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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前患者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及其在不同病种的分布规律"

林新梅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输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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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输血前患者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及其在不同病种的分布规律'方法
!

回顾性分析
56-:

例于该院进行输血的患者!通过微柱凝胶法筛查其血浆中的不规则抗体!并鉴定所筛查阳性标本的特异性分布情

况'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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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
)6

例!阳性率为
&(768

%其中!女性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

患者"

!

$

*(*<

&%有妊娠史(输血史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高于无妊娠史(输血史的患者"

!

$

*(*<

&'抗体特异性分

布以
OV0

血型系统"

'&

例&(

;A

血型系统"

'-

例&(

/$N,%

血型系统"

:

例&为主%病种分布规律以肿瘤患者"

&:

例&为

主!其次是慢性肾衰竭"

&<

例&(消化道出血"

&'

例&患者!并且不同病种间阳性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临床中对输血前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的筛查显得尤为重要!可及时发现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的

特点!尤其是针对妊娠史(输血史及肿瘤的患者可进行及时预警!以确保此类患者的输血安全'

关键词"血型%

!

不规则抗体%

!

抗体筛查%

!

抗体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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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是指除
24[

血型系统外的其他系统

抗体#其主要通过妊娠+输血等免疫形成#亦是导致新生

儿溶血病+溶血性输血反应+血型鉴定困难+交叉配血困

难的影响因素'

&"'

(

)目前的血型鉴定方法已有着较高的

灵敏度#明显降低因
24[

血型鉴定失误而发生速发型

溶血反应的风险'

5

(

)但因妊娠+疾病或输血等诸多原因

形成不规则抗体而导致输血后迟发型溶血反应时有发

生'

6

(

)在输血前筛查与鉴定受血者不规则抗体的情况#

从而筛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抗体#采用交叉配血相合+相

应抗原阴性的红细胞输注#有助于预防或减少溶血性输

血反应的发生#提高临床输血安全'

<")

(

)为此#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
56-:

例于本院进行输血的患者#均对其不规

则抗体筛查与鉴定#探讨其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特异性的

分布情况及其在各个病种之间的分布规律#旨在为临床

输血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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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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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进行输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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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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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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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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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新梅#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输血检验方面的研究)



'*&5

例#女
&6))

例%妊娠史
:7-

例#输血史
&*76

例%肿

瘤患者
6''

例#慢性肾衰竭患者
6&5

例#血液病患者
'*'

例#外科患者
:)7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
7*<

例#其他内科

疾病患者
)):

例)

$(/

!

方法
!

通过抗人球蛋白微柱凝胶卡进行不规则抗

体筛查与鉴定#严格按照说明书指示进行操作)首先#

采集细胞悬液
<*

&

/

#将其加入微柱凝胶卡上相应的微

管中%添加血浆
<*

&

/

#在
5-]

下进行孵育
&<K,H

%按

操作离心后对结果进行判读)通过微柱凝胶法#对筛出

的阳性标本与谱细胞进行不规则抗体的特异性鉴定#并

且按照与谱细胞的反映格局对不规则抗体的特异性进

行判定)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a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用
Oh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

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用
!

' 检验或
R,%A$?

确切概率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规则抗体的筛查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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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不规则抗

体阳性
)6

例#阳性率为
&(768

)其中女
<)

例#男
7

例#

女性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

!

'

9&'(-6

#

!

$

*(*&

&%有妊娠史患者'

5(&-8

$

)5

"

&:7-

&(不规则抗

体阳性率高于无妊娠史患者'

*(*-8

$

&

"

&6:'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97(6)

#

!

$

*(*&

&%有输血史的患者

'

6(7*8

$

<'

"

&*76

&(高于无输血史的患者'

*(<*8

$

&'

"

'5:<

&(#差异有统计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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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的特异性分布情况
!

不规则抗体特异

性分布以
OV0

血型系统$

'&

例&+

;A

血型系统$

'-

例&+

/$N,%

血型系统$

:

例&为主#见表
&

)

表
&

!!

不规则抗体阳性的特异性分布情况

系统 特异性抗体 例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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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0 2H#,"O '* 5&('<

2H#,"0 & &(<)

;A 2H#,"B & &(<)

2H#,"d & &(<)

2H#,"! '& 5'(7&

2H#,".$ ' 5(&5

2H#,"!B ' 5(&5

/$N,% 2H#,"/$C : &6(*)

b,LL 2H#,"TSC & &(<)

dJGG

F

2H#,"R

F

> & &(<)

其他
< -(7&

合计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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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在不同病种中的分布情况
!

不规则抗

体阳性在不同病种中的分布以肿瘤患者$

&:

例&为主#

其次是慢性肾衰竭$

&<

例&+消化道出血$

&'

例&患者#见

表
'

)统计结果显示#不同病种间不规则抗体阳性率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7

#

!

$

*(*&

&)此外#

有输血史的肿瘤+慢性肾衰竭及消化道出血患者不规则

抗体阳性率高于无输血史的肿瘤+慢性肾衰竭及消化道

出血患者%而有无输血史在其他病种间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5

)

表
'

!!

不规则抗体在不同病种中的分布情况

病种 例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8

&

肿瘤
6'' &: 6(<*

其他内科疾病
)): ) *(:*

慢性肾衰竭
6&5 &< 5()5

血液病
'*' < '(67

外科
:)7 - *(-'

消化道出血
7*< &' &(6:

合计
56-: )6 &(76

表
5

!!

有输血史和无输血史患者在不同病种中不规则

!!!

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病种 输血史
)

阳性$

)

& 阳性率$

8

&

!

'

!

肿瘤 有
&'& &7 &6(77 &7(*:

$

*(*&

无
5*& & *(55

其他内科疾病 有
5'* 5 *(:6 *(5: *(-6

无
56: 5 *(7)

慢性肾衰竭 有
&)5 &5 -(:7 &&(-5

$

*(*&

无
'<* ' *(7*

血液病 有
&*: 5 '(-< *(<' *()'

无
:5 ' '(&<

外科 有
6<- 6 *(77 *(:< *('&

无
<&& 5 *(<:

消化道出血 有
6&6 && '()) 6()7 *(*6

无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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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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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针对伴有妊娠史+输血史或短时间内需要进

行多次输血的患者而言#在交叉配血不合的情况下#应

进行抗体筛查操作)利用抗体筛查试验能够明确患者

体内有无不规则抗体及其抗体的强弱程度#进而能够及

时进行相合的血液输注以提高红细胞输注的有效率#避

免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从而能够改善患者的输血安

全)本次研究发现#

56-:

例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
)6

例#阳性率为
&(768

#与既往研究报道的阳性率

$

*(68

%

'(<8

&一致'

-

(

)尽管本研究的不规则抗体阳

性率在总体上的水平较低#但若不规则抗体阳性的患者

给予相应抗原的红细胞输入后#会引起抗体和抗原出现

特异性免疫反应#并在补体的影响下#导致红细胞输入

后出现溶解#进而出现溶血性输血反应#对患者的生命

安全极为不利)

既往研究报道指出'

7

(

#每输入
&_

血浆或红细胞#

患者体内红细胞发生致敏的发生率为
*(78

%

&(<8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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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H

!

TJE

F

'*&7

!

U=E(&<

!

V=(&6



并且在多次输血后出现同种抗体的可能性为
&68

%

''8

)此外#既往研究指出'

:"&*

(

#输血次数与不规则抗

体的出现及其阳性率均密切相关%输血次数较多的患

者#其不规则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输血次数较少的患

者)亦有研究指出'

&&"&'

(

#妊娠次数与不规则抗体的出

现密切相关%妊娠次数较多的患者#其不规则抗体的阳

性率明显高于妊娠次数较少的患者)

女性患者在生理或非生理因素如妊娠+流产等影

响下#其机体发生免疫刺激#同时亦有可能出现妊娠与

输血双重免疫机会#因此女性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较

男性患者明显升高)本研究
)6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

中#女性患者
<)

例#男性
7

例)统计结果显示#女性患

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

!

$

*(*<

&)

此外#本研究发现#有妊娠史+输血史的患者不规则抗体

阳性率高于无妊娠史+输血史的患者#与既往研究报道

一致'

&5

(

)结果提示#不规则抗体的出现主要通过妊娠

或输血等免疫刺激而形成)所以#为有效发现患者体内

具有临床意义的抗体#对伴有妊娠史+输血史的患者#在

采取抗体筛查及交叉配血时#需采用灵敏度较高的方

法#进行血液输入时应选择相应抗原为阴性的血液#从

而能够确保输血安全#提高输血治疗的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以
OV0

血型

系统$

'&

例&+

;A

血型系统$

'-

例&+

/$N,%

血型系统$

:

例&为主)其中#在血型免疫抗体中#

;A

血型系统抗体

的比例最高为
6'(&:8

$

'-

"

)6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

;A

血型系统抗体是导致新生儿溶血症+免疫性溶血性

输血反应最为常见的不规则抗体有关'

&6"&<

(

)此外#从

病种分布规律的角度上看#其以肿瘤患者$

&:

例&为主#

其次是慢性肾衰竭$

&<

例&+消化道出血$

&'

例&患者)

统计结果显示#不同病种间不规则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此外#有输血史的肿

瘤+慢性肾衰竭及消化道出血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率高

于无输血史的肿瘤+慢性肾衰竭及消化道出血患者)分

析其原因#可能因肿瘤+慢性肾衰竭及消化道出血患者

长期贫血+反复失血#需进行多次输血治疗密切相关#因

此在配血输血的临床中#应重点关注此类患者的情况)

综上所述#临床中对输血前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

的筛查显得尤为重要#可及时发现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

布的特点#尤其是针对妊娠史+输血史及肿瘤的患者可

及时进行预警#以确保此类患者的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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