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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用不同的方法检测血常规标本中冷凝集素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6

例冷凝集素标本在室温常规测定!

$6[

温箱孵育
$*@35

后测定!比较血细胞结果和仪器报警信息#在不同温度下进行肉眼观察及涂片显微镜检查#冷凝集素试验!

血清学%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
!

不同温度条件下测量的血细胞结果和仪器报警信息均有差别#在室温%

7[

%

$6[

的温度变化

过程中冷凝集素标本呈现可逆性凝集特性#标本中冷凝集素效价平均滴度为
6*(0

!且为抗
!

型抗体&结论
!

联合
SXO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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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仪器报警信息%冷凝集素试验%血清学%抗体特异性鉴定等方法共同检测血常规标本中冷凝集素有重要意义!对受冷凝集素影响

的血常规标本必须置
$6[

温箱孵育
$*@35

消除冷凝集素影响后进行重新测定才能发出检验报告&

关键词"冷凝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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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体内有低效价的冷凝集素#一般不会引起临床症

状#但在如支原体肺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肝硬化*淋巴

瘤等病理情况下#可能有高效价冷凝集素存在)高效价冷凝集

素经常造成检验项目的失真#最常见的影响就是血细胞分析结

果异常*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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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作者利

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检测冷凝集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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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从
'*&$

年
7

月至
'*&7

年
&&

月本院住院患

者静脉血血常规检验结果中挑选出
SXO

&

$%

=J

且血细胞分

析仪报警信息为红细胞凝集的标本#排除脂血*黄疸*溶血后#

共筛选出有冷凝集素的标本
'6

例)其中男
&1

例#女
&&

例)

年龄
'7

$

0*

岁#平均$

%)\&6

&岁#包括肺炎
&$

例#上呼吸道感

染
%

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肺癌各
'

例#乙肝*胆囊炎*胰

腺炎*淋巴瘤*骨折各
&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

H

4@:V

公司生产的
W,#7***3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原装试剂与质控品)仪器在使用前已校

准#每日室内质控结果均在设定的质控范围内)健康成人
f

型
'_

洗涤红细胞$

-̀X

&和
f

型脐血
'_

洗涤
-̀X

为新鲜自

制)

A(C

!

方法
!

所有冷凝集素标本均按下述方法处理!$

&

&按照实

验室操作规程正常进行血细胞分析)$

'

&观察每例标本在血细

胞分析仪上的报警信息*

-̀X

直方图)$

$

&室温下制作血薄涂

片瑞氏染色镜检)同时取试管一支加入混匀的标本
*('@"

和生理盐水
*(1@"

混匀制作成
7

倍稀释标本%将稀释标本依

次在室温*

7

*

$6[

条件下平衡
%@35

后分别用肉眼和涂片显

微镜观测)$

7

&将标本置
$6[

温箱孵育
*(%E

后保温上机测

定#然后离心分离血浆#待用)$

%

&抗体特异性鉴定用健康成人

f

型
'_

洗涤
-̀X

和
f

型脐血
'_

洗涤
-̀X

分别与血浆等量

混合#

7[

平衡
%@35

后分别观测)如有凝集放置
$6[

温箱孵

育箱中平衡
%@35

后再观测有无凝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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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素试验

用血浆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要求操作#同时做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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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分析#计量数据用
D\@

表示#血细胞分析仪两次测定结果比较

采用配对资料
>

检验#冷凝集素滴度比较采用几何均数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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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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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冷凝集素标本血细胞分析仪两次测定结果及变化

率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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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不同温度条件下对冷凝集素标本观察结果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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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两次测定结果及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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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比较)变化率计算公式!$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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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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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条件冷凝集素标本观察结果

方式 室温
7[ $6[

肉眼 细沙样#流动慢 胶冻样大凝块 无凝块

显微镜 小凝块#散在
-̀X

多 大凝块#散在
-̀X

少 无凝块#

-̀X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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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素标本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血细胞均呈现聚可逆聚

集的变化过程)在室温条件下涂片显微镜检查结果!红细胞有

大小不均的聚集块#见图
&

$高倍镜未染色&和图
'

$油镜染色&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室温下冷凝集素标本对
W,7***3

仪器的影响!报警信息

为.红细胞凝集1 浑浊"
O-

干扰/%红细胞直方图右侧可见低

矮的大细胞峰#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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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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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W,7***3

仪器无报警信息#直方

图正常#大细胞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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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
!

所有冷凝集素标本的血浆与健康

成人
f

型
-̀X

混匀后在
7[

聚集#

$6[

解聚%血浆与
f

型脐

血
-̀X

混匀后在
7

*

$6[

下均无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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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冷凝集素效价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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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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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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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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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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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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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
&

例$

$(6_

&#平均效价为
&(*l6*(0

%正常对照
'6

例

平均效价
&(*l$(%

%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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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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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素抗体为自身抗体#针对红细胞表面抗原#在低温

条件下使
-̀X

可逆性聚集)目前血细胞分析仪技术以电阻抗

法为主#光散射法为辅%电阻抗法只根据被检粒子的电阻大小

来计数#与粒子的结构无关#不能分辨是单个
-̀X

还是
-̀X

聚集体)在室温条件下含高效价冷凝集素的血常规标本
-̀X

聚集#血细胞分析仪常规检测时把聚集的
-̀X

当成一个细胞

来计数#

-̀X

数量因此减少%另一方面由于
-̀X

聚集体的体

积明显大于单个
-̀X

的体积#在绘制
-̀X

直方图时#直方图

右侧出现低矮的大细胞峰)

$6[

温箱孵育
$*@35

后冷凝集

素从血细胞表面脱离#血细胞充分解聚#保温上机测定#结果真

实#仪器无报警信息)室温和
$6[

温箱孵育
$*@35

后两次测

定结果比较#表明冷凝集素对
Y-X

*

-̀X

*

OX,

*

SXT

*

SXO

*

SXOX

等参数有明显影响#其中
SXO

变化达
70_

为最大%对

OG

*

L",

无影响#这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

$

(

)冷凝集素使

SXO

变化最大的原因是冷凝集素使
-̀X

凝集#以
-̀X

数减

低为主要特征%而
L",

不受影响#计算参数
SXO

$

SXO]

OG

"

-̀X

&被放大了)在
W,7***3

仪器上
Y-X

减少的原因可

能是冷凝集素对
Y-X

有较弱的聚集力)

SXO

正常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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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血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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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有

-̀X

聚集的报警信息可作为冷凝集素的初筛条件#符合条件

就应考虑冷凝集素的影响)

健康人体内的冷凝集素效价一般不超过
&l&1

%冷凝集素

效价小于
&l17

#多见于如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流行性感

冒*风疹*腺病毒感染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约有半数的支原体肺

炎患者冷凝集素效价升高#效价高于
&l17

时对诊断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冷凝集素效价大于
&***

多见于原发性冷凝集素

病'

7#%

(

)

'6

例正常对照的冷凝集素效价均值为
&(*l$(%

#最高

为
&(*l&1

%根据初筛条件考虑冷凝集的
'6

例标本#平均效价

为
&l6*(0

#与正常对照差异有显著性#说明冷凝集素标本与病

情有关#初筛条件有实际应用价值)

冷凝集素血清学特征在低于
$&[

条件下可与自身或
f

型红细胞抗原发生可逆性凝集#

*

$

7 [

时凝集能力最强#

$6[

时解聚'

'

(

)利用血清学特征观察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对自

身或
f

型红细胞产生凝集块大小不同#从
7[

到
$6[

变化的

过程中标本由凝集到解聚#随温度的下降
-̀X

又重新凝集#就

可对冷凝集素进行定性检测)此外冷凝集素抗体多为
!

J

S

型#针对红细胞表面
!

抗原#使红细胞聚集%与成人
f

型
-̀X

在
7[

发生凝集反应#而与
f

型脐血
-̀X

不发生凝集#说明该

抗体具有抗
!

特异性'

1

(

)本组
'6

例冷凝集素标本均通过血清

学及抗体特异性检测)

除冷凝集素外#冷球蛋白*冷纤维蛋白原等也可产生冷凝

集现象#对血常规检查产生影响'

6

(

)通过冷凝集素初筛条件#

以及冷凝集素试验#血清学*抗体特异性检测#就可确认冷凝集

素#与冷球蛋白*冷纤维蛋白原等相区别)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结果或细胞分布图形异常时#应立即查明原因#如确认是冷凝

集素#应将标本放置
$6[

温箱孵育
$*@35

充分排除冷凝集素

影响后再次检测#得到准确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才能发出检

验报告#同时应加强与临床科室的沟通#可将冷凝集素试验结

果等有用信息提供临床科室#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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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血培养肺炎链球菌耐药性分析

武爱敏

"天津市儿童医院检验科!天津
$***67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某医院儿童血培养标本的肺炎链球菌抗菌药物药敏特点!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

年
7

月至
'*&7

年
%

月血培养分离的
6'

株肺炎链球菌的
&'

种抗菌药物药敏资料&结果
!

6'

株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不敏感

株为
%'

株"占
6'('_

$#对克林霉素%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0*($_

%

60('_

#对利福平%阿莫西林和头孢噻肟的敏感率较高!

分别为
07(7_

%

)7(6_

和
66()_

!未检出耐万古霉素菌株&结论
!

血培养肺炎链球菌耐药率较高!应该加强对其耐药性监测!以

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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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肺炎链球菌$

/L

&抗菌药物耐药性是医学界比

较关心的话题#其抗菌药物耐药给临床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临床上关于
/L

与常用

抗菌药物的药敏分析资料已有很多#然而以血培养的
/L

为研

究对象的分析资料少见#因此#笔者回顾性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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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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