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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血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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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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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疑难血型产生原因!探索疑难血型的鉴定办法%方法
"

收集该院自
%$$#

#

%$""

年大约
"A$$$$

例血型

鉴定中的疑难血型进行整理分析%结果
"

发现类
Y"

例!类
1"

例!冷凝集
A

例!亚型
%

例!弱
1Y

抗原
=

例!弱
/"

例!血浆蛋白

干扰
-

例!弱抗体
%

例!全凝集
"

例!选取各类
"

例进行分析!其他可参照处理后血型进行鉴定%结论
"

正确处理疑难血型才能准

确鉴定血型!保证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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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血型是一种血型难以检测或判定的现象#是与大多数

人不一样的稀有血型*现对疑难血型进行检测和分析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年在该院门诊和住院患者血型

检测的
"A$$$$

例中选取疑难血型者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孵育器'离心机'显微镜'水浴箱等*上海

华泰正定型试剂#长春博德
VG/

血型试剂#上海血液生物公司

的反定型试剂#木瓜酶试剂#放散试剂#长春博迅的血型检测卡

等*

?>A

"

方法
"

经典的试管法正反定型#卡式定型#吸收放散试

验#有时要做凝聚胺交叉试验和唾液中血型物质鉴定等试验*

@

"

结
""

果

@>?

"

类
Y

抗原
"

"

例手术后感染发热患者正定型为
1Y

型

$抗
1

管反应强而抗
Y

管反应弱#游离细胞多%#反定型为
1

型#与
1Y

型供者主侧配血凝集#唾液中含
1

和
T

血型物质#

感染控制后复查血型为
1

型*产生原因!一些细菌产生的脱

乙基酰酶使
1

型抗原表位单糖
S*

乙酰半乳糖脱乙酰#变成半

乳糖胺#这与
Y

型抗原类似#这样部分
1

抗原就变成了
Y

抗

原(

"

)

*

@>@

"

类
1

抗原
"

正定型为
1

型#反定型为
Z

型#用蛋白酶处

理红细胞后重测正反定型都是
Z

型*可能原因!由于干细胞

突变#造成部分红细胞持续性
<8

抗原激活#

<8

抗原表位是
S*

乙酰基半乳糖胺#类同
1

抗原*当
Z

型红细胞
<8

抗原被激活

后就误认为
1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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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凝集
"

正定型
1Y

型#反定型为
Z

型#与
Z

型红细胞

配血凝集*患者红细胞用
=![

生理盐水洗涤
=

次后检查正定

型为
Z

型#也可以把正反定型检测管直接放
=![

水浴箱
$>#

G

后观察都为
Z

型(

%

)

*一旦血标本中红细胞出现自凝现象或

微胶凝柱卡对照管阳性#就应考虑有冷凝集素存在*对于血清

中出现自身冷抗体可用自身红细胞反复吸收致红细胞不凝集

后再做反定型#如果冷抗体效价太高致血标本凝固产生时可用

%*

巯基乙醇处理红细胞再做正定型(

=

)

*产生原因!淋巴组织系

统的恶性肿瘤或支原体属肺炎及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病

毒感染#自身溶贫'肝硬化等都可致冷凝集素效价增高来干扰

血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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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

正定型抗
*1

$

h

%'抗
*Y

$

h

%'抗
*1Y

$

h

%'抗
*1"

$

a

%#反定型
1"L

$

h

%'

1%L

$

a

%'

YL

$

h

%*结论为
1%Y

含抗
*

1"

*一般作反定型可以发现亚型#可检测不规则抗体的配血

方法也可以提示亚型存在*

1

亚型与高效价抗
*1

或
Z

型血清

只能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微弱凝集#甚至不凝集#需用吸收放散

试验检测
1

抗原#或用吸收抑制试验证明唾液中
1

型物质存

在方可鉴别*产生亚型是遗传而非疾病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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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1Y

抗原
"

正定型
1

型$只能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微弱

凝集或混合视野%#反定型
1

型#与
1

型交叉无凝集反应*弱

抗原可用吸收放散试验证明抗原存在#也可以检测其唾液中血

型物质证明抗原存在*弱抗原产生原因!幼儿'白血病'大出

血'移植'输异型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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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

抗原
"

血标本与
VG/

$

R

P

+

%试剂试管法阴性#把检

测管置
=![

水浴
=$HD8

再离心
#HD8

后显微镜观察有弱凝

集#用卡式定型也有弱凝集*如果上述方法处理都为阴性#可

换种
VG/

$

R

P

+

和
R

P

2

%试剂用抗人球蛋白法再复查#如果有凝

集也可看作弱
/

*产生原因!某些白血病患者可致弱
/

#在些

纯粹是天生的*

@>J

"

血浆蛋白干扰
"

正定型抗
*Y

$

h

%'抗
*1

$

f

%'抗
*1Y

$

f

%#反定型
1L

$

h

%'

YL

$

a

%*抗
*1

管和抗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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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应考虑有解脲支原体感染可能*本研究显示#在泌尿生

殖道感染的患者中#支原体的感染率为
E$>%%@

#其中单纯
iN

感染占
=B>""@

#

iN

和
+G

混合感染占
$>!E@

#单纯
+G

感染

占
$>=!@

#说明泌尿生殖道的感染以
iN

感染为主#与其他报

道一致(

%*E

)

*

本组研究显示#单纯
iN

感染占
=B>""@

#单纯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染占
$>!E@

*袁晓华等(

#

)报道的江苏

南通地区单纯
iN

感染占
-E>-@

#单纯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染占
%!>B@

*宁振英和苏咏梅(

-

)报道的牡丹江地

区单纯
iN

感染占
=A>=@

#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

染占
=>$@

*本研究显示#亚高原地区支原体感染反而低于东

部地区#说明支原体感染在不同地区流行存在着差异#可能与

样本构成及方法学不一样有关#但都说明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

染以单纯
iN

感染为主#

iN

合并
+G

感染率高于单纯
+G

感

染*支原体感染病原菌药敏试验分别为交沙霉素$

B->==@

%'

强力霉素$

AA>$!@

%'四环素$

A->%E@

%'美满霉素$

A#>=%@

%'

阿奇霉素$

A%>""@

%'克拉霉素$

A%>""@

%#耐药性最低的是交

沙霉素$

$>B%@

%#其次是强力霉素$

A>%-@

%#提示临床治疗支

原体应首选交沙霉素#与李玉叶等(

!

)报道的一致#但与国内其

他报道有较大差异(

#*-

)

*提示不同地区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

感性有所不同#可能与地区感染菌株与抗菌药物使用有关*表

%

显示#耐药性最高的是环丙沙星$

!$>"A@

%#其次是氧氟沙星

$

#$>B%@

%#与刘文先等(

A

)的报道一致#说明支原体对喹诺酮类

及大环内酯类的药物产生了很强的耐药性*但此类药物具有

很强的亲脂性#且前列腺组织浓度分布高#故由支原体感染引

起的前列腺炎仍可考虑使用*

总之#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越来越多#并且呈不断上升

趋势#在不同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药物的敏感性也并非

一成不变的(

B*"$

)

*红霉素曾被认为是治疗支原体感染疗效肯

定的首选药物#但如今昆明地区的耐药率高达
=A>BB@

#因此

临床医师不能凭经验用药*本组研究表明#交沙霉素耐药性最

低#仅为
$>B%@

#与史训忠等(

""

)的报道是一致的*支原体引起

泌尿生殖道感染在临床上缺乏特征性表现#且耐药菌株不断出

现#应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

"

) 吕丽华
>

解脲支原体感染治疗研究进展(

\

)

>

中国妇幼保健#

%$$E

#

"B

$

"

%!

A!*AA>

(

%

) 侯平#莫拉提+阿合买提
>

非淋菌性尿道炎
"!=

例患者治疗后临

床症状存在的原因分析(

\

)

>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A

#

="

$

A

%!

"$E#*"$E->

(

=

) 李百灵#王耀斐#王晓云#等
>

非淋菌性尿道炎
!""A

例沙眼衣原体

与解脲脲原体和药敏试验的结果分析(

\

)

>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B

#

%=

$

%

%!

B!*BA>

(

E

) 时培荣
>

非淋菌性尿道炎$宫颈炎%

"#=#

例临床分析(

\

)

>

中华临

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A

#

%

$

=

%!

=%"*=%#>

(

#

) 袁晓华#张建平#苏良香
>%A$

例宫颈分泌物支原体阳性标本药敏

分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B

#

-

$

%

%!

A"*A%>

(

-

) 宁振英#苏咏梅
>E-$

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药敏结果分析

(

\

)

>

医学综述#

%$$B

#

"#

$

"=

%!

%$-=*%$-E>

(

!

) 李玉叶#王永兰#赵心兰#等
>

昆明地区泌尿生殖道
%=#-

株解脲支

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测定(

\

)

>

临床皮肤科杂志#

%$$#

#

%"

$

%

%!

"#$*"#%>

(

A

) 刘文先#董潇阳#惠艳#等
>

新疆汉'维族非淋菌性尿道炎支原体感

染及耐药分析(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B

#

"B

$

%E

%!

=EE$*

=EE">

(

B

) 苏咏梅#杨翠珍
>

支原体的检测及药敏结果分析(

\

)

>

中国保健医

学研究#

%$$!

#

"#

$

"%

%!

""B*"%$>

(

"$

)张利侠#李芒会#李小侠#等
>

陕西地区女性阴道炎病原菌的临床

分析(

\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A

$

E

%!

#A*-$>

(

""

)史训忠#李春仙#陈敏#等
>

解脲支原体耐药性变化分析(

\

)

>

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

%$$B

#

"B

$

=

%!

=%#*=%!>

$收稿日期!

%$""*"%*""

%

$上接第
B="

页%

管加盐水凝集减弱#镜下呈钱串样#红细胞用盐水洗涤
=

次后

再正定型为
Y

型与反定型一致*产生原因!肝病'结核'多发

性骨髓瘤'巨球蛋白血症#还有心肌梗死'外伤'感染'肿瘤等可

致纤维蛋白增高的疾病#另右旋糖苷'聚维酮'羟乙基淀粉等均

易使红细胞发生缗钱样凝集(

E

)

*

@>K

"

弱抗体
"

正定型为
Y

型#反定型为
1Y

型*与
Y

型供血

者配血无凝集#复查反定型分两组$一组检测管置
=![

水浴

=$HD8

#另一组置
E[

左右
=$HD8

%然后离心#其中两个
1L

管

镜检都有混合凝集现象与正定型相符*也有文献报道可以多

加血清延长反应时间来作反定型也有同样效果*产生原因!幼

儿'老年'

1YZ

亚型'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移植'大量输液'先天

性
1YZ

抗体缺失等*

@>L

"

全凝集
"

正定型
1Y

型#反定型
Z

型#与多份
1Y

型配血

不合*红细胞与
"$

份
1Y

型血清均凝集#红细胞不吸收放散

抗
*1

和抗
*Y

*估计患者为
Z

型#全凝集(

#

)

*凡正定型呈
1Y

样#反定型含
1YZ

抗体者可见于
1RT1

#全凝集"多凝集#冷凝

集素综合征*但
1RT1

红细胞加
1Y

血清不凝集*产生原因!

健康者红细胞都有
<

抗原但不暴露#当某些细菌感染时可使

<

抗原暴露#而每个人血清中都有
<

抗体#因此患者的红细胞

与每个人的血清都凝集#但不与本人血清凝集#因本人血清中

的
<

抗体已被红细胞完全吸收*

A

"

讨
""

论

输血是现代医疗救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而血型鉴定

的准确程度是临床输血的基础#是输血前备血的关键#是临床

治疗患者的保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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