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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河南地区无偿献血者中性粒细胞特异性"

(Q+

%抗体的分布和特异性!分析
(Q+

抗体引起的免疫性输

血不良反应&方法
!

随机收集女性标本
"$,

例!男性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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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NHG>>;XA2B9

试剂盒对标本
(Q+

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
!

#%,

例无偿献血者中!女性
(Q+

抗体检出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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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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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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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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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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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时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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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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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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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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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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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论
!

(Q+

抗体分布无性别差异!研究
(Q+

抗体的

分布和特异性!可为指导临床用血安全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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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不可缺少的治疗手段#但可引起多种不良反应

和并发症#因此输血安全是临床输血工作者的研究重点'

"<#

(

)

目前输血安全最重要的问题是非感染性输血并发症#其中输血

相关急性肺损伤$

=S+3V

&已成为输血相关致死的首要原

因'

%

(

)

=S+3V

的发病机制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普遍认为的理

论是.

#

次打击/学说'

!<,

(

!第
"

次打击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各种

因素#激活中性粒细胞的
Q+TP(

氧化酶#从而引起中性粒细

胞活化*聚集并黏附于肺泡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上'

6

(

%第
#

次打

击就是血液输注#由于患者输入含人类白细胞抗原抗体

$

(3+<

#

"

$

&或人类中性粒细胞特异性$

(Q+

&抗体的血液#

与患者体内相应的抗原发生抗原抗体反应#从而引起中性粒细

胞活化#血管内皮损伤#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肺水肿等

急性肺损伤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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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S+3V

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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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Q+

抗

体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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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报道#不同抗体造成的
=S+3V

严重程

度不一致#

(Q+%+

抗体通常引起严重的
=S+3V

'

"'

(

)我国目

前对无偿献血者未做出相关规定#也缺乏
(3+

抗体检测的方

法和相关的研究数据)现建立无偿献血者血液
(Q+

抗体检

测平台#了解河南地区
(Q+

抗体的分布和特异性#探讨
(Q+

抗体导致的免疫性输血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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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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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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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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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

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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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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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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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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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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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抽取所有研究对象的外周血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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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凝#离心分离血浆与血细胞#于
\#']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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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配套仪器
3A09;>c#''

购自美国
=C>G01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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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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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X4=S

&检测试剂盒进行

(Q+

抗体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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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抗体检测
!

酶标板每孔中依次加入
#

(

3

微珠#

"!

(

3"kP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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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样本#混匀#室温避光孵育
%'09;

)每孔

加入
"-'

(

3"k3@K:HG>>;

洗液#封口膜封严#混匀器混匀#

%$''G

"

09;

离心
$09;

#离心后检查微球是否沉入孔底#快速

将洗液甩入废物箱中#重复
#

次)每孔加入
$'

(

3#

抗混匀#

室温避光孵育
%'09;

)孵育后#杂交板直接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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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09;

#然后将
#

抗甩至废物箱中#清洗
%

次)完成后#每孔加

入
$'

(

3PON

#使用混匀器混匀标本#将标本转移至读板中#上

机读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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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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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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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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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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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无偿献血者
(Q+

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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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出阳性率为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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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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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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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
(3+

抗体阳性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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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无偿献血者回访结果比较
!

对
(Q+

抗体阳性献

血者进行电话回访#询问女性孕育史和输血史#

.

例
(Q+

抗

体阳性女性中#仅
"

例孕产史为
'

#均无输血史)询问男性输

血史#

!

例
(Q+

抗体阳性男性均无输血史)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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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无偿献血者
(Q+

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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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Q+

抗体阳性
(Q+

抗体阴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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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抗体阳性标本
(Q+

抗体的特异性结果比较
!

(Q+"+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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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Q+!+

有
!

例#同时检出
(Q+"+

和

(Q+!+

*

(Q+"+

和
(Q+"*

各
"

例)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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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无偿献血者
(Q+

抗体特异性

!!!

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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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抗体类型 女性 男性 合计

(Q+"+ 6

$

$%&-$

&

' 6

$

$%&-$

&

(Q+!+ "

$

6&,.

&

%

$

#%&'-

&

!

$

%'&66

&

(Q+"+

"

(Q+!+ ' "

$

6&,.

&

"

$

6&,.

&

(Q+"+

"

(Q+"* "

$

6&,.

&

' "

$

6&,.

&

合计
.

$

,.&#%

&

!

$

%'&66

&

"%

$

"''&''

&

D

!

讨
!!

论

!!

=S+3V

是输血相关病死的首要原因#

,$7

&

-.7

的

=S+3V

患者的成分血中均发现抗白细胞抗体'

""

(

)这些抗体

的同源抗原是表达于受血者白细胞的
(3+<

#

*

$

类和
(Q+

抗原'

"#

(

)其中
(Q+

抗原及其抗体在输血*骨髓移植和新生

儿中性粒细胞减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特别是中性粒

细胞抗体在非溶血性输血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抗
<

(Q+

不仅可引起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还可造成
=S+<

3V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女性检出
(Q+

抗体
.

例#阳性

率为
$&667

%

-'

例男性检出
(Q+

抗体
!

例#阳性率为

$&''7

#男女性
(Q+

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对
(Q+

抗体阳性者进行电话回访显示#询问女

性孕育史和输血史#

.

例
(Q+

抗体阳性者仅
"

例无孕产史#均

无输血史%询问男性输血史#

!

例
(Q+

抗体阳性者均无输血

史)提示孕产史与
(Q+

抗体的产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否

有输血史则关系不大#因为每次妊娠过程就是
"

次免疫刺激#

孕妇会产生
(Q+

抗体)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
(Q+

抗体阳性的女性#有
6

例为

(Q+"+

抗体阳性#

"

例为
(Q+!+

抗体阳性#

"

例为
(Q+

"+

和
(Q+"*

抗体阳性%

!

例
(Q+

抗体阳性的男性#有
%

例

为
(Q+!+

抗体阳性#

"

例为
(Q+"+

和
(Q+!+

抗体阳

性)有研究报道#涉及
=S+3V

的
(Q+

抗体有
(Q+"+

*

(Q+"O

*

(Q+#+

*

(Q+%+

等抗体#其中以
(Q+%+

抗体

最为常见'

"!

(

)本研究女性检出的
(Q+

抗体中
(Q+"+

比例

较大#可能存在一定的
=S+3V

风险#而男性检出的
(Q+

抗体

多为
(Q+!+

#无相应的危险报道#虽然
(Q+

抗体的检出率

与性别无关#但由于女性抗体更有可能导致
=S+3V

发生#因

此
=S+3V

的发生率与性别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欧美等发达

国家近年来实施输注非女性血浆策略后
=S+3V

的发生率降

低#也间接支持本研究)

目前我国临床
(Q+

相关的
=S+3V

鲜有报道#关于人群

中
(Q+

抗体的筛查更是甚少#这是因为与
(Q+

的认识不足

及检测手段欠缺有关#随着对
(Q+

分子结构及生物特性的深

入了解及检测方法的提高#

(Q+

将会受到重视)本研究通过

对河南地区无偿献血人群的
(Q+

抗体分布进行筛查#了解该

地区
(Q+

抗体的分布和特异性#分析
(Q+

抗体引起的免疫

性输血不良反应#为指导临床用血安全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有力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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