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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反定型!对有疑问的血标本再用试管法进行复检!并做吸收放散试验'抗人球蛋白试验'不规则抗体筛选及特异性鉴定进

行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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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标本中!生理因素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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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标本因素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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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难血型鉴定!在血标本采集'保存及送检过程中应进行规范化操作!保证血标本采集的正确性和质量要求!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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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

结果的准确性和临床输血治疗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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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结果的准确性是确保临床输血安全和有效

的关键措施#符合试验要求的血标本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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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结

果正确性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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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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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必须进行正

定型和反定型相结合#而且正)反定型相符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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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型(在血型鉴定中血标本因素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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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定型不相符

等疑难血型#给判定结果和输血及时性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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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回顾性分析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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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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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反定型不相符

等疑难鉴定的原因及其相应的控制措施#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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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反定型细胞)抗体

筛选细胞)抗体鉴定谱细胞)抗人蛋白试剂由上海市血液生物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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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免疫血液学离心机为

久保田公司产品#恒温水浴箱为金坛恒丰仪器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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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含有高效价病理性冷凝集素#干扰血型鉴定结果(将红细

胞用
%$]

生理盐水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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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
%$]

条件下进行试验和观察

结果#可排除冷凝集素对血型鉴定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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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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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常伴有自身或同种抗体#与所有供

血者或自身红细胞均发生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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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盐水

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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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正定型#用吸收自身抗体后的血清进行反定型(

临床治疗因素中#大量输液处采集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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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不含相应抗原的血液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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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

#或用血清

标本进行反定型(未抗凝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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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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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血型鉴定的原因较多#血标本

采集的正确性和质量状况是关键因素#首先应确保血标本来自

受血者本人#坚持血型初检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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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鉴定的对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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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并采用针对性试验进行验证#以确保血

型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和临床输血治疗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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