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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探讨

罗乾元%

"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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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建立一种简便$易行的新型血小板交叉配型法%方法
!

将受者血浆和供者血小板在试管中混匀并加入适量助

色剂!吸入毛细管中孵育
")E/1

%以微柱凝胶检测试验"

D\4

#作为对照试验方法%结果
!

血小板配血不符时!因血小板凝集导

致混合液不易从毛细管中挤出!且挤出时在生理盐水中呈蓝色条带状&血小板配型相符时!混合液能较为容易地从毛细管中挤出!

且挤出后在生理盐水中迅速散开!无蓝色条带形成%检测结果与
D\4

一致%结论
!

所建立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具有一定

的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血小板&

!

血型鉴定和交叉配型&

!

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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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输注在临床中的应用日趋普遍#血小板交叉配型检

测有利于实现合理*科学输注血小板)由于血小板的血型抗原

系统十分复杂#且多次或大量输注血小板极易产生抗血小板同

种抗体#再次输入含相应抗原的血小板时易出现免疫反应#导

致血小板输注不良反应和输注无效'

"2-

(

)血小板交叉配型在避

免出现这一现象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在临床工作

中发现了一种可用于血小板交叉配型*简单*易行的毛细管交

叉配型法#有利于在未能开展血小板血型及其抗体检验的中小

医院推广应用#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主要仪器与材料
!

&)

"

G

毛细吸管及相应带孔橡皮头

$保定玉山玻璃厂%#

$*X

配血专用孵育仪$长春博达%#微柱凝

胶配血卡$长春博迅%)血小板制品由巴中市中心血站惠赠)

@+A

!

方法
!

取试管
"

支加无菌生理盐水
&EG

&另取试管
"

支#加入受检者血清$或血浆%与血小板制品
"))

"

G

*

)+!,

新

亚甲蓝生理盐水溶液
")

"

G

#混匀&将毛细吸管插入带孔橡胶

皮头中#定量吸取混合液
&)

"

G

#

$*X

微柱配血卡专用孵育仪

孵育
")E/1

&将毛细管内混和液用挤入无菌生理盐水试管#轻

摇并进行观察)同时以微柱凝胶试验$

E/>?5>59:E1

@

69;60;

#

D\4

%作为对照方法)

A

!

结
!!

果

血小板混和液容易从毛细管中被挤出#蓝色混合液迅速溶

于无菌生理盐水为阴性结果#可以输注)如挤出压力很大且混

合物在无菌生理盐水明显呈蓝色条状#轻摇蓝色条带不消失或

消失缓慢#蓝色向四周慢慢扩散为阳性#为不可输注)检测结

果与
D\4

检测结果一致)

B

!

讨
!!

论

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利用血小板在抗原抗体反应诱

导下产生凝集的原理#在体外模拟体内免疫反应#符合现代免

疫学原理要求)如果受者体内存在抗供者血小板抗体#则会发

生抗原抗体免疫反应#从而出现凝集现象)以无色透明盐水试

管中的新亚甲蓝作为背景颜色#凝集现象极易观察)同时#由

于毛细管内径小#血浆和毛细管内壁的表面张力大#血小板相

互凝集则进一步增加液体黏度#使得在将混合液从毛细管中挤

出时产生较易感受的阻力#比仅以颜色改变判断结果更为准

确)由于此项技术利用了物理学中的液体表面张力#而毛细管

直径过大会对液体表面张力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增加反应体系

的自重#导致挤压过程中手指对阻力改变的敏感性#影响结果

判断#故采用
&)

"

G

毛细管为宜)此技术与传统的血小板配型

方法#如简易致敏红细胞血小板血清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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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ONUO3

%和
D\4

#均

采用了相同的免疫学原理#不同的是后两者采用红细胞作为指

示剂#且操作繁琐*成本高#难以推广应用'

!2'

(

)血小板毛细管

交叉配型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设备要求低*结果易判断#但

与
ONUO3

和
D\4

一样#不能完全避免因前带或后带现象导

致的假阴性结果#且受血液制品体积内血小板浓度的影响较

大#如果血液制品的血小板数量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

*

(

#在相

同反应条件下#血小板凝集状态不佳#也易出$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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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LOU

产物比普通
UMS

产物更难以测序#一个
LOU

产物常需多次测序才能获得成功&$

&

%测序结果经常在
M

A

\

位

点部位出现套峰现象)这些表现可能与肿瘤基因组
Q̂3

的

LOU

产物处于杂合状态有关)

本研究仅针对
R6

A

\&

细胞
D3\N23$

编码基因
!i

端

M

A

\

岛进行了探讨#采用
LOU

确定了目的片段的异常甲基化

位点)针对这些异常甲基化位点#笔者拟设计一系列可用于肝

癌早期诊断的探针)当然#这项技术真正应用到临床还有许多

方面需要探索#还需要进一步筛查并确定
D3\N23$

编码基

因
!i

端
M

A

\

岛的甲基化图谱#针对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异常

甲基化位点建立一套特异的检测方法#并需以大量的临床样本

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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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假阴性结果)本研究采用玻璃制品作为反应容器#理论上有

可能固相激活内源性凝血途径#进而依次激活外源性凝血途

径*共同凝血途径*凝血酶和血小板#并最终因纤维蛋白形成而

产生混合液凝固的现象#导致假阳性结果'

#2")

(

)但该凝固过程

中#多种凝血因子的激活都依赖于钙离子#在缺乏钙离子时#个

别凝血因子即使被激活也不能导致混合液的凝固'

")

(

)本研究

以
$+#,

枸橼酸盐抗凝血浆作为反应成分之一#此时血液中的

钙离子已与枸橼酸盐形成螯合物#可明显降低血浆中的钙离子

浓度'

""2"&

(

#使得凝血因子无法被激活#可避免因内源性或外源

性凝血途径被激活所导致的混合液凝固#进而避免了由此所导

致的假阳性结果)因此#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中出现的混

合液流体阻力增大的现象与凝血途径被激活无关#仅与抗体和

血小板间的免疫反应有关)采用血清标本进行血小板毛细管

交叉配型时#因血清中不含纤维蛋白原#因此#可排除因凝血因

子或血小板被激活而形成纤维蛋白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如果

血制品标本不合格#理论上也有可能因标本自凝而出现假阳性

结果#因此确保血制品质量十分重要)受标本量的限制#笔者

未能以对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进行大量重复性研究#因此

虽然本次试验中血小板毛细管交叉配型法与
D\4

的检测结

果完全相符#但尚可能存在未能发现的问题)本项研究仅能为

广大同行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试验探讨#望广大同行能够针对

该方法的应用进行相关试验研究*结果统计和分析#以期为临

床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配型方提供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

"

(

D6;>89=6U

#

c8;]/10Q3

#

W:H6<81(cR

#

6;89+Q5E61>98;:?65=

<:E81

A

98;696;81;/

@

610

'

I

(

+Y5VO81

@

#

&))$

#

#!

$

$

%!

&-)2&-!+

'

&

( 蒋灵霓
+

成分输血的组成*储存及临床应用'

I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2#-#+

'

$

( 高加良#周琼秀#丁显平
+

血小板配型在临床血小板输注无效中的

应用'

I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T$+

'

-

( 赵惠彦
+

血小板配型的现状及研究进展'

I

(

+

现代保健!医学创新

研究#

&))#

#

!

$

'

%!

&'+

'

!

( 李勇#张利身
+

血小板配型!微柱凝胶免疫检测'

I

(

+

中国免疫学杂

志#

&)))

#

"'

$

-

%!

&&*+

'

'

( 李执如#廉维#宿兰
+

血小板抗原多态性和配型输注'

I

(

+

现代临床

医学#

&))*

#

$$

$

&

%!

"-$2"-!+

'

*

( 陈志新#陈建森
+ObODǸ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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