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新生儿脐带血
!YU

及
6F

#

"

$疑难血型鉴定分析

血型
&

抗原检测 抗体检测 遗传规律
)

年后随访正反定型结果 分析

! )+

镜下凝聚或
i

未检出 符合
!

抗原抗体发育不全

Y &-

镜下凝聚或
i

未检出 符合
Y

抗原抗体发育不全

U )

未检出 未检出 不符合"

Y

抗原抗体发育不全

!Y ) !iiiiYi

未检出 不符合*

!

华通胶冻

6F

$

"

%阴性
)

确认试验有阳*有阴 无 符合
"C

抗原减弱

!!

"

!母亲
U

型*父亲
!Y

型&

*

!母亲
!

型*父亲
U

型'

A

!

讨
!!

论

!!

新生儿血型鉴定因新生儿红细胞抗原发育不完全#血清缺

乏对应抗体#导致正反定型不符#结果判断困难#是发生新生儿

血型鉴定错误的主要原因(

-

)

#本试验
!Y4

抗原减弱检出率试

管法为
%8-9_

#微柱凝胶卡法为
%89&_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8%9

%&

6F

$

"

%抗原减弱检出率试管法为
%8%&_

#微柱凝

胶卡法为
%8%%_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9

%'从本实验室

开展微柱凝胶卡法血型检测至今#未检出
6F

$

"

%抗原减弱者#

说明试管法检测
6F

$

"

%抗原的灵敏度较微柱凝胶卡法高#与

相关研究报道相同(

$

)

#因此进行
6F

$

"

%阴性确认试验#试管法

可靠'新生儿血型抗体减弱$正反不符%检出率试管法为

$)8&)_

#微柱凝胶卡法为
&<8)+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凝胶卡检测抗体的灵敏度较试管法高#与国内研究报道

一致(

95+

)

'常规血型鉴定正反定型不符#或检测抗原没达到预

定结果#难以判定#必做相应试验确定#称疑难血型鉴定#新生

儿血型正反不符是生理原因#判定以正定型为主#试管法和微

柱凝胶卡法两种方法结合#正定型结果一致可准确判定#与国

内报道相符(

$

)

'当抗原减弱#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或检

测结果不符合遗传规律#

)

年后待新生儿红细胞抗原发育完

全#排除亚型存在#进行疑难血型鉴定(

X51

)

#本研究疑难血型发

生率为
%8X1_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新生儿
!YU

血型人群分布百分率从

高到低依次为
!

*

U

*

Y

*

!Y

#

6F

$

"

%阴性检出率为
%8--_

#

6F

$

"

%阴 性 各 抗 原 表 型 主 要 为
KKDGG

$

<X8+9_

%和
'KDGG

$

&98%%_

%#共占
1-8+9_

#且母亲与新生儿各表型百分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9

%#与本地区其他人群报道相

同(

)%

)

'母亲同型显性遗传给新生儿的百分率
!

型为
9X8

<X_

*

Y

型为
$+899_

*

U

型为
$<81&_

*

!Y

型为
&)8XX_

#

6F

$

"

%阳性为
118<1_

#

6F

$

"

%阴性为
989<_

#核对夫妇双方血

型#符合遗传规律#无争议结果'

综上所述#新生儿脐带血临床常用血型检测方法可控制抗

原抗体减弱所致误差#检测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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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自身抗体检测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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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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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

#患者自身抗体阳性分布情况$方法
!

对
)-&

例已经确诊为
,.7

的患者临床

资料%自身抗体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
,.7

患者抗核抗体"

!/!

#阳性率为
&X_

!抗核抗体谱"

!/!?

#阳性率为

)&_

!阳性率与性别有关!与初诊时血小板计数无关$对照组全部为阴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7

患者可伴随自身抗体

阳性!应动态观察!密切随访$

关键词"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

自身抗体&

!

回顾性分析

!"#

!

)%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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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8&%)98&%8%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

"

&%)9

#

&%5-%9%5%&

!!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IC@GBFJAIQAK

E

BA

N

G@>H,.7

%是 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出血性疾病#常表现为皮肤*黏膜及内脏出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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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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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BV2HQ#GD

!

UKBAQGJ&%)9

!

WA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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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和免疫因素有关#患者血

清或血小板表面常存在抗血小板抗体#使血小板寿命缩短及数

量减少'本文回顾分析
)-&

例
,.7

患者#对其自身抗体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诊于本院确诊

为
,.7

患者
)-&

例#临床诊断符合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诊断

及疗效标准-#自身抗体阳性的患者未达到结缔组织病的诊断

标准#其中男
&X

例$

&)8&_

%#女
)%$

例$

+X8X_

%#年龄
$

!

<X

岁#平均年龄
&X

岁#另选取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

?8@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采用
(

E

?IG[d.5&%%%>

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测定*西门子酶联免疫分析系统
Y07

'

'抗核抗

体$

!/!

%和抗双链脱氧核糖核酸抗体$抗
D?"/!

%检测采用

酶联免疫法#抗核抗体谱$

!/!?

%检测采用线性免疫印迹法#

试剂条含有
)+

个测定项目!抗双链脱氧核糖核酸抗体$抗
D?5

"/!

%*抗核小体抗体*抗组蛋白抗体$抗
F>?BA@G?

%*抗
(I")

抗体$抗
(I")

%*抗增殖性细胞核抗原抗体$抗
7/'!

%*抗核

糖体
7

蛋白抗体$抗
7%

%*抗
((!

"

6A9&TD

*抗
((!

"

6A<%TD

*抗

((Y

"

2H

*抗着丝点蛋白
Y

抗体$抗
'K@

N

Y

%*抗硬皮病
+%

抗体

$抗
('25+%

%*抗
*)5?@6/7

*抗线粒体
#&

型抗体$抗
!#!5

#&

%*抗
VA5)

抗体$抗
VA5)

%*抗多发性肌炎"硬皮病抗体$抗

7#5(KL

%*抗
#>5&

抗体$抗
#>5&

%*抗
cC

抗体$抗
cC

%'所有试

剂盒均来源于德国胡曼生化诊断责任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说明

书操作'抗
D?"/!

结果以酶联免疫法结果为准'

?8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描述采用
B\-

表示#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比较#采取
5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

$

%8%9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

检测结果
!

)-&

例
.,7

患者中#

!/!

阳性
-+

例#

阳性率
&X_

$

-+

"

)-&

%#

$%

例健康体检者
!/!

检测均匀阴性'

两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9

%'

@8@

!

!/!?

检测结果
!

-+

例
!/!

阳性患者中有
)+

例
!/5

!?

阳性#其中单独
((!

阳性
)&

例#单独
*)6/7

阳性
&

例#

((!

合并
((Y

阳性
&

例#

)

例
((!

*

((Y

*

*)6/7

同时阳性'

$%

例健康体检者
!/!?

检测均匀阴性'

@8A

!

!/!

阳性率与性别相关性
!

男性阳性率为
)+81_

$

9

"

&X

%#女性阳性率为
-%8+_

$

-&

"

)%$

%#男*女性的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9

%'

@8E

!

!/!

阳性与血小板计数相关性
!

!/!

阳性患者平均血

小板计数为$

&9\))

%

j)%

1

"

2

#

!/!

阴性患者平均血小板计数

为$

&-\)-

%

j)%

1

"

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9

%'

A

!

讨
!!

论

,.7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往认为该病主要由于自身

抗体引起#所针对的抗原是血小板表面蛋白#血液循环中结合

了
,

M

3

型自身抗体的血小板进入肝*脾后#与巨噬细胞表面的

hK

,

受体结合导致血小板的清除加速'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7

除体液免疫功能紊乱外#还

与细胞免疫及巨核细胞的异常有关'

!/!

是指抗细胞内所有抗原成分的自身抗体的总称(

)

)

'

!/!?

是以核内可提取抗原为靶抗原的一类抗体'

!/!

相关

疾病包括以
!/!

活动异常增高为特征的综合征#包括系统性

红斑狼疮$

(20

%*干燥综合征$

((

%等'

,.7

的患者可伴随

!/!

和抗
0/!

抗体阳性#但与
,.7

疗效和预后的关系#尚未

明确'本研究对
)-&

例
,.7

自身抗体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

析#结果
!/!

阳性率为
&X_

#抗
0/!

抗体阳性率为
)&_

#而

国内报道阳性率为
&&_

!

<X_

(

&5$

)

'阳性率与性别有关#女性

高于男性#可能与体内雌激素水平有关'据文献报道
)9

!

&9_

的
(20

患者并发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9

)

'有人认为
,.7

可

能为
(20

的一种早期表现##或者是
(20

的非活动形式#有将

近
&_

的
,.7

患者最终将发展演变为
(20

(

<

)

'

!@DGJ?A@

等(

+

)

和
7GJGR

等(

X

)认为#在
!/!

阳性的
,.7

患者中#

!/!

滴度越

高#进展为
(20

的危险性越大'

本文
)-&

例
,.7

患者在随访发现#有
)

例自身抗体阳性患

者进展为干燥综合征#

)

例进展为
(20

#而自身抗体阴性者均

未进展为结缔组织病'

.,7

是一种排除性的诊断#临床上对于血小板减少的患

者#有必要进行自身抗体检测#

,.7

的患者可伴随
!/!

和抗

0/!

抗体阳性#对于阳性患者#应进行密切随访#观察是否进

展为结缔组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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