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CAA:

例临床输血治疗患者不规则抗体筛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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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本院输血治疗患者不规则抗体的检出情况!探讨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在临床输血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

微柱凝胶法筛查
CAA:

例输血治疗患者血浆不规则抗体%结果
!

检出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
A$

例!阳性率为
"<C$Q

&

A$

例阳性患者中!

CC<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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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输血史!

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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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来自血液科$肿瘤科$

*(c

$感染科$产科$儿科&

7#

例不规则抗体阳

性的女性患者中!

="<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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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妊娠史%结论
!

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有助于提高临床输血安全性$降低发生输血反应的风

险&血液科$肿瘤科$

*(c

$感染科$产科$儿科患者及有输血史和妊娠史患者不规则抗体的筛查更为重要%

关键词"红细胞血型&

!

不规则抗体&

!

溶血性输血反应&

!

微柱凝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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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是指由除
+,b

血型物质以外的其他血型物

质刺激机体产生的特异型抗体'大多数不规则抗体属于
*

J

a

类抗体#当与相应血细胞抗原结合后#可诱发严重的免疫性溶

血性输血反应#也是造成交叉配血困难的主要原因'因此输血

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具有重要意义'现将
CAA:

例需输血

治疗患者的不规则抗体筛查结果报告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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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试验组为
$""=

年
>

月至
$"!!

年
A

月于本院

接受输血治疗的患者共
CAA:

例#男
7"CC

例#女
7>CA

例'对

照组为
$""7

年
>

月至
$"":

年
A

月未接受抗体筛查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A!: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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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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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免疫卡(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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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谱细胞(

*-2@/430HD5#A'

+

孵育器

及卡离心机均购自瑞士达亚美公司&专用标本离心机购自北京

雷勃尔公司'所有试剂均为仪器配套试剂#在有效期内使用'

?<A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于输血前以含抗凝剂乙二胺四乙酸的

采血管采集肘静脉血
#MX

#室温下以离心半径
!C/M

#

#7""5

"

M2@

离心
#M2@

后收集血浆'血浆中抗体的筛选及鉴定采用

微柱凝胶法#具体操作步骤参照文献)

!

*'结果判定标准为!红

细胞位于柱的上端#表示红细胞与相应的抗体发生凝集#判为

阳性&红细胞通过凝胶的缝隙到达柱的底部#表示红细胞未与

相应的抗体发生凝集#判为阴性'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A<"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

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CAA:

例试验组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检出率为
"<C$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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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

%#输血反应发生率为
"<"$Q

$

$

"

CAA:

%&

#"#>

例对

照组患者的输血反应发生率为
"<!AQ

$

:

"

#"#>

%&两组间输血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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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例不规则

抗体阳性患者的科室分布见表
!

'

A$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

中#

CC<C=Q

$

>7

"

A$

%有输血史#

!!<!!Q

$

C

"

A$

%无输血史#二者

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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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不规则抗体阳

性女性患者中#

="<A"Q

$

#=

"

7#

%有妊娠史#

=<#Q

$

7

"

7#

%无妊娠

史#二者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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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A$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科室分布$

'gA$

%

科室 例数$

'

% 构成比$

Q

%

肿瘤科
!# !C<">

血液科
!! !:<$C

*(c !" !#<C=

续表
!

!!

A$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科室分布$

'gA$

%

科室 例数$

'

% 构成比$

Q

%

感染科
A =<A$

产科
A =<A$

儿科
> C<##

其他
!C $:<""

合计
A$ !""<""

A

!

讨
!!

论

不规则抗体易导致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在中国#

!$<>Q

的输血反应是由血型抗原抗体免疫因素引起的)

$

*

'多

数不规则抗体是
*

J

a

类抗体#当患者体内不规则抗体的滴度较

低时#交叉配血试验不能检出不规则抗体#导致患者因输入不

完全相符的血液制品而引起溶血性输血反应#严重时甚至威胁

患者的生命安全'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不规则抗体引起的临

床输血反应日益受到关注#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也越来越受

到 重 视'美 国 血 库 协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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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输血标准$第
$#

版%0规定!每份进行交

叉配血试验检测的血液标本#都应检测针对红细胞抗原的不规

则抗体)

#

*

'本次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输血前不规则抗体

筛查的重要性!未接受不规则抗体筛查的患者#其输血反应发

生率$

"<!AQ

%高于接受了不规则抗体筛查的患者$

"<"$Q

%#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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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不规则抗体的检出率约为
"<AQ

$

"<CQ

&本

次调查中#不规则抗体检出率为
"<C$Q

#与其他文献报道较为

接近)

7B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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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主要分布在血液科(肿瘤

科(

*(c

(感染科(产科和儿科#可能与上述科室的患者接受输

血治疗较多#易产生自身免疫性抗体有关&有输血史的患者在

A$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中所占比例$

CC<C=Q

%明显高于无

输血史者$

!!<!!Q

%'以上结果均说明有输血史者更应进行不

规则抗体筛查'本次调查显示#

A$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中#

#=

例有妊娠史#仅
7

例无妊娠史#提示妊娠也是导致产生不规

则抗体的重要因素)

C

*

'妊娠不仅可导致孕妇体内产生不规则

抗体#而且
*

J

a

类不规则抗体可通过胎盘进入新生儿体内#导

致新生儿溶血症的发生)

=B!"

*

'该因素可能也是导致产科和儿

科是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主要来源科室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可降低不规则抗体

阳性所致严重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概率&对于易查出不规则

抗体的血液科(

*(c

(肿瘤科(感染科(产科(儿科患者#及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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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史和妊娠史的患者而言#不规则抗体筛查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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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毛囊炎患者病原菌分离鉴定结果分析

蒙在杨!

!秦耀春$

"

!<

广西区亭凉医院检验科!南宁
:#""$$

&

$<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南宁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毛囊炎致病因子!并进行病原菌分离鉴定!为临床治疗依据%方法
!

蠕形螨采用镜检法!其他病原菌用培

养法!根据菌落形态和生化特点进行菌种鉴定%结果
!

A=!

例毛囊炎患者共检出病原菌
A$"

株!检出率为
=!<"$Q

!其中马拉色

菌$痤疮丙酸杆菌$蠕形螨$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检出率分别为
>C<#=Q

$

!7<:7Q

$

#<=$Q

$

#<!>Q

$

!<"!Q

%结论
!

引

起皮肤毛囊炎的致病菌有多种!马拉色菌是毛囊炎的主要致病菌%

关键词"毛囊炎&

!

马拉色菌&

!

痤疮丙酸杆菌&

!

蠕形螨&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2))@<!>A#B7!#"<$"!$<"7<"$C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7:B"$

!!

毛囊炎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皮肤病#多数由病原菌感染引

起'根据文献)

!

*报道#近年来从各种临床标本分离出来的病原

菌中以革兰阴性$

aT

%为主#真菌次之'因此#由真菌感染引

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疾病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

*

'为了解毛囊炎

的致病因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们对来本院门诊就

诊的皮肤毛囊炎患者进行实验室检测#旨在研究该致病因子在

其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等方面的相关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试验所有菌株均来自本院门诊就诊的皮肤

毛囊炎患者共
A=!

例#其中男
7:!

例#女
#7"

例#年龄
A

$

:!

岁#病程
$

周以上'

?<@

!

检测方法
!

马拉色菌毛囊炎!

A"Q

酒精消毒病变处皮损

后#用尖头手术刀挑破毛囊表面#挤出内容物#参照文献)

#

*进行

蠕形螨显微镜检查#同时革兰$

a

%染色后油镜下$

!"""

倍%观

察#结果!$

!

%

!

个或
:

个视野观察到
:

个以上聚集成堆的革兰

阳性$

a8

%孢子"芽生孢子为镜检马拉色菌阳性#参照文献

)

$

#

!"

*取
!

$

$

个毛囊内容物接种培养鉴定'$

$

%

!

个或
:

个视

野有
a8

稍有弯曲不规则小杆菌密集覆盖超
!

"

#

以上者取材

参照文献)

!!

*进行痤疮丙酸杆菌鉴定&$

#

%临床观察毛囊炎有脓

性液体并
a

染色镜检
!

个视野以上有似葡萄状
a8

球菌密集

覆盖超
!

"

#

时#取材接种于血平板培养分离提纯后用
+6,

*-#$'6+Y%

葡萄球和微球菌鉴定系统按操作说明进行鉴定&

当
a

染色检查有混合感染要同时分别进行不同路径的培养鉴

定#菌种鉴定要和相应的质控菌株平行进行#相一致才记录为

阳性'

?<A

!

仪器
!

+6,<ZR

I

5E))2D@

"

+Y*$"(+cP

细菌鉴定系统由

法国梅里埃生物公司生产'

?<B

!

试剂
!

沙保培养基(过氧化氢酶(血平板(脑心浸液肉汤(

兔血浆由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生&吐温由汕头

光华化学厂生产'

?<C

!

实验室质控菌株
!

糠秕马拉色菌质控菌株
(,'!CAC

#合

轴马拉色菌$

(,'A$$$

%(球形马拉色菌$

(,'A=>>

%(限制马拉色

菌$

(,'ACAA

%(厚皮马拉色菌$

(,'!CA=

%(斯洛菲马拉色菌

$

(,'A=:>

%(钝形马拉色菌$

(,'ACA>

%&痤疮丙酸杆菌质控菌株

](6(A#A

&金黄色葡萄球菌质控菌株
+6(($:=$#

&以上质控

菌株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表皮葡萄球菌质控菌株

+6((!$$$C

由上海川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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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菌检出
!

A=!

例毛囊炎患者共检出病原菌
A$"

株#

检出率为
=!<"$Q

'病原菌以马拉色菌为主#共检出
:7!

株#

占
>C<#=Q

&其次为痤疮丙酸杆菌#检出
!!:

株#占
!7<:7Q

&金

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蠕形螨分别检出
$:

(

C

和
#!

株#

分别各占
#<!>Q

(

!<"!Q

和
#<=$Q

&

A!

例未检出病原菌#占

C<=CQ

#见表
!

'

@<@

!

A$"

株病原菌检出部位
!

全身均可检出#以颈(肩(胸(背

部检出最高#共
#$7

株#占
7:<"Q

#以马拉色菌为主#痤疮丙酸杆

菌次之&其次为面部#检出
!7>

株#占
$"<$CQ

#以痤疮丙酸杆菌

为主#蠕形螨次之&腹(股(阴部共检出
!":

株#占
!7<:CQ

#马拉

色菌为主&头部
C!

株#占
!!<$:Q

#均为马拉色菌&四肢
>7

株#占

C<C=Q

#以马拉色菌为主'各菌种分离部位构成比见表
$

'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