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曲线截距$空白值&较大时#原因可能是配制标准的

水受到被测成分的污染#应更换新的稀释液%也可能

是标准系列与冲洗液之间酸碱性不融洽#应调节标准

系列与冲洗液样品
P

b

值和基质浓度尽量一致(标

准曲线出现偏低离群点时应检查标准管加样量是否

充足,

B

-

(

综上所述#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使用中的维护保

养非常重要#要定期清洗)加润滑脂)检查泵管#并设

置)完善维护记录本#出现故障和更换配件的情况都

应当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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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E/bE

&患者体内常常存

在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常导致抗体筛选阳性及交叉配

血困难,

&9'

-

#从而延误临床的救治时机(采用稀释法

可以快速将患者体内抗体的分类#从而缩短后续抗体

鉴定及为选择合适的血液输注节约宝贵的时间,

(9C

-

(

本研究采用稀释法对
E/bE

患者的抗体进行分类#旨

在提高临床输血的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C

年
&

月至
'+&@

年
&'

月遵

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称*本院+&

E/bE

患者
(,

例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C'

岁(

(,

例
E/bE

患者中#

'

例血红蛋

白低于
(+

7

"

Q

#

'A

例血红蛋白为
(+

"

*B

7

"

Q

#

,

例血

红蛋白为
C+

"

CB

7

"

Q

#贫血貌均较重(患者均长期生

活在本地区(纳入与排除标准!$

&

&临床实验室指标

提示有溶血性贫血的证据%$

'

&排除理化因素及药物

导致的溶血)年龄在
(@

岁以上)患有基础疾病$系统

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

!

仪器与试剂
!

不规则抗体筛选红细胞试剂
/

)

.

)

$

号细胞$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项谱

细胞$上海血液中心&)一次性放免试管)氯喹)试管)

生理盐水)血库专用离心)移液器等(

$)'

!

方法
!

对
(,

例
E/bE

患者进行输血前
(

项检

查$血型鉴定)不规则抗体筛选及交叉配血&(其中不

规则抗体筛选尤为重要#对于抗筛鉴定结果判断有困

难者#必要的时候将采用*二步抗筛法+

,

&

-

!第
&

步#采

用商品试剂
/

)

.

)

$

号不规则抗体筛选红细胞进行

抗体筛选%第
'

步#采用
&+

项谱细胞与不同配比浓度

的血浆$清&进行抗体筛选#来确定抗体的特异性#从

而选择相合的血液输注(试验均采用试管法!$

&

&取
(

支小试管#分别加入经离心后的被检者血浆$清&

&++

Q

%$

'

&分别加入
/

)

.

)

$

号不规则抗体筛选红细胞各

C+Q

%$

(

&混匀#以
(*++K

"

L:5

离心
&C;

#肉眼观察凝

集情况%$

*

&凝集为阳性#无凝集为阴性(稀释法!$

&

&

将离心后的被检者血浆$清&进行倍比稀释#稀释配比

浓度为
&d&

#

&d'

#

&d*

#

&dA

#

&d&,

#

&d('

#

&d,*

#

&d&'A

%$

'

&稀释后的每一配比浓度分别与
&+

项谱细

胞进行同试管法同样$

&

&

"

$

*

&的操作#以上操作均按

试剂说明书及标准操作规程操作(

/

!

结
!!

果

/)$

!

*第
&

步+抗体筛检结果
!

在
(,

例
E/bE

中#

&

例不规则抗体筛检
/

)

.

)

$

号细胞#检测结果全部阴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Q%2"#3!I:5

!

S#<#L2#K'+&A

!

8GI)&C

!

-G)'(



性#未检出同种抗体及自身抗体%

(

例不规则抗体筛检

/

)

.

)

$

号细胞部分阳性)部分阴性#表示检出同种

抗体#再进行谱细胞鉴定其特异性%

('

例不规则抗体

筛检
/

)

.

)

$

号细胞全部阳性(表明可能有自身抗

体或$和&同种抗体(

/)/

!

*第
'

步+抗体筛检结果
!

对第
&

步中
('

例

E/bE

患者不规则抗体筛检初筛全部阳性的标本#采

用稀释法对患者血浆$清&进行倍比稀释#然后对相应

稀释倍数后的血浆$清&进行谱细胞鉴定(

!!

将不同稀释倍数的血浆$清&标本分别与谱细胞

反应#如果到某一稀释倍数浓度时出现格局显示全部

阳性结果#然而下一稀释倍数浓度时出现反应结果全

部阴性#这时表明出现全阴性结果的稀释倍数自身抗

体的效价为
+

#但也不排除同种抗体此稀释倍数时效

价同样为
+

或上一稀释倍数效价为
+

#即当同种抗体

效价等于或低于自身抗体效价时#与谱细胞的反应格

局会出现抗体遮盖现象#会出现反应格局#见表
&

(此

时需要继续用自身红细胞作自身抗体的吸收放散$氯

喹放散&#通过反复吸收放散#直到吸收后的自身红细

胞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SEF

&阴性为止#将吸收后的

血浆$清&再进行谱细胞鉴定(若存在同种抗体则会

出现表
'

的反应格局(若不存在同种抗体则谱细胞

反应格局显示全部阴性(

表
&

!!

对
E/bE

患者血浆#清%倍比稀释后的谱细胞结果

序号
配比浓度

&d& &d' &d* &dA &d&, &d(' &d,* &d&'A

& mm mm m m mO [ [ [

' mm mm m m mO [ [ [

( mm mm m m mO [ [ [

* mm mm m m mO [ [ [

C mm; mm; mm; m; m; [ [ [

,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O mO [ [ [

A mm; mm m m m [ [ [

B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 m [ [ [

!!

注!

;

表示反应加强%

O

表示反应变弱

表
'

!!

对
E/bE

患者血浆#清%用自身红细胞

!!!

吸收后的谱细胞结果

序号
配比浓度

&d& &d' &d* &dA &d&,

& m; mO [ [ [

' [ [ [ [ [

( [ [ [ [ [

* mO mO [ [ [

C [ [ [ [ [

续表
'

!!

对
E/bE

患者血浆#清%用自身红细胞

!!!

吸收后的谱细胞结果

序号
配比浓度

&d& &d' &d* &dA &d&,

, [ [ [ [ [

@ m; mO [ [ [

A m m [ [ [

B m mO [ [ [

&+ [ [ [ [ [

!!

注!

;

表示反应加强%

O

表示反应变弱

!!

当稀释后不同稀释倍数的标本血浆$清&与谱细

胞反应#若出现反应格局到某一稀释倍数时谱细胞格

局出现全部阳性结果#然而下一稀释倍数浓度时的反

应格局出现部分阳性部分阴性#这时表明自身抗体的

效价低于同种抗体效价(谱细胞鉴定类似反应格局

结果见表
(

(

表
(

!!

血浆#清%倍比稀释后的谱细胞结果

序号
配比浓度

&d& &d' &d* &dA &d&, &d(' &d,* &d&'A

& mm mm m; m; m; m [ [

' mm mm m m mO [ [ [

(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 mO l [ [

C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O mO l [ [

A mm; mm; m m m mO [ [

B mm mm m m m [ [ [

&+ mm mm m m m mO [ [

!!

注!

;

表示反应加强%

O

表示反应变弱

'

!

讨
!!

论

!!

E/bE

多发于淋巴系统恶性疾病)结缔组织性疾

病)细菌病毒感染和应用某些药物后#红细胞受到药

物)感染等外界因素影响后可产生自身抗体,

,9@

-

(

E/bE

患者常常因严重贫血貌来院就诊#在临床治疗

中#常常需要反复输血治疗#然而部分患者本身也存

在自身抗体#也因多次输血治疗可能会产生同种抗

体#因此为交叉配血带来困扰(

本文采用稀释法及*二步抗筛法+#旨在能够进行

抗体种类分类(选择合适供者的血液输注#对
E/bE

患者*精准输血+提供*精准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常#

E/bE

患者在进行输血前
(

项检查时#其中不

规则抗体筛检初筛常有困扰#及
>J

血型同型血配血

即可%若初筛结果部分阳性)部分阴性#判断无自身抗

体但有同种抗体#此时初筛后还需要鉴别其同种抗体

的特异性#随后交叉配血选择
Ê ?

)

>J

同型血配血且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Q%2"#3!I:5

!

S#<#L2#K'+&A

!

8GI)&C

!

-G)'(



不带同种特异性抗体对应抗原的供者红细胞与之配

血即可,

A

-

(对于需要自身红细胞反复放散吸收后的

患者血浆$清&#该方法对于同种抗体较易区分#但对

于同种自身血型抗体不能进行区分#该试验会出现假

阴性的谱细胞结果(文献,

B9&&

-报道#选择避开与特

异性抗体对应抗原的红细胞制品输注#输注的红细胞

制品在
E/bE

患者体内存活能达到临床输血要求的

标准#而大大高于无经选择性交叉配血其凝集强度低

于自身对照管凝集强度的红细胞制品#无经选择性的

最小凝集强度供者红细胞输注后须有一定效果但是

达不到输血要求的标准(在治疗期间每例患者平均

输注
*

"

,U

红细胞制品#输注期间均无不良反应#输

注顺利%次日进行输血后疗效评价#

((

例患者血红蛋

白均有所提高输血有效#而
(

例未达到预期标准输血

无效(为了有效输血#输血科人员应在交叉配血时尽

可能选择能避开特异性抗体对应抗原的红细胞制品

输注后#才能够有效地避免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的

发生而有效输血(因此对
E/bE

患者输血前进行相

关抗体分类鉴定非常必要#能够为临床患者的治疗赢

得宝贵的时间#确保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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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抗体在急诊输血中检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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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面对需要紧急输血的患者#

而患者此时又出现意外抗体#往往此类情况下对于血

液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选择的血液不匹配#患

者的预后可能出现不良#或者出现十分危急的情况(

为此#本课题组统计了近
(

年以来本院出现意外抗体

阳性的患者#并进行了抗体的鉴定试验#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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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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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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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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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有意外

抗体阳性的患者标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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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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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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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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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来自的科室大部分为急诊内

科#急诊外科#创伤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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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孵育器)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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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保亚美公司微柱凝胶

方法专用仪器&#不规则抗体筛查卡$珠海保亚美公司

微柱凝胶卡&#筛查细胞$上海血液医药生物公司提

供&#抗体鉴定细胞$珠海保亚美公司抗体鉴定细胞&#

所有试剂均在效期内使用#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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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标本均先采用微柱凝胶方法手工筛

查#阳性标本采用微柱凝胶方法手工鉴定%对直接抗

球蛋白试验阳性的患者#可用洗涤法)放散法#至患者

红细胞直抗阴性后#再作抗体特异性鉴定%如间接抗

球蛋白试验阳性#多采用患者自身红细胞反复吸收"

放散#直到吸收后的红细胞直抗完全去除自身抗体#

用经 过 充 分 吸 收 后 的 患 者 血 清 作 抗 体 特 异 性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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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B)+

进行数据统计(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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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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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的鉴定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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