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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直接抗球蛋白试验阳性
-E

血型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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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生儿溶血病患儿红细胞上致敏抗体对
-E

血型检测的影响!建立一种简单&可行&准确的新生儿溶血病

患儿
-E

血型鉴定方法%方法
!

选用抗球蛋白法&凝聚胺法&盐水法&微柱凝胶法以及抗血清微柱凝胶法对
!%$

例新生儿溶血病

患儿红细胞进行
-E

血型鉴定!并对患儿致敏红细胞用
@%W

红细胞抗体放散后再检测
-E

血型%结果
!

!&?

例直接抗球蛋白试验

阴性患儿中!

!&!

例
%

种方法结果一致!

$

例结果不一致#

@(

例直接抗球蛋白试验阳性的患儿中有
'!

例结果不一致%

'?

例
-E

血

型测定结果不一致的标本经
@%W

抗体放散后测定!结果一致%对
!&

例新生儿溶血病患儿
-E

血型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其红细胞

放散后测定的
-E

血型完全符合临床现象%结论
!

@%W

抗体放散后再鉴定血型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正确鉴定新生儿溶血病患儿

-E

血型的方法%

关键词"

-E5QB

血型系统#

!

幼红细胞增多症!胎儿#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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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溶血病$

Q./

&是由于母婴血型不合#母亲体内存

在与胎儿不配的
Z

F

T

血型抗体#通过胎盘引起新生儿红细胞破

坏所致的同族被动免疫性溶血(为确定
Q./

的类型及引起

溶血的血型抗体#常需鉴定患儿的
-E

血型)

!5"

*

(笔者采用抗

球蛋白法'凝聚胺法'盐水法'微柱凝胶法以及抗血清微柱凝胶

法测定了
!%$

例
Q./

患儿的
-E

血型#并用放散实验将直接

抗球蛋白试验$

.*6

&患儿红细胞上的抗体放散下来再鉴定其

-E

血型#对
!&

例
Q./

患儿的
-E

血型与父母
-E

血型进行验

证#探讨
Q./

患儿红细胞上致敏抗体对
-E

血型检测的影响#

从而建立一种简单可行的准确鉴定
Q./

患儿
-E

血型的方

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
Q./

患

儿
!%$

例$其中
*)2Q./!@$

例'

-EQ./!&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K

#平均年龄$

'Y!#(

&

K

(抗
5.

'抗
5,

'抗
5I

'

抗
5L

血清来自本院孕产妇及新生儿血清#抗
5;

血清来自自身

免疫疾病患者血清(

@#A

!

仪器与试剂
!

抗球蛋白由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凝聚胺由上海科华试剂有限公司提供#单克隆
Z

F

4

'

Z

F

T

'

-E

混

合抗血清由美国
.A98>A>

公司提供#微柱凝胶反应卡$

Z

F

T

型

-E

血型测定型&'专用孵育箱和离心机由瑞士
.8C9;K

公司提

供#谱细胞由上海血液中心血型参比室提供(

@#B

!

方法
!

抗球蛋白法'盐水法'微柱凝胶法按说明书操作'

观察#

@%W

红细胞抗体放散实验按.基础输血学/

)

3

*操作(

-E

抗体的测定!产妇血清'新生儿血清和放散液与谱细胞在抗球

蛋白介质中反应(

A

!

结
!!

果

A#@

!

!%$

例
Q./

患儿用
%

种方法进行
-E

血型测定#测定结

果发现#

!&?

例
.*6

阴性患儿中#

!&!

例
-E

血型结果一致#

$

例结果不一致$这
$

例标本经微柱凝胶法试验时
.*6

为阳

性&%

@(

例
.*6

阳性的患儿中#

'!

例
-E

血型结果不一致#见

表
!

(

.*6

阳性的患儿#用抗球蛋白法'凝聚胺法'抗血清微

柱凝胶法检测时#其
-E

血型均为
,I.L;

%用盐水法和微柱凝

胶法检测时#

!

例
*)2Q./

患儿和
!

例
-EQ./

患儿
-E

血

型表现为弱凝集(

.*6

阴性的患儿$表
!

最后
$

例&#用凝聚

胺法'抗血清微柱凝胶法检测结果均为
,I.L;

#而抗球蛋白法'

盐水法和微柱凝胶法检测结果一致(

A#A

!

%%

例
.*6

或微柱
.*6

阳性患儿红细胞于
-E

血型箱

中放散
!% 98>

#洗涤#用
%

种方法测定(

!3

例
-E

血型为

,I.L;

的标本放散前后结果一致#

'?

例
%

种方法测定结果不

一致的标本在抗体放散后再测定其
-E

血型结果一致#见表
!

(

A#B

!

患儿
-E

血型准确性的验证
!

对
!&

例
-EQ./

患儿的

父母
-E

血型'母亲血清抗体'新生儿血清及红细胞放散液抗

体测定#与经抗体放散后测定的患儿
-E

血型进行验证#结果

见表
"

(红细胞抗体放散后再测定的患儿
-E

血型完全符合临

床现象(

表
!

!!

%%

例
.*6

或微柱
.*6

阳性患儿
-E

血型测定和
@%W

抗体放散后
-E

血型测定的结果

例数$

$

&

.*6

溶血病类型 抗球蛋白法 凝聚胺法 盐水法 微柱凝胶法" 抗血清微柱凝胶法# 抗体放散后
%

种方法

!' g *)2Q./ ,I.L; ,I.L; ,I.L; ,I.L; ,I.L; ,I.L;

3 g *)2Q./ ,I.L; ,I.L; ,I.;; ,I.;; ,I.L; ,,.;;

@ g *)2Q./ ,I.L; ,I.L; ,,.LI ,,.LI ,I.L; ,,.L;

' g *)2Q./ ,I.L; ,I.L; II.LL II.LL ,I.L; II.LL

' g *)2Q./ ,I.L; ,I.L; II.L; II.L; ,I.L; II.L;

' g *)2Q./ ,I.L; ,I.L; ,I.;; ,I.;; ,I.L; ,I.;;

" g *)2Q./ ,I.L; ,I.L; ,I.LL ,I.LL ,I.L; ,I.LL

" g *)2Q./ ,I.L; ,I.L; II.;; II.;; ,I.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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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例
.*6

或微柱
.*6

阳性患儿
-E

血型测定和
@%W

抗体放散后
-E

血型测定的结果

例数$

$

&

.*6

溶血病类型 抗球蛋白法 凝聚胺法 盐水法 微柱凝胶法" 抗血清微柱凝胶法# 抗体放散后
%

种方法

! 'g *)2Q./ ,I.L; ,I.L; ,,.;;

'

,,.;;

'

,I.L; ,,.;;

% "g -EQ./ ,I.L; ,I.L; ,I.L; ,I.L; ,I.L; ,I.;;

" "g -EQ./ ,I.L; ,I.L; ,I.;; ,I.;; ,I.L; ,I.;;

! "g -EQ./ ,I.L; ,I.L; IIKL; IIKL; ,I.L; IIKL;

! @g -EQ./ ,I.L; ,I.L; ,I.;;

'

,I.;;

'

,I.L; ,I.;;

! @g -EQ./ ,I.L; ,I.L;

不确定
II.L;

'

,I.L; II.L;

' f *)2Q./ ,,.;; ,I.L; ,,.;; ,,.;; ,I.L; ,,.;;

! f *)2Q./ ,,.LL ,I.L; ,,.LL ,,.LL ,I.L; ,,.LL

" f *)2Q./ ,I.;; ,I.L; ,I.;; ,I.;; ,I.L; ,I.;;

!!

"

!微柱凝胶法中微柱凝胶反应卡为
-E

血型测定型%

#

!抗血清微柱凝胶法中微柱凝胶反应卡为
Z

F

T

型%

'

!红细胞与抗体反应为弱凝集(

表
"

!!

!&

例
-EQ./

患儿的父母血型#母亲血清抗体#新生儿血清及放散液抗体检测结果

序号 抗体放散后新生儿血型 母亲血型 父亲血型 母亲血清抗体 新生儿血清抗体 新生儿红细胞放散液抗体

! *,I.L; *,,.;; 2II.LL

抗
5L

抗
5L

抗
5L

" ),I.L; 2,IK;; ),I.L;

抗
5)

'抗
5.

抗
5.

抗
5.

' 2,I.L; ),,.;; 2II.LL

抗
5L

'抗
5I

抗
5L

'抗
5I

抗
5L

'抗
5I

@ *),I.L; )IIK;; *,,.LL

抗
5.

抗
5.

抗
5.

% ),I.L; 2II.LL ),,.;;

抗
5)

'抗
5,

抗
5,

抗
5,

$ 2,I.;; 2IIK;; 2,,.;;

抗
5.

抗
5.

抗
5.

? ),I.;; 2IIK;; ),,.;;

抗
5.

抗
5.

抗
5.

3 2II.;; 2,IK;; *,I.L;

抗
5L

抗
5L

抗
5L

( *,I.;; *IIK;; 2,,.L;

抗
5.

抗
5.

抗
5.

!& *II.L; *IIK;; 2,I.LL

抗
5.

'抗
5L

抗
5.

'抗
5L

抗
5.

'抗
5L

B

!

讨
!!

论

Q./

是新生儿黄疸中常见的一种疾病#引起本病的血型

抗体主要为
*)2

'

-E

血型系统抗体#亦可见其他血型抗体)

%

*

(

为确定
Q./

#尤其是
-EQ./

及引起
Q./

的抗体#常需鉴定

患儿的
-E

血型)

$

*

(目前用于
-E

血型鉴定的方法主要有抗球

蛋白法'凝聚法'盐水法'微柱凝胶法及抗血清微柱凝胶法等(

本试验结果显示#当
Q./

患儿红细胞上致敏抗体数量未达到

.*6

阳性时#上述
%

种方法结果是一致的#表明上述
%

种方法

均可用于新生儿
-E

血型的测定(表
!

中
'?

例
-E

血型
%

种

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新生儿用
@%W

抗体放散后再用
%

种方

法检测#结果一致(对
!&

例
-EQ./

患儿的父母
-E

血型'母

亲血清中抗体'新生儿血清及红细胞上的致敏抗体进行测定#

与新生儿
-E

血型进行验证#结果经抗体放散后再鉴定的新生

儿红细胞
-E

血型完全符合临床现象(试验证实#新生儿红细

胞经抗体放散后再鉴定
-E

血型是简单可行的#有助于正确鉴

定
Q./

患儿
-E

血型(

随着免疫学血液学的发展#抗血清的制备#谱细胞的建立#

为减少母婴
-E

血型不合引起的同族免疫#预防
Q./

的发生#

应推广产前孕期夫妇血型鉴定分型及孕妇
-E

免疫抗体筛查#

尤其是对有新生儿黄疸史'死胎史'流产史和输血史的孕妇#应

进行产前血型鉴定分型及孕妇
-E

免疫抗体筛查#为尽早采取

相应的预防'治疗措施提供有价值的产前诊断依据#以保证优

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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