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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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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亲与胎儿血型不同#母

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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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抗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引起胎儿

或新生儿溶血的一类疾病#可导致新生儿溶血(黄疸(

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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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抗体为免疫刺激产生#其抗体的

产生和效价与怀孕次数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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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育龄女性怀孕次数呈整体上升

趋势#

]XS

的发生率也逐渐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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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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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量不断增长#检出率也不断上升#为了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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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分布和检出率#现对本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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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临床

可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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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进行分析#以指导临床医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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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的开具和该病的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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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不规则抗体筛查和鉴定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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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反定型细

胞(瑞士达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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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箱(卡式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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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人

球蛋白卡(苏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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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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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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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检测及不规则抗体筛查
!

脐带血和母亲

血型标本离心后#置于戴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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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血型配

血仪中进行脐带血血型鉴定和不规则抗体检测#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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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后进行下一步检测'

$('(/

!

抗体鉴定
!

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的标本#用

戴安娜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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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抗人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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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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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血型不合和不规则抗

体筛查阳性的标本#采用国际通用的新生儿溶血三项

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

*

'

$('('($

!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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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脐带血标本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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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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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血型#前面为母亲血型#后为脐带血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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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

0分别表示各项试验结果阳性和阴

性#顺序依次为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抗体试验(释放试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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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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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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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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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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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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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X

1

!

!

%

$

&(%

%

)

K K '5

$

'(5

%

K K K

抗筛
1 K K K K $

$

&($

%

'

$

&('

%

#

$

&(#

%

合计
$5'

$

$5(#

%

3PP

$

3P(/

%

/

$

&(/

%

'5

$

'(5

%

$

$

&($

%

'

$

&('

%

#

$

&(#

%

!!

注!母
K

婴血型#前面为母亲血型#后为脐带血血型&

)为抗
6

抗体合并抗
X

抗体
]XS

#此处统计抗
6

抗体时未计数&

X

K

KX

1为母亲
4>X

血

型阴性#婴儿
4>X

血型阳性&抗筛
1

分别为抗
Q

(抗
T

(抗
TC

抗体阳性&

K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XS

是对胎儿和新生儿危害极为严重的一类疾

病#严重者可导致胎儿或新生儿死亡)

$

*

'因此#

]XS

已经成为孕妇产前检查项目之一)

5

*

'造成胎儿或

]XS

的疾病很多#若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存在母婴血

型不合且孕妇
V

I

[

类抗体效价高)

)

*

(胎动异常(流产

前兆(胎儿水肿(羊水胆红素升高等情况#都需要与

]XS

进行鉴别诊断)

P

*

'新生儿出生后#

]XS

三项试

验的结果可以为
]XS

的诊断(治疗提供最直接的依

据'脐带血在新生儿刚出生时就可采集#能及时反映

新生儿血浆游离抗体和红细胞结合抗体的状态#所以

将脐带血用于
]XS

三项试验#结果非常准确(

直观)

/

*

'

]XS

的检出率#不同研究报道差别较大#但发生

]XS

的血型系统主要为
6UW

血型系统#其次为
4>

血型系统)

3

#

%&

*

'本院送检的
'P5$

例临床判断可疑为

]XS

的脐带血标本中#发现母婴
6UW

及其他血型不

合标本共
%$$5

例#占
$#(30

#其余
%3&/

例母婴血型

相合且不规则抗体筛查阴性标本#占
#$()0

'提示临

床在
]XS

项目开具时#可以先检测夫妻双方血型#对

新生儿血型进行预测后再送检#若血型相合#孕期单

独检测不规则抗体即可'

%$$5

例母婴
6UW

及其他

血型不合标本中#疑似
]XS/

例$

&(50

%#阴性
$5&

例$

35(&0

%#阳性
/P)

例$

53(#0

%#不规则抗体筛查

阳性的标本全部确诊为
]XS

#共
3)

例$

'(#0

%'

//5

例阳性和可疑
]XS

的标本中#

6UW

血型系统共
/$/

例$

/5(30

%#其中抗
6

抗体
$5'

例$

$5(#0

%(抗
U

抗

体
3PP

例$

3P(/0

%&其他血型系统抗体共
3)

例

$

3()0

%'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和
4>

系统血型不合

标本共
'%)

例#检测出引起
]XS

的抗
X

抗体
'5

例(

抗
T

抗体
$

例(抗
Q

抗体
'

例(抗
TC

抗体
#

例#分别

占
'%)

例中的
%'(&0

(

'(30

(

&(/0

(

%(P0

#与文献

)

%%

*报道相符'

]XS

主要为
6UW

血型系统的抗
6

抗体和抗
U

抗体引起$

/5(30

%#其次为
4>

血型系统#

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标本均为
]XS

阳性'由表
3

可

见#抗
6

抗体(抗
U

抗体引起
]XS

的病例中#主要母

婴血型为
WK6

(

WKU

型#占所有阳性标本的
/#0

#并

且
WK6

较
WKU

多#分别为
$$'

例$

$$(#0

%(

3P$

例

$

3P(50

%#说明
6UW

血型系统
]XS

中#血型分布主

要为母亲
W

型#新生儿
6

或
U

型#且
6

型较
U

型发生

概率高#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同)

%'

*

'这是因为
6UW

血

型系统中#

6

抗原的抗原性强于
U

抗原#并且在胎儿

生长过程中#

6

抗原发育较
U

抗原早#因而
6

抗原更

容易刺激母体产生
V

I

[

类抗
6

抗体#并且更容易与抗

体结合)

%3

*

'

在
]XS

三项试验中#释放试验是将结合于脐带

血红细胞上的
V

I

[

抗体采用放散的方式释放出#再利

用敏感的试验方法检测放散出来的抗体#是最为敏感

的
]XS

检测方法)

%#7%$

*

'对确诊
]XS

的患者#三项

试验的各项结果对后期治疗可起到指导作用'如果

游离抗体试验阳性#说明患儿血清内存在游离的针对

自身红细胞的抗体#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和释放试验

检测的是结合于红细胞上的抗体#结合三项试验的结

果#可以指导临床对重症新生儿溶血换血时血液的

选择)

%5

*

'

综上所述#送检怀疑为
]XS

的脐带血标本中#母

婴
6UW

及其他血型不合的总体比例为
$#(30

#在这

些血型不合的标本中#

53(#0

确诊为
]XS

'发生

]XS

的抗体主要为抗
6

抗体(抗
U

抗体#分别占确

诊和可疑病例的
$5(#0

(

3P(/0

#抗
6

抗体明显多于

抗
U

抗体#其他血型系统抗体占
3()0

'抗
6

抗体(

抗
U

抗体所引起的
]XS

#绝大多数发生于母亲血型

为
W

型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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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变异的过程中并未影响到
NF8

&

限制性内切酶

位点&

'

型为
Ô'5

$

M4̂ O

%(

Ô')

$

M4̂ O

%#在不同

时间分离于不同科室#提示可能存在科室间的流行传

播#由耐药基因长期在宿主体内表达造成&

$

型为

Ô#&

$产
TYU.Ĥ O

%(

Ô#%

$产
TYU.Ĥ O

%#在同一时

间分离于同一科室$普外科%且耐药表型相同#提示可

能存在同一感染来源&

-

型为
Ô#3

$产
TYU.Ĥ O

%(

Ô##

$

]Ĝ O

%#在相近时间分离于不同的科室#提示

可能存在科室间的流行传播'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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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O

%(

Ô%#

$

M4̂ O

%

O![T

型别相似度为
/)(&0

且耐药表型相

同#亲缘关系十分密切#提示可能存在同一感染来源'

不同时间段分离的
Ô

归属同一
O![T

图谱$同一克

隆来源%#菌株的耐药元件可以通过流行菌株的克隆

传播或者通过质粒等方式进行传播#耐药性逐渐增

强#可引起散发甚至是暴发流行'

综上所述#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Ô

耐药表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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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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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型呈多样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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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子流行病学意义的单一克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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