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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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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高胆红素症换血治疗前用微柱凝胶不

规则抗体筛检卡做不规则抗体筛检#检出不规则抗体阳性#对

患儿血清和患儿红细胞放散液经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检测卡

做不规则抗体鉴定#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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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新儿溶血病而导致高胆红素血症#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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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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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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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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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现皮肤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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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奶差

半天/入院'系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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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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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孕期顺利#足月妊娠#胎龄不详#于

某县人民医院因.脐带绕颈/剖宫产分娩#出生时否认窒息(抢

救史#羊水及脐带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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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详'出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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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当日开奶#生后按时排胎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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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净'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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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小便'

!9

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皮肤黄染#黄疸呈进行性

加重#由颜面(颈部逐渐加重至驱干(四肢#伴巩膜黄染#无气

促(发绀(口吐白沫#无发热(皮疹#无尖叫(抽搐#无呕吐(腹胀'

曾就诊于当地医院#查经皮胆红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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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光疗退

黄/治疗后#皮肤黄染好转不明显#今监测皮胆红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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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天吃奶差#进一步治疗就诊本院查胆红素高#以.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收入本院新生儿科'入院来吃奶差#大(小便排

泄正常'母亲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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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SD

$不详&(父亲血型不详'否认乙肝等

传染病史#否认家族中遗传性葡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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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脱氢酶缺陷病及重

度黄疸病史'查体!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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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考虑合并胆红素脑病#达换血指征#经家属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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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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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定型采用试管法%

SD

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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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

抗原检测卡%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患儿血清不规则抗体筛检

及鉴定和患儿放散液抗体鉴定#采用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免疫

技术%抗体效价检测#采用微柱法#操作均按,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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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及母亲血清不规则抗体筛检
!

患儿及母亲血清不规

则抗体筛查阳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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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血清(放散液及母亲血清经谱

细胞抗体鉴定均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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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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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测定
!

取患儿血清经倍比稀释后采用抗人球蛋白微

柱凝胶卡式法与
U

型
/E2XX

细胞反应#患儿血清
W

H

Q

抗
,X

效

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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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方法测得患儿母亲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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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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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配血与输血
!

通知血站选择
SDX

抗原阴性的
U

型

红细胞制备洗涤红细胞
'P

#与患儿配血标本经盐水介质(聚

凝胺介质交叉配血!主(次侧无溶血(无凝集#将该洗涤红细胞

'P[!""I7)T

型血浆对患儿换血#患儿在换血中(后#未出

现输血不良反应#黄疸症状明显改善#经进一步治疗皮肤黄染

消失而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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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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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之间
)TU

血型或
SD

血型不合可引起新生儿溶血

病#是导致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例患儿急诊入院时临床考虑高胆红素血症合并胆红素

脑病要求立即换血#本科接到换血申请后#对患儿
)TU

(

SD

血

型鉴定为
U

型(

/E2X@

#为排除患儿体内是否含有
)TU

血型系

统以外的不规则抗体#立即用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卡做不规则

抗体筛检和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发现直抗试验和不规则抗体

筛检试验阳性#而仅直抗阳性#游离试验不能证实为溶血病#两

者均阳性可证实溶血病#释放试验阳性即可确证为溶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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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谱细胞对患儿血清及放散液分别在盐水介质和抗人球蛋白

检测卡对不规则抗体快速鉴定#患儿血清及放散液中检出
W

H

Q

抗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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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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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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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导致的高

胆红素血症'

SD

血型不合引起新生儿溶血病换血的血源选择

是
SD

血型与母亲
SD

血型相同(

)TU

血型与新生儿相同或
U

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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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母亲远在乡下#不能获知其
SD

血型#本科向血

站申请
U

型
X

抗原阴性洗涤红细胞
'P

#在短时获取血源后与

患儿血标本分别做盐水介质(凝聚胺介质交叉配血#主(次侧均

无溶血(无凝集#向临床提供
U

型
X

抗原阴性洗涤红细胞

'P[!""I7)T

型血浆#临床行动静脉双管同步换血术'患

儿在换血中(换血后无任何输血不良反应#生命体征平稳#换血

后皮肤黄染情况较前减轻#并继续予以光疗及药物退黄治疗'

为证实患儿的溶血病是否来自于母亲
SD,W

H

Q

抗体引起#嘱患

儿母亲来院抽取血液检出含有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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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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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价达
!(&

#进一

步验证了患儿溶血病是由母体中
W

H

Q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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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

新生儿高胆红素症换血治疗可及时移去抗体和致敏红细

胞#减轻溶血#降低血清胆红素浓度#防止核黄疸#同时纠正贫

血#防止心力衰竭*

%

+

'在未做新生儿溶血病检查时#防止
)TU

系统以外的不规则抗体引起新生儿溶血病误诊或漏诊#避免输

入含有相应抗原的血源而加重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因此#在

紧急情况下采用灵敏度高的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检测卡快速

做抗球蛋白试验和不规则抗体筛查#钟水权*

(

+

(代方等*

&

+研究

证实微柱凝胶卡式法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抗体游离试验及抗

体放散试验阳性率明显高于试管法'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时#

用谱细胞对患儿血清及放散液用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检测卡

做不规则抗体鉴定#快速检出和确认有临床意义的不规则抗

体#及时向临床提供准确依据#提高治愈率'由于血液成分中

抗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外来抗原进入患儿血液循环中可能会

引起免疫反应'以及血液在体外保存条件下#老化红细胞得不

到及时清除#吞噬和裂解产物#如血红蛋白(铁(囊泡等#在血浆

中大量存在#而这些因为被认为可能是输注红细胞引起的输血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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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输血相关肺损伤等'选择相应抗原阴性洗涤

红细胞作为换血血源是进一步保障患儿换血治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体内有临床意义的抗体

会减弱以至无法检测出来*

4

+

'而由
SD

血型不合引起的新生

儿溶血病一般发生于多次孕产妇#且妊娠次数越多#孕妇血中

的免疫性抗体效价也越高#对胎儿的损害也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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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患儿

母亲#在次怀孕时产前应定期测定
W

H

Q

抗
,X

效价#预防新生儿

溶血病的发生(发展提供早期辅助诊断和治疗依据%或以后要

输血时#选择相应抗原阴性的血液输注#避免免疫性回忆反应

引起迟发性的溶血性输血反应'

本例患儿来自某县级医院#该院未开展产前不规则抗体效

价与新生儿溶血病的检测#对新生儿黄疸不能作出明确诊断#

溶血加重黄疸持续升高#对新生儿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产前

免疫性抗体筛查和新生儿溶血病的检查方法有试管法(微柱凝

胶卡法#本例采用微柱凝胶卡法检测#微柱凝胶法具有操作简

便#易于标准化#特异性强#结果能较长时间保存#能检出较弱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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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具有重复性好#不需重复洗涤红细胞#结果易

于判断等优点#现在大医院已广泛开展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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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二

胎政策的放开#提高优生优育#基层医院应推广产前孕期夫妇

血型鉴定及孕妇
SD

免疫性抗体筛查#尤其既往有死胎(早产(

流产(输血史的孕妇尤为重要#对于产后新生儿早期诊断治疗

可减少
SD

非
2

型溶血病的漏诊*

#!

+

'减少新生儿溶血病的发

生和对新生儿溶血病进行早期干预治疗#避免对新生儿的伤

害#提高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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