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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抗体引起

迟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的报告
'

例

张云聪!黄文庆!黎绍昌!陈尚良!魏俊杰!吴伟鑫!郭天姿!周世乔#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输血科!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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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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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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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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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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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系统的抗体难以被检测出来#大部分是

在混合抗体中被检测出来'由于它们可造成迟发型

溶血性输血反应#所以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

)

'本院曾

在工作中遇到
'

例由抗
$f]M

*抗
$Q

P

M

*抗
$9?

联合抗体

引起严重迟发型的溶血性输血反应#经多种治疗后好

转#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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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例

!!

患者#女#

;

岁
.

月#

';W

H

#广东省普宁市人'

,

年

前查出患有重型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珠蛋白生

成障碍性贫血表型指标!

hM3*+.̀

#

hMQ&.+,̀

#基

因型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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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输注
C

型
#I

$

=

&阳性红细胞各
'

>

#之后未予规律输血及去铁治疗'至
*-':

年
(

月
,

日因诊断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

年余#来本院输

血治疗'体格检查!体型消瘦#全身皮肤苍黄#重度贫

血貌#肝脏肿大#巨脾%经查血红蛋白$

hM

&

,(

H

"

<

'

患者经历了常规交叉配血输注*抗筛阳性后主侧相合

输注*特配红细胞输注*脾切除术后特配红细胞输注

的共
*-

次红细胞输注治疗'本文引用
:

省市无效输

血协作组的试行标准判断输注疗效(

*

)

'

hM

升高预期

值$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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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供者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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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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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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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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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交叉配血输注红细胞
!

患者入院后#分别

在
(

月
%E:

日各输注
'>

红细胞后#输注效果达到

预期#

hM

由
,(

H

"

<

升至
'',

H

"

<

#

(

月
&

日无不适出

院#红细胞输注评估有效'常规输注红细胞后
hM

升

高情况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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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体筛查阳性主侧相合输注红细胞
!

(

月
';

日#因患儿发热#严重贫血貌#尿色深#急诊到本院住

院治疗'查
hM*;

H

"

<

#申请输血#输血实验显示抗体

筛查阳性#

#I

分型
//=[[

#进行抗体鉴定#检出抗
9?

抗体'追查病史#家属自述!

(

月
&

日夜间患儿有发

热#精神状态差#后见尿色逐渐加深'

(

月
'.

日输注

主侧相合红细胞
'>

#

':

日尿色深*尿隐血阳性'

':

日慢速输注主侧相合红细胞
'>

'

(

月
'&

日查
hM

(&

H

"

<

'

(

月
*'

日夜间输注主侧相合红细胞
'>

#后

查
hM;'

H

"

<

'

(

月
**

日及
*,

日分别再输注主侧相

合红细胞
'>

#

(

月
*%

日查
hM;-

H

"

<

#巩膜轻度黄

染#尿呈茶色'红细胞输注评估无效#患儿有溶血反

应'

(

月
*(

日查
hM,;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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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呈茶色'

(

月
*(

日输

注主侧相合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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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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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查
h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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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膜

轻度黄染#尿呈浓茶色'

(

月
*;

日输注主侧相合红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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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日查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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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膜轻度黄染#尿呈

浓茶色'

(

月
*:

日查
h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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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细胞输注评估

无效#溶血反应增强'红细胞输注评估无效#有溶血

性输血反应#输血科查找原因'抗体筛查阳性主侧相

合输注红细胞后
hM

升高情况见图
*

'

图
'

!!

常规交叉配血输注红细胞疗效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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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筛阳性主侧相合输注红细胞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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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特异性鉴定后的特配红细胞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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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续输注主侧相合红细胞
hM

未有改善#遂进行抗体特

异性鉴定#且申请特配红细胞'检测其他血型表型为

fW

$

@cME

&#

Q

P

$

@cME

&%在血清中检测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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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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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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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抗体#申请血液中心特配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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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夜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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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凌晨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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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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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阴性红细胞
*>

#尿色无加深*无发热*生命体征平稳'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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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查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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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输注评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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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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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阴性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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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色无加

深*无发热*生命体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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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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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输注评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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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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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脾切除术中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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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阴性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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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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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输注评估有效'由
(

月
,'

日至
;

月

:

日该患者在本院分
,

次输注特配红细胞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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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色无加深*无发热*生命体征平稳'

,

次输注特配红

细胞后
hM

上升达到预期值#红细胞输注评估有效'

输注特配红细胞后
hM

升高情况见图
,

'

图
,

!!

特配红细胞输注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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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脏切除术后疗效观察
!

该患者于
;

月
:

日做

脾脏切除手术#后未继续输注红细胞'经过
*(NhM

水平缓慢下降#见图
%

'

图
%

!!

脾脏切除术后未输注红细胞疗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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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脏切除术后继续特配红细胞输注
!

出院后#

分别间隔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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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院继续输注特配红细胞#

%

次输注红细胞后
hM

上升达到预期值#

hM

维持在预

期水平'输注红细胞后
hM

升高情况见图
(

$第
%

*

(

次输注后患者贫血貌改善#家属拒绝及时抽血查血常

规评估输注效果&'

图
(

!!

脾脏切除术后输注特配红细胞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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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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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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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儿
*-'(

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确诊为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进行输血治疗
*

次#输

血效果好#出院后因家庭原因未再次进行血液的输注

和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规律治疗#患儿生长发育

受到严重影响#肝脾大'

*-':

年患儿极重度的贫血到

本院请求治疗#抗体产生前输注血液标本已处理#且

无法联系献血者%无法获得对应的
#I

血型分型*

]"NN

血型*

=OKK

P

血型#不能求证联合抗体产生的原因和时

间(

,$(

)

'但
]"NN

血型抗体在混合抗体中被检出与大

多数文献报道一致(

;$'-

)

'

从患儿整个输血治疗过程可见#对于珠蛋白生成

障碍性贫血和极重度贫血患者#输入主侧相合的血液

时#可能会短时提高机体的携氧能力#但是有产生迟

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的风险'

迟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患者在红细胞输注后
'N

内的
hM

变化小#但
*N

内的
hM

可出现明显变化#超

过
'N

的连续监测
hM

有重要意义'在临床症状方

面#尿液颜色加深至浓茶色#甚至直接排肉眼血尿*巩

膜黄染*偶见发热%上述临床症状的识别对迟发型溶

血性输血反应的判断有辅助意义'但上述症状发生

在输血后#患者有可能已出院归家'从安全角度出

发#医护人员应在患者输血后嘱咐患者和家属关注是

否出现上述症状#如有应及时就诊#以防意外'

脾脏切除术对此类患者有积极意义#减少了单核

巨噬系统对红细胞的破坏'通过观察
hM

下降速率

有所缓解#表明红细胞生存时间延长#可延长红细胞

输注间歇和减少红细胞输注次数#减少患者反复输血

引起的铁过载#同时切脾可以缓解患儿腹部压迫症

状#改善预后'

脾脏切除术后#患者抗体特异性情况已在本院建

档保存'抗体检测低于检测限后#为避免回忆反应引

起的溶血性输血反应#本院继续选取相应抗原阴性的

供者红细胞输注#输注效果好且输注间隔较长(

''$'*

)

'

因其有多种复合抗体#每次均筛查超过
'--

袋血才得

到相应抗原阴性的供者红细胞#筛选费用高'

在抗体产生早期#或者抗体降解后期#可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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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效价较低或剂量效应而难以检出'在此种情况

下即使相应抗体存在#配血也可能相合发血'若患者

再次接受抗原刺激会导致免疫回忆反应#产生大量抗

体#从而引起迟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

',

)

'为及时检出

不规则抗体#输血后
*%I

需再次输血的患者#重新抽

取标本进行免疫血液学检查#对保障输血安全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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