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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抗体鉴定结果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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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抗体是指除
BC?

系统以外的其他血型抗体#是引起

临床输血中疑难配血及导致输血反应的重要因素$

$

%

&临床最

常见由
%D

血型系统引起的意外抗体#其他血型系统也日益引

起重视$

!

%

&人类
345

血型系统是继
BC?

血型系统后被检出

的第
!

个血型系统#复杂程度仅次于
%&

系统$

@

%

&由
345

血

型系统引起的意外抗体致配血不合偶有报道$

#E"

%

&选择相配合

的血液输注#是保障临床输血工作的重要举措$

F

%

&目前疑难配

血中又以混合意外抗体的鉴定最为复杂#因其由于抗体互相影

响#造成鉴定结果难以判断&文献报道的混合抗体鉴定通常借

助多组谱细胞来实现#而在基层临床输血工作中#条件比较差#

如多组谱细胞不容易得到或不能及时到货影响血型抗体的鉴

定工作$

GEH

%

&临床急诊手术比较紧急#从而对输血工作造成影

响&在此情况下#作者摸索出在临床工作中利用抗体的血清学

性质快速准确地进行抗体或混合抗体鉴定的一种模式&保障

临床急救用血#抢救患者的生命&

在充分了解患者的基本资料#如输血史'妊娠史等#了解患

者的血型表型#是否有自身溶血性贫血#患者抗体在不同介质

下的反应&并且根据患者的血型分型结果#对患者可能存在的

抗体血清学性质和抗体类型进行预判&不同介质下的抗体反

应有助于判断出抗体的血清学性质&盐水介质有助于
I

J

3

血

清学性质抗体的检出#但不能检测出
I

J

K

血清学性质抗体&凝

聚胺介质可以检出
I

J

3

和
I

J

K

血清学性质的抗体#能发现可

引起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大部分意外抗体#但对于
,+LL

系统抗

体以及
,-..

系统抗体可能造成漏检&酶介质可以促进某些

血型抗原与抗体的反应#如
%&

和
,-..

血型系统#也会使某些

红细胞抗原的结构受到破坏或者变形#失去活性#如
3

'

4

'

6

'

:

9

1

'

:

9

2

#应用酶介质可以检测出
%&

类血清学性质抗体$

$M

%

&

抗人球有助于
I

J

K

血清学性质抗体的检出&因此#运用不同介

质下的抗体检测方法#了解不同介质下的抗体的血清学性质#

可以帮助快速地预判抗体血清学性质及所属的血型系统#有的

放矢#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从本例试验结果可以得知#患者血清存在
I

J

3

血清学性

质抗体和酶血清学性质
I

J

K

&患者血清反应格局表明#患者血

清存在酶血清学性质
%&

类
I

J

K

#参考患者本身的
%&

血型分

型#预测患者可能含有抗
(+

或抗
(

'抗
+

&该患者在盐水介质

中也与混合细胞和筛选细胞有凝集#表明患者血清中也存在盐

水类抗体#综合分析血型结果#表明患者血清中含有抗
3

&该

患者血清中含有
!

种或
!

种以上的意外抗体&在了解该患者

引起配血困难的意外抗体后#先用抗
3

血清筛选反应阴性的

BC?

同型供血者血液#并用抗
3

'抗
4

血清确定为
44

纯合

子的血液#再用抗
(

血清筛选反应阴性的供血者血液#反应阴

性的血液再加作抗
)

'抗
*

#最后从库存的
@M

多袋
?

型血液中

筛选到
?

'

44

'

**'))

型的供血者血液进行盐水介质'木瓜酶

介质和抗人球介质卡交叉配血#主次侧均无凝集与溶血现象&

输注后患者无不良反应发生&

为了确保临床输血安全#提高输血质量#保障输血治疗的

效果#输血前交叉配血是非常重要的&在引起配血不合的意外

抗体中#单特异性抗体比较容易鉴定#并且有较高的概率筛选

到&当患者血清中存在
!

种或
!

种以上的抗体时#则鉴定难度

比较高&在临床工作中特别是患者急救情况下#血液要求比较

急#这就要求输血科能快速鉴定出意外抗体#及时提供血液&

在此情况下#作者摸索出利用不同介质下的意外抗体检测方

法#了解不同介质下的意外抗体的血清学性质#预判或预测意

外抗体血清学性质及所属的血型系统#从而有目的地进行意外

抗体的鉴定&大大减少了意外抗体鉴定所需要的时间#有效地

解决了临床急救用血的需求#保障了临床输血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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