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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近期在工作中发现
!

例由
R

I

/

抗
3V

引起的新生儿溶

血病%

P2U

'#现将其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新生患儿#男#

/!N!

#足月#出生后因,出现皮

肤黄染半天-于
"(!#

年
%

月
"4

日急诊收入本院新生儿科&外

院剖宫产分娩#无输血史&其母年龄
"!

岁#既往无妊娠史#但

在
-

年前#因手术治疗曾输过血#血型为
9

型#

[H2

%

i

'+入院

检查!总胆红素
$-$&+

.

@:<

"

1

#直接胆红素
!#&$

.

@:<

"

1

&红细

胞%

[X0

'

"&$'j!(

!"

"

1

#血红蛋白%

PB

'

!(

'

I

"

1

#血细胞比容

%

P0.

'为
(&##

+临床医生征求家属同意#拟行换血治疗#申请

]

型洗涤红细胞
#c

#

9X

型血浆
"((@1

行换血治疗+本科接

申请单后#立即定血型!玻片法#

X

型
[H2

%

i

'#然后联系血站#

洗涤
]

型
[H2

%

i

'洗涤红细胞
#c

+当收到血站送来的洗涤

红细胞后#值班人员进行交叉配血+盐水法!主侧无溶血#无凝

集#次侧凝集&凝聚胺配血!主侧凝集#次侧凝集+复查双方血

型无误后#通知临床从外院抽取患儿母亲的血液送至本科#进

行下述试验#最终筛选了
[H

血型%

0C2??

或
002??

'的
X

型悬

浮少白细胞红细胞及
9X

型新鲜冰冻血浆进行换血#未出现任

何输血不良反应#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A&B

!

试剂
!

抗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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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抗
39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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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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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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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D

%上海血液生

物医 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生 产 批 号!

"(!#(!#(

(

"(!"!""%

(

"(!!('!4

'&凝聚胺试剂盒%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

'&不规则抗体筛查卡(新生儿
9X]

"

[H2

血型鉴

定卡(抗球蛋白卡(

[P

血型抗原检测卡%单克隆抗体'(筛选细

胞(谱细胞%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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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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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9X]

(

[H

血型抗原(

R

I

/

检测%微柱凝胶法'#将被

检者红细胞用生理盐水稀释为
(&%,

"

(&',

的浓度#取
%(

.

1

加在相应微柱凝胶卡中#离心观察结果+

直抗试验!取患儿红细胞用生理盐水充分洗涤
-

次后#配

成
",

"

%,

的悬液#各取
!

滴悬液分别加入到含
"

滴抗
R

I

/

(

0#D

多抗(抗
0#D

单抗(抗
R

I

/

单抗(生理盐水%对照'中#混匀(

离心观察结果+

不规则抗体筛选!将浓度为
(&%,

"

(&',

的筛选细胞
+

(

*

(

#

号分别加入到不规则抗体筛查卡中#在相应孔中再分别

加入待测标本!等量的母亲的血浆(患儿的血浆(患儿红细胞放

散液#

#+f

孵育
!%@68

#离心观察结果+

抗体鉴定!将浓度为
(&%,

"

(&',

的谱细胞
!

"

!(

号分

别加入到抗人球蛋白卡中#在相应孔中再分别加入待测标本!

等量的母亲的血浆(患儿的血浆(患儿红细胞放散液#

#+f

孵

育
!%@68

#离心观察结果+

效价测定!取等量
"@1

与母亲血清混匀#

#+f

孵育
!H

#

用生理盐水对倍稀释#分别加入到等量的含有相应抗原的

P2U

母体效价检测卡中#

#+ f

孵育
!%@68

#离心观察结果+

其中抗
3V

测定细胞抗原!筛选
$

份
[H

%

V

'阳性的
]

型献血员

洗涤红细胞作为抗原#浓度为
(&%,

"

(&',

+抗
3X

测定细胞

抗原!筛选
$

份
[H

%

V

'阴性的
X

型献血员洗涤红细胞作为抗

原#浓度为
(&%,

"

(&',

+

排除试验!在抗人球蛋白卡中#分别加入
9

型(

X

型(

]

型

红细胞抗原#在对应孔中再分别加入待测标本#等量患儿的血

浆(放散液#

#+f

孵育
!%@68

#离心观察结果+其中#

9

型(

X

型(

]

型为
[H

%

V

'阴性的
$

人份献血员洗涤红细胞+

放散液的制备!将新生儿红细胞用生理盐水充分洗涤后#

加入等量生理盐水
%-f

#热放散
'@68

#离心取放散液备用+

B

!

结
!!

果

B&A

!

血型结果
!

新生儿血型为
X

型#

0C2V?

&母亲血型为
9

型#

0C2??

+

B&B

!

不规则抗体筛查结果
!

新生儿血浆!

+

号(

#

号阳性&新

生儿放散液!

+

号(

#

号阳性&母亲血浆!

+

号(

#

号阳性+见

表
!

+

B&C

!

直抗结果
!

新生儿
R

I

/

#

iiii

&抗
R

I

/

(

0#D

%强阳

性'(抗
0#D

%阴性'&母亲
R

I

/

#阴性&抗
R

I

/

(

0#D

%阴性'&抗
0#D

%阴性'+

B&G

!

谱细胞抗体鉴定结果
!

新生儿血浆
"

(

#

(

$

(

%

(

'

(

!(

号细

胞阳性&新生儿放散液!

"

(

#

(

$

(

%

(

'

(

!(

号细胞阳性&母亲血浆!

"

(

#

(

$

(

%

(

'

(

!(

号细胞阳性+按照谱细胞反应格局#判断该不

规则抗体为抗
3V

+见表
"

+

B&K

!

效价检测
!

母亲血浆中抗
3V

效价为
!l"%-

#抗
3X

效价

小于
!l"

+

B&M

!

排除试验
!

游离试验无抗
9

(抗
X

抗体#放散试验无抗

9

(抗
X

抗体+

B&X

!

配血结果
!

明确抗
3V

导致
P2U

而引起配血不合#排除

9X]

系统导致
P2U

后#筛选
[H

%

V

'阴性的
X

型红细胞

%

0C2??

或
002??

'#进行交叉配血+结果!盐水法#主次侧无溶

血#无凝集&采用凝聚胺法及抗人球蛋白法#主侧#无溶血无凝

集#次侧凝集%由于直抗强阳性'+输血后#未出现任何输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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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

表
!

!!

患儿血浆)红细胞放散液及母亲血浆抗体与筛选细胞反应格局

序号
筛选细胞

2 0 V C ? SF

;

SF

B

) U * 7 \

=

;

\

=

B

F 1?

;

1?

B

N

!

患儿

血浆 放散液

母亲

血浆

+

i ( i i ( i ( i i ( i i ( ( ( i ( i i i

*

i i ( ( i i i i i i i i ( ( i ( ( ( ( (

#

i i i i i i ( ( i ( i i i ( ( i i i i i

表
"

!!

患儿血浆)红细胞放散液及母体血浆抗体与谱细胞反应格局

序

号

[H3HE

2 0 V C ?

F6DD

SF

;

SF

B

)U*7

) U * 7 )ME

2MJJ

=

\

=

;

\

=

B

26?

I

:

26

;

26

B

F?<<

F G

1?L67

1?

;

1?

B

N

N!

2]

2]

;

2]

B

_A

_A

;

_A

B

患儿

血浆放散液

母亲

血浆

! i i ( ( i ( i i i i i

"

i (

" "

(

"

( i (

" " " "

( ( (

" i ( i i ( i ( ( i ( i ( i ( ( i ( i ( i i ( i i ( i i i

# i i i i i i ( ( i ( i ( i i i

"

(

"

i

"

i

" " " "

i i i

$ i i i i i ( i i ( ( i

"

i (

" "

(

"

i i i

" " " "

i i i

% i ( i i i ( i i i ( i ( i ( ( i ( i ( i i ( i i ( i i i

- i ( ( i i ( i ( i ( i ( i ( ( i ( i ( i ( ( i i ( ( ( (

+ ( ( ( i i i i i i ( i i i ( ( i ( i i ( i ( i i ( ( ( (

' i i i ( i ( i i i ( i

"

i (

" "

(

"

( i (

" " " "

i i i

4 ( ( ( i i i i ( i ( i ( i ( ( i ( i i ( ( ( i i ( ( ( (

!(i ( i i ( i i i ( ( i

"

i (

" "

(

"

( i (

" " " "

i i i

C

!

讨
!!

论

P2U

是指母胎血型不合所致的胎儿或新生儿免疫性溶血

性疾病#胎儿从父方遗传所获血型抗原为母方所缺乏#分娩过

程中该胎儿血型抗原进入母体#使母体产生抗该血型抗原的抗

体%

R

I

/

类'

)

!

*

+当母体再次妊娠时#抗该血型抗原的抗体%

R

I

/

类'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液循环#使胎儿在宫内或出生后发

生大量红细胞破坏#出现一系列溶血性征象的疾病+在本病例

中#母亲为
/!N!

#血型为
9

型%非
]

型'#

[H2

阳性#在产前检

查时#很容易就排除了由于母子血型不合导致的
P2U

+但是

产妇曾有输血史#需要引起重视#若在产前检查时#进行不规则

抗体筛选#就会发现不规则抗体#并鉴定#然后进行夫妻双方

[H%

个抗原检测#定期监测抗
3V

的效价+母婴血型不合的免

疫性溶血病可以进行早期检查#早期发现#并采用相应的干预

治疗#必要时行宫内输血(及时剖宫产(产后新生儿换血等多项

措施协同作用才能有效防治新生儿溶血病)

"

*

+所幸#通过实验

及时筛选出配合的血液给予换血#无输血不良反应#经临床进

一步治疗#患儿病情好转+

在排除试验中#分别筛选
[H

%

V

'阴性的
9

(

X

(

]

型细胞抗

原#做了新生儿血样的游离和放散试验#均未检出抗
9

抗体和

抗
X

抗体+同时#用
[H

%

V

'阴性的
X

细胞抗原#检测母亲血清

抗
X

效价#抗
X

效价小于
!l"

+所以最终选用
[H

%

V

'阴性的

X

型少白细胞的红细胞配血+次侧交叉配血中#由于患儿红细

胞已经被母体的抗
3V

致敏#直抗试验为
iiii

#所以在检测

R

I

/

类抗体的聚凝胺方法及抗人球蛋白方法中#次侧凝集是由

致敏在胎儿红细胞上的抗
3V

与胎儿本身的
V

抗原造成#并非

是与献血员不相合造成的+因此#直抗阳性的患儿红细胞次侧

配血常出现凝集#不作配血禁忌考虑#只要主侧配血相合即可

进行输血)

#

*

+

由于
[H

血型抗原表位是多肽#在胎儿出生时已发育成

熟#与相应的
R

I

/

抗体亲和力较强#严重的
P2U

病例多由
[H

血型抗体引起#在
P2U

的发病方面#

[H

血型抗体较
9X]

血

型抗体更为重要)

$

*

+

[H

血型系统主要抗原有
2

(

0

(

C

(

V

和
?

抗原#以
2

抗原的抗原性最强+近年来#我国实行
[H

%

2

'相容

性输血#绝大多数患者都能接受同型血液输注#因输血所致同

种免疫性抗
32

越来越少#然而抗
3V

已逐渐成为最多见的经输

血产生的
[H

血型抗体)

%

*

+因此#为了减少
[H

引起的同种免

疫#有必要在输血前(献血员献血时进行
[H%

个抗原的检测#

并同型输注&产前检测时#对有输血史(妊娠史(流产史的孕妇#

有必要进行孕妇不规则抗体筛选(夫妻双方
9X]

(

[H%

个抗原

的鉴定#并定期监测其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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