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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鉴定血型是保证临床输血安全'防止重大医疗事故发

生的重要保证(常规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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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血清学正反定型技术#

具有简单实用的特点#但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基因分型技

术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血清学实验的某些弱点#可以作为血清

学实验的有益补充(本研究采用血清学实验和序列特异性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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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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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旨在为江西地区临床

输血工作建立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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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基因分型方法提供实验依据#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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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正反定型不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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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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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的电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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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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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是否产生特异性目的片段以及片段的

长度大小来确定基因分型#判读标准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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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个体血型鉴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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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江西健康汉族个体的基

因分型结果与血清学分型$正反定型凝胶微柱法和盐水凝集试

管法%结果一致#江西地区人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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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吻合度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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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Hg+

#

!g,=,5

g-=Y$+

#说明该群体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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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平衡的随机婚配群体#依此得到的基因

频率是可信的)

-

*

(采用
<1)#00<

法进行基因分型#共检出
$

个等位基因
>

种基因型!

*

"

W

型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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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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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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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型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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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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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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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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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W

型
+6

例 $

+6=,V

%#

7

"

7

型
6

例 $

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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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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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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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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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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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W

型
-8

例$

-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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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

疑难血型鉴定结果
#

.,

例正反定型不符标本中#

+>

例基

因分型结果与血清学分型一致#定型准确#造成正反定型不符

的原因包括!冷凝集
+.

例#多发生在冬春季节#经
-6a

温育后

凝集消失&串钱状凝集
.

例#在试管中加生理盐水稀释或用生

理盐水洗涤红细胞后重新试验后凝集消失&试剂因素
.

例#表

现为正定型
*

型反定型
*7

型#采用金标准000盐水凝集试管

法重新鉴定)

$

*

#均为
*

型#输
*

型血后未发生输血反应&

.

例

获得性类
7

抗原为卵巢肿瘤患者和直肠癌患者各
+

例#前者正

定型
*7

型#反定型
*

型#吸收放散实验结果表明类
7

抗原吸

附在
*

型红细胞表面#其血型结果判断为
*

型#基因分型结果

为
*

"

W

型#后者正定型
7

型#反定型
W

型#吸收放散实验结果

表明类
7

抗原吸附在
W

型红细胞表面#血型判断为
W

型#基因

分型结果为
W

"

W

型#

.

例患者输血后均未见输血反应&

+

例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正定型
W

型#反定型
7

型#吸收放散

实验结果表明红细胞表面
7

抗原减弱#血型判定为
7

型#基因

分型为
7

"

W

#患者输血后未见输血反应(未准确定型的
+

例为

白血病患者#于
-

个月前进行了
*7W

血型不合的异基因骨髓

移植#供体
*

型#受体
W

型#

.,++

年
+,

月
>

%

+-

日因发热头痛

入院#血红蛋白$

9:

%

.5(

S

"

"

#正定型
W

型#反定型
*

型#输注

W

型红细胞
8e

#未见输血反应#第
+

次
3&*

提取失败#因标

本量太少#无法进行重复实验#未能准确定型(

H

#

讨
##

论

*7W

血型基因分型技术在国内外进展迅速#甚至有国外

学者撰文探讨对于具有百年历史的凝集试验是否该说-再

见.

)

5

*

(本研究采用血清学和基因分型两种方法对
+,,

例江西

健康汉族个体进行血型鉴定#结果显示!血清学分型与基因分

型结果一致#江西地区人群以
W

型为多#基因频率分布符合

9NDJ

M

#cC@A:CD

S

平衡#依此得到的基因频率可信#这也符合

*7W

血型在中国的分布特点)

8

*

!从北向南方向#

7

基因频率逐

渐下降#而
W

基因频率升高#云'贵'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

基

因频率升高(

冷凝集是造成正反定型不符最常见的原因#是血型鉴定工

作中应首先考虑排除的因素)

6#Y

*

(采用基因分型的方法可以直

接确定类
7

抗原及弱
7

抗原的血型基因型(有国外学者通过

<1)

技术扩增
*7W

血型基因#对
3&*

片段进行变性梯度凝

胶电泳#可以证实具有获得性类
7

抗原的患者不存在编码
7

抗原的基因(

bNDDNFF

M

等)

>

*报道了
+

例获得性类
7

抗原的
*

型患者#因输血前未检测出红细胞上的类
7

抗原#误输入
*7

型血液后发生严重溶血性输血反应#导致死亡(因此#准确鉴

定血型能够有效防止临床输血反应的发生(

异基因骨髓移植患者的输血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毛

晓露和胡丽华)

+,

*报道了
.

例异基因骨髓移植#均为供者
*

型#

受者
W

型#第
+

例于移植后
6J

#第
.

例于移植后
+,J

#分别采

用
3&*

基因分型方法鉴定血型#结果均为
*

"

W

型(由此可

见#

*7W

基因分型技术可以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存活的证明#

在接受不同
*7W

血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体内出现供者

*7W

基因的时间大大短于出现
*7W

血型的时间(通常供者

血型出现在移植后
..

%

$.J

#约
Y,J

后受者血型可以完全转

变为供者血型)

++

*

(本院于
.,++

年
+,

月
>

%

+$

日收治的
+

例

异基因骨髓移植患者#也是供者
*

型#受者
W

型#第
+

次
3&*

提取失败#因标本量太少#无法进行重复实验而未能准确定型#

但本例的意义在于患者骨髓移植后的血型转换时间已经远超

过了一般认为的
Y,J

上限#提示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应根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血型转换期间的输血一定要遵循符合

当时抗原'抗体格局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
<1)#00<

法的基因分型#在分子水平上从基因#也就是遗传本质的角度

对血型进行鉴定#相对于传统的仅能鉴定表型的血清学方法来

说#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但是应用
<1)#00<

法进行基因分型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

题!一是要高度重视
3&*

抽提的质量控制#操作过程要小心

谨慎'严格遵循试剂盒说明书的要求#抽提完成后应立即进行

琼脂糖凝胶电泳并测定其浓度#以保证后续$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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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

'

/5

中有较高表达率#

13+$

和
138$

联合检

测可在髓系白血病中鉴别
/$

及
/5

(

138$

敏感性最好#但它

同时表达于其他类型
*/"

中#特异性较差#

13$

和
13+$

仅

在
/$

和
/5

两型中有高表达#特异性较好#与国外报道相

符)

>

*

(

白血病细胞中白细胞抗原的异常表达表现在许多方面#部

分可作为鉴别诊断和预后不良的指标)

+,

*

(

136

和
1358

常在

/.

中大量表达#对
/.

的诊断可提供一定的依据#

*/"

免疫

标记中伴淋系抗原
136

'

1358

阳性被认为是预后不良的表

现)

++

*

(

13.

和
13>

仅在
/-

中高表达#与国外报道相似)

+.

*

(

'1/

免疫分型可以根据特异性白细胞抗原将
*""

分为

*""#7

和
*""#%

#而根据
'*7

标准则很难区分二者(本研究

++,

例
*""#7

和
.6

例
*""#%

均至少表达
.

项以上特异性白

细胞抗原(

13+>

和
136

分别在
*""#7

'

*""#%

中表达量最

高#因此可作为除特异性膜内抗原外最具诊断价值的抗原#

I136>N

作为
7

淋巴系特异性最高的膜内抗原在
*""#7

中的

表达占到了
Y+=YV

#在
*""#%

中无表达#因此
I136>N

可作为

'1/

免疫分型区分
*""#7

和
*""#%

的主要指标)

+-

*

(

13.-

在
*""

中不表达#经
'*7

分型和临床确诊为
1""

的患者中#

135

和
13.-

双阳性表达率为
8,=>V

$

.Y

"

$8

%#所以
135

和

13.-

可作为
1""

的辅助鉴别诊断指标(

本研究中有混合型白血病
8

例#占
+=YV

$

8

"

-->

%#其中
.

例形态学诊断为
*/"

#

$

例形态学诊断为
*/"

#但经免疫学

表型检测确诊为急性混合型白血病#证明过去疗效差的
*""

及
*/"

病例中部分可能是急性混合型#采用
'1/

进行免疫

学分型有其实用价值)

+$

*

(综上所述#利用
'1/

进行白血病免

疫分型能够弥补形态学诊断的不足#使白血病的分型更为精

确#有利于判断预后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对于免疫分型诊断与

形态学分型诊断不一致的#要以免疫分型诊断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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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的顺利进行&二是检验操作人员需要培训上岗#掌握相关

的基因分型理论和技能#这有利于准确判断基因分型结果(

综上所述#基因分型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周期短'灵敏

度高'结果可靠'重复性良好'分型结果可长期保存等优点#在

鉴定血型尤其是疑难血型时#可以弥补血清学分型的不足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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