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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聚凝胺交叉配血不全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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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配血试验是保障临床输血安全的及时*有效的重要手

段#有时会出现同型血配血不合的现象'使用安全*有效的方

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检查受血者和献血者的抗原及抗体成分

是否相容#分析确定交叉配血不合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处理方

法#对预防输血反应的发生和解决临床输血有重要意义'聚凝

胺试验是一种快速检测不完全抗体的方法#目前已广泛用于交

叉配血*输血前抗体筛选#聚凝胺法配血较盐水介质交叉配血

具有方法简便*准确*快速的优点#而准确的交叉配血是临床安

全*有效输血的重要保证'目前本院采用的是聚凝胺交叉配血

法#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几例交叉配血不合的现象#参考其他文

献对交叉配血不合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结合患者的临床症

状#采取措施安全输血'

病例
7

!男#

%>

岁#急性白血病#有多次输血史'血型鉴定

为
0

型
bD

阳性#用聚凝胺法交叉配血发现主侧明显凝集#次

侧不凝集#后经血站鉴定#患者血清中含有抗
/G

*抗
/,

'此患者

既往有多次输血史#由于患者输入了含有
G

*

,

抗原的红细胞#

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反应#产生抗
/G

*抗
/,

'当患者血清再

次用含有
G

*

,

抗原的红细胞与聚凝胺法配血时发生凝集反应#

因此#为了确保输血安全#输血前应做不规则抗体筛选试验#配

血时应用聚凝胺法(

7/'

)

'此患者输注经筛选不含
G

*

,

抗原的浓

缩红细胞或者洗涤红细胞后未发生任何输血反应'

病例
(

!女#

=%

岁#尿毒症#肾性贫血#血液透析患者#血型

鉴定为
[

型
bD

阳性#用聚凝胺法交叉配血发现主侧加入聚凝

胺试剂离心后红细胞不凝集#次侧凝集#分析原因是血透患者

血液循环中加入大量的肝素而引起'肝素为
/̀

葡糖胺*

*/

艾

杜糖醛酸及
/̀

葡萄糖醛酸交替组成的黏多糖硫酸酯#肝素是

带大量负电荷的大分子#不易透过细胞膜#

$&P

集中在血管内

皮'用聚凝胺配血是利用它的阳离子来中和红细胞表面唾液

酸所带的负电荷#而肝素所带大量负电荷与聚凝胺的阳离子进

行了反应#使红细胞表面的负电荷未被中和#红细胞
i@CB

电位

未能降低#未能缩短红细胞之间的距离#不能使红细胞产生非

特异性凝集'因此#血透患者应该注意肝素对聚凝胺法交叉配

血的干扰#在血液透析前先采集血液标本进行交叉配血#以减

少不良因素的发生(

=

)

'此患者重新取血后配血未发现异常'

病例
'

!女#

<>

岁#重度肺感染#重度贫血#血型鉴定为
[

型

bD

阳性#用聚凝胺法交叉配血发现主侧不凝集#次侧有缗钱状

凝集#送血站配血#输入洗涤红细胞未发现异常反应'而多日

后又在本室配血未发现缗钱状凝集#分析原因可能是重症感染

患者*由于细菌污染#产生类
[

抗原#而且往往集中在细胞表

面#所以类
[

抗原与含抗
/[

给血者血清可发生凝集#但与天然

抗原抗体的大块无规则的集团凝集是截然不同的#经过治疗疾

病缓解#污染抗原减少或消失#再次配血时无凝集现象(

%

)

'

总之#在临床输血工作中应综合分析患者病情#使用聚凝

胺交叉配血法如遇结果异常应考虑是否有输血史#是否有肝素

的干扰#是否有重度感染以及是否存在不规则抗体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避免输血反应的发生#以确保临床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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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入伍是每年国防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保证兵员质

量#完成体检工作是军队医院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新兵员运输

过程中#常可能由于病理生理因素以及生活环境*气候等的影

响#导致新兵生理条件改变#影响体检结果'云南地处云贵高

原#亚热带气候#生活环境特殊#为了解从各个省市来本省后部

分生理条件的变化#笔者针对到本院体检的
7&&&

例新入伍战

士尿液隐血阳性结果进行分析#以便对今后征兵体检工作提供

部分参考资料'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
7&&&

例年龄
7<

!

(7

岁#来自包括云南

省$

(&P

%*贵州省$

7'P

%*河南省$

'&P

%*上海市$

7<P

%*西藏

自治区$

7&P

%*广州市$

7&P

%

$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新

战士#其中农村户口占
$>P

#城镇户口占
'(P

#均为男性#行程

7

!

%H

#平均
'H

#所有战士在地方入伍体检示尿液各项指标均

为阴性'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优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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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

尿干化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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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及配套测定试纸条'本方法的原理是根据血红蛋白接触法

活性法原理#通过血红蛋白类过氧化物酶作用#催化*分解过氧

化物#使邻甲苯氨氧化成色(

7

)

'

B8D

!

方法

B8D8B

!

体检准备
!

首先对参检新兵复检前
7(D

沐浴#禁食饮

料#用一次性医用尿杯留取
>

!

7&3*

晨尿标本进行尿液

分析'

B8D8C

!

实验步骤
!

按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操作步骤进行#先进

行尿液分析#再进行尿沉渣镜检'

B8D8D

!

结果判定
!

氨基比林法!$

7

%无色*阴性&$

(

%淡紫色环*

弱阳性&$

'

%紫色环*阳性&$

=

%深紫色环*强阳性&$

%

%紫蓝色环*

最强阳性'

C

!

结
!!

果

7&&&

例新战士中#尿液隐血阳性
'&

例#占
'P

&用氨基比

林法对尿液隐血阳性战士进行确认
7.

例#占
78.P

'对尿隐

血阳性用相同检测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复检#同时给予医学留院

观察#每隔
<H

复查一次#共两次#

(

周后复检尿液隐血阳性战

士仅有
(

例为阳性#占
&8(P

'通过
[

超等进一步检查和医院

专家确诊#

7

例为膀胱结石#

7

例为急性肾炎'

D

!

讨
!!

论

年度新兵入伍体检作为军队医院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新

兵到达目的地后体检情况与其籍贯地体检常有一定差异#但是

这样的差异并不完全说明其籍贯地体检工作的不足'在体检

工作中#笔者发现
7&&&

例新战士尿液隐血阳性
'&

例#经氨基

比林法确认后有
7.

例阳性#与籍贯地体检工作对比形成明显

的差异'然而经留院观察#

(

周后仅有
(

例阳性#并用
[

超等

进一步核实分别为膀胱结石和急性肾炎(

(

)

#表明新战士籍贯地

相关体检工作质量较好#但有
7

例膀胱结石并未被发现#表明

体检工作尚存在不足#可能由于新入伍战士体检内容并不全

面#同时#经氨基比林法确认
78.P

的战士出现这种一过性尿

潜血阳性$包含
(

例真阳性%#说明两种方法在检测结果上有部

分差异#单纯靠一种方法难以获得准确体检结果(

'/=

)

&另一方

面#体检结果也表明新兵运输*目的地新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等

可能对这些新入伍战士生理变化有重大影响'$

7

%旅途因素!

战士在行程中车内相对集中*封闭#空气流动差#温度偏高#导

致身体内环境代谢增高*消耗水分过多和能量消耗增多以及体

位性血流分布改变等#导致病理生理性尿液产生'$

(

%气候以

及生活习惯改变的因素!云南地理环境特殊#属亚热带*空气干

燥#紫外线强#生活习惯与其省份有较大差别#除尿隐血情况

外#部分战士还主诉鼻血症状#这些因素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

可能是导致尿隐血阳性的原因之一'新战士到部队经过一段

时间的休整后#身体免疫力得到提高#机体可恢复正常#如果新

战士入伍未对新环境有适应和休整过程即投入训练#可能会对

战士体能造成负面影响'$

'

%药物因素!在到部队前#家长由于

担心在行程途中会患感冒和肠道等疾病#为预防此等疾病#使

其服用一些抗菌剂#也导致了尿隐血检查结果的假阳性'$

=

%

试剂因素!干化学法分析尿隐血阳性干扰因素也存在#会造成

部分假阳性(

%/$

)

'

以上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这些体检尿液隐血阳性的重要

原因#因此在新兵入伍工作中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7

%接兵军医

要帮助新战士掌握基本卫生知识#使新兵加强对卫生知识的认

识#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避免诸如乱服药物等行为'

$

(

%运兵期间要合理安排饮食#根据输送兵员期间新兵的身体

消耗能量大
0

列车上用水有限等特点#科学制定营养用餐#备足

饮用水*水果等#使新战士营养及能量得到及时补充'$

'

%合理

安排好新兵到部队的休整时间#对新环境*新生活习惯#不应立

即加大训练强度#应该循序渐进#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当然#也

应该进一步规范新兵入伍体检内容和提高技术手段#以提高和

保证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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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是新疆乃至全国闻名的传染病高发区'洛浦县

隶属和田地区#其传染病发病率又居和田地区之首#而肠道传

染病在疾病谱中排列前位#由于实验室检测条件限制#以检测

细菌性腹泻病为主#主要有菌痢*霍乱*伤寒及其他感染性腹泻

病'现就
(&7&

年洛浦县腹泻病监测微生物检验现状作以下

报道'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洛浦县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及个体医院*

诊所等
7=

个医疗点肠道门诊就诊的腹泻患者粪便标本'

B8C

!

标本采集

B8C8B

!

疑似霍乱患者标本
!

对患者*带菌者在用药之前用无菌

棉拭子采集新鲜粪便#也可直肠拭子采集#一般米泔水样便采取

7

!

'3*

#成形便采取蚕豆大小#插入卡
/

布选送培养管里'

B8C8C

!

疑似细菌性痢疾标本
!

从患者*带菌者粪便中尽可能

在发病早期及治疗前采集新鲜粪便#选择脓血便或黏液便#必

要时可用肛拭子采集插入卡
/

布选送培养管里'

B8C8D

!

疑似伤寒病例标本
!

肠热症的第
7

周采血液#第
(

*

'

周采粪便与尿液#一般也选择以上方法采集标本'

B8D

!

方法
!

主要检测埃尔托弧菌*

07'.

*

07%<

*

e<

*细菌性痢

疾及伤寒杆菌#试剂均由自治区疾控中心配发'

B8D8B

!

直接分离培养
!

采集各医疗卫生单位腹泻病监测门诊

标本
7

管#实验室做三平皿'$

7

%疑似沙门菌!分离培养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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