炎应找出对应疾病#再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显微

镜下观察红细胞计数结果更为准确#但是此方法会消耗大量的

人力物力#在有些医疗机构此种检测方法已经被废除)

$,'

*

+虽

然显微镜检测法操作相对复杂#但是其准确性是不容忽视的+

显微镜检查法也存在许多不足#检验结果与操作人员的经验和

显微设备等均有直接的关系+尿液标本在检查过程中的稀释

情况也会造成误差#对于尿分析仪结果产生疑问时#应重新进

行人工显微镜检查进行确认#不能不加分析将尿分析仪的检测

结果作为诊断依据+

尿液分析仪检测法也存在一些缺点#对于血红蛋白的检测

灵敏度过低#当尿液中红细胞小于
.

个"高倍视野时#仪器无法

检测到#结果表现为假阳性+另有其他特殊系统疾病,炎性疾

病会有大量肌红蛋白和维生素
J

从尿液中排泄#导致尿液中

的有形成分大幅度提高#对尿液分析仪检测的结果产生干扰作

用+此时尿液分析仪检测法的结果为假阳性#也说明该种检测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假阳性的发生率+尿液分析仪检测

法是利用全自动分析仪对尿液红细胞,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等

成分进行检测#是目前临床应用检测方法中最为方便,快捷的

方法+尿液分析仪检测法主要利用干化学反应方法#对试剂上

的颜色进行扫描分析#通过电子转化原理得到检验结果)

/

*

+该

方法的优点已经得到临床检验医生的肯定#也越来越多的应用

于各种医疗机构的尿隐血检验中+

综上所述#尿液分析仪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虽然方法简

便#但是与传统显微镜检测法比较仍然存在不足#任何一种检

测方法均存在不足之处#应该根据检测方法的优缺点和临床需

要进行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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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

种放散方法解离免疫球蛋白
R

抗体效果比较

李
!

静!陈保民"河南省安阳市中心血站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乙醚放散%冻融放散%热放散及枸橼酸放散
!

种技术对
[:\

免疫球蛋白"

I

8

#

R

抗体的放

散效果$方法
!

采用乙醚放散%冻融放散%热放散及枸橼酸放散
!

种放散技术分别进行
[:\I

8

R

抗体的放散!放散

液进行抗体效价测定及统计学分析&将
+"#!

年
#

!

)

月临床确诊为
[:

新生儿溶血病的
#$

例标本分别用
!

种方法

进行放散!比较抗体检出率及临床诊断吻合度$结果
!

不论放散细胞上抗体的致敏性强弱!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

解离抗体效果最好!其次是冻融放散!最弱的是热放散&

!

种方法的特异性均为
#""O

&敏感性方面!乙醚放散与冻融

放散和热放散比较!

<

值分别为
!(##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比较!

<

值为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临床
#$

例
[:

新生儿溶血病标本!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检出全部抗体!而冻

融放散漏检
+

例!热放散漏检
.

例$结论
!

对于
[:\I

8

R

抗体的放散!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在特异性%敏感性及

准确性方面相似且均优于冻融放散和热放散$

"关键词#

!

I

8

R

抗体放散&

!

乙醚放散&

!

冻融放散&

!

热放散&

!

枸橼酸放散

!"#

!

$%&'()(

"

*

&+,,-&$)./0(122&/%$2&$'&%2Q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抗体释放试验是诊断新生儿溶血病
.

项试验中最具有价

值的一项试验+通常
*YG

血型免疫球蛋白$

I

8

%

P

抗体以热放

散法为常用#

[:

血型
I

8

R

抗体以乙醚放散法为常用)

#

*

+由于

乙醚易燃,低毒,麻醉的特殊性#受到公安部门管制+为了能找

到一种与乙醚放散效果相接近的放散技术#本文选择了冻融放

散,热放散及枸橼酸放散
.

种放散技术与乙醚放散进行
[:\

I

8

R

抗体的放散效果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临床确诊为
[:

新生儿

溶血病的
#$

例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普通离心机$

0\k!,̀ %

#湖南赛特湘仪%(

细胞洗涤离心机$

W*,++""

#日本久保田%(

.'c

,

)$c

水浴箱

$

KK,$""

#苏州威尔%(

!c

药用冷藏柜)

P&[,.#+\

$

JU

%

,J

#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连三洋*(

_."c

低温保存箱$

P\],e../,J

#大连三洋%(快速

混匀器$

%W,#

#苏州金坛%(酸度计$

&K%,+)

#上海虹益%(

I

8

R

抗
,

\

$

+"#."-."

#上海血液生物医药公司%(生理盐水$

+"#."-+.

#

山东华鲁制药公司%(无水乙醚(

G

细胞$

+"#)!).".

#上海血液

生物医药公司%(多特异性抗人球蛋白试剂$

+"#."-"!

#上海血

液生物医药公司%(枸橼酸$

+"#.#"#$

#天津天力%(磷酸三钾

$

+"#.".+"

#天津科密欧%(

KJM

$

#."!"$

#开封开化%(磷酸三钠

$

+"##"#".

#天津天力%+

$('

!

方法

$('($

!

致敏红细胞的制备
!

随机抽取
G

型
[:\

阳性无偿献

血红细胞标本
#"

份混匀#经洗涤后制成压积红细胞#分成
.

份

备用+取两份压积红细胞分别与
I

8

R

抗
,\

试剂以
#i#

,

#i.

比例混匀#置
.'c

水浴
#"F23

后再次洗涤至少
$

次制成致敏

压积红细胞+最后一次洗涤时的上清液与相应细胞反应为阴

性#且致敏红细胞做直抗试验结果为
#i#

比例凝集度小于或

等于
+Z

,

#i.

比例凝集度大于
.Z

方为合格+

$('(/

!

阴性对照红细胞的制备
!

将
#(.(#

步骤中剩余的一份

洗涤压积红细胞做直抗试验#结果为阴性即可作为阴性对照红

细胞+

$('('

!

乙醚放散和热放散试验
!

取适量致敏压积红细胞与阴

性对照红细胞按照0免疫血液学1

)

+

*第十二章.放散试验/方法

平行放散
)

次#放散液进行
I

8

R

抗体效价测定+

$('(1

!

冻融放散和枸橼酸放散试验
!

取适量致敏压积红细胞

与阴性对照红细胞按照0实用血液免疫学血型理论和实验技

术1

)

.

*第三十章.吸收放散试验/方法平行放散
)

次#放散液进

行
I

8

R

抗体效价测定+

$('(2

!

将
#$

例标本分别用
!

种方法进行放散#比较
!

种方法

的抗体检出率+

$(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将凝集强度为强阳性$

%

.Z

%和弱阳性$

&

+Z

%的致敏压

积红细胞及阴性对照红细胞分别用
!

种方法进行放散+阴性

对照红细胞放散结果为阴性#强阳性和弱阳性的致敏压积红细

胞均放散出抗体+放散液
I

8

R

抗体效价测定及红细胞凝集强

度积分结果见表
#

+

表
#

!

!

种放散方法
I

8

R

抗体效价及凝集强度积分结果

强阳性致敏红细胞

效价

乙醚 冻融 加热 枸橼酸

积分

乙醚 冻融 加热 枸橼酸

弱阳性致敏红细胞

效价

乙醚 冻融 加热 枸橼酸

积分

乙醚 冻融 加热 枸橼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种放散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比较
!

!

种放散方法所得

放散液中
I

8

R

抗体的平均凝集积分见表
+

+表明
!

种放散技

术放散
I

8

R

抗体的特异性均为
#""O

(就敏感性而言#不论致

敏红细胞的凝集度强弱#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比较(乙醚放

散与冻融放散和放散比较#

<

值为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且均明显高于冻融放散和热放散#

<

值分别为
!(##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种放散方法放散液中抗体效价平均积分比较%分&

方法 强阳性致敏红细胞 弱阳性致敏红细胞 阴性对照细胞

乙醚放散
-)(+ $'(! "

冻融放散
)+(! #!(/ "

加热放散
+$($ !(/ "

枸橼酸放散
-#($ $!(" "

/('

!

#$

例临床标本
!

种放散方法的检测结果
!

乙醚放散与

枸橼酸放散
#$

例阳性标本的检出率为
#""("O

#而冻融放散

漏检
+

例#热放散漏检
.

例+见表
.

+

/(1

!

!

种方法放散过程中压积红细胞及放散液状态
!

冻融放

散所需的压积红细胞量最多#但所得放散液最少+而对于放散

液状态#乙醚放散,冻融放散的放散液颜色暗红,浑浊,不透明(

加热放散的放散液虽为樱红色#但透明度仍不高(枸橼酸放散

的放散液状态最好#为极浅透明红色+见表
!

+

表
.

!

#$

例临床标本
!

种放散方法的检测结果

方法 阳性数$

)

% 阳性检出率$

O

% 漏检数$

)

%

乙醚放散
#$ #""("" "

冻融放散
#! /'()" +

加热放散
#. /#(+) .

枸橼酸放散
#$ #""("" "

表
!

!

!

种方法放散过程中压积红细胞及放散液状态比较

方法
所需红细胞

量$

FM

%

所得放散液

剂量$

FM

%

放散液状态

乙醚放散
#("

约
#(!

暗红色,不透明

冻融放散
+()

约
#("

暗红色,浑浊,不透明

加热放散
#("

约
#(!

樱红色,半透明

枸橼酸放散
#("

约
#($

极浅红色,透明

'

!

讨
!!

论

实验室用于抗体放散的方法主要有热放散法,冻融放散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法,超声放散法,微波放散法等物理方法#也有乙醚法,枸橼酸

法,氯仿法,二氯甲烷法,三氯乙烯
,

三氯甲烷法,磷酸氯喹法等

化学方法)

!,)

*

+其中氯仿法是一种能同时放散
I

8

R

和
I

8

P

抗

体的试验方法#很早便被美国血库协会的工具书列为常规方

法#但氯仿在使抗体解离的同时会使红细胞本身蛋白质严重变

性)

$

*

#同时含氯试剂有毒#容易造成人员和环境污染(超声放散

法和微波放散法操作时需要特殊仪器(对于磷酸氯喹放散法#

试剂易残留#影响试验结果+所以本文选择了两种物理放散法

$热放散,冻融放散%和两种化学放散法$乙醚放散,枸橼酸放

散%进行放散效果的比较+

根据表
#

可以看出#不论放散细胞上抗体的致敏性强弱#

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的放散效果最好#其次是冻融放散#最

弱的是热放散+经过计算放散液中
I

8

R

抗体的平均凝集积分#

!

种方法放散
I

8

R

抗体的特异性均为
#""O

(但就敏感性而言#

乙醚放散与冻融放散和热放散比较#

<

值分别为
!(##

和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比较#

<

值为
"(/+$

#且均明显高于冻融放散和热放散技术#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为了验证试验结果#将临床确诊为
[:

新

生儿溶血病的
#$

例标本分别用
!

种方法进行抗体放散#结果

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的抗体检出率均为
#""(""O

#而冻融

放散漏检
+

例#热放散漏检
.

例+郑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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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临床患者红细

胞热放散与酸放散的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显示热放散的放散

效果明显差于酸放散+

比较
!

种方法放散过程中压积红细胞及放散液状态可以

看出#由于乙醚放散,冻融放散和热放散中的放散细胞均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放散液透明度不高#影响盐水,酶法及

凝聚胺一步法试验结果的观察+而且冻融放散所需红细胞较

多#如果放散液需要进行抗体鉴定#需要大量的红细胞才能满

足试验需求+枸橼酸放散的原理是解离红细胞膜上致敏的

I

8

R

抗体对红细胞进行抗原鉴定#因此红细胞膜破坏程度轻#

放散后的红细胞还可进行其他试验#所得放散液量多且清澈#

不影响各种方法凝集试验结果的直接观察+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方法需在进行振摇前才能加入枸橼酸溶液#加入时间过长会

使红细胞溶血+同时#该方法可破坏
W5==

系统抗原#放散后的

细胞不能进行
W5==

系统定型实验+

对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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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放散#乙醚放散与枸橼酸放散在特

异性,敏感性及准确性方面相接近#且均优于冻融放散和热放

散+但作为两种物理放散方法#冻融放散和热放散制备抗体最

容易+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

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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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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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张家口市无偿献血者中梅毒初筛阳性结果的分布情况$方法
!

对张家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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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位献血者的检测结果做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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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计男性梅毒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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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梅

毒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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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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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历由高到低梅毒阳性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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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梅毒阳性率有一定差异$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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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人群梅毒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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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呈上升趋势&女性梅

毒阳性率高于男性&学历越高献血者梅毒阳性率越低&军人%学生%医务人员%工人!文化程度较高人群!是梅毒感染

低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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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梅毒患病率在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解张家

口市无偿献血者梅毒阳性的分布情况#以便做到在低危献血人

群中采集血液并有效预防和控制输血相关传染病的发生#保证

血液质量#作者对本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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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献血者梅毒检测结果

进行了调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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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检合格+献血前经过硫酸铜比重法检测血红蛋白和乙肝

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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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要求1#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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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后留血样进行初

复检+

$(/

!

试剂与仪器
!

梅毒螺旋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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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检采用上海科华公

司试剂(复检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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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北京万泰公司试剂+所有试剂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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