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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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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型分析仪与微板法在
-_Z

血型筛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1

年
"R'

月无偿献血者
2S;-

抗凝全血标本
"$###

例!采用
_=DNIE:(<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和
3;-V

加样微板

手工比色法分别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

两种方法检测
-_Z

血型的准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
-_Z

血型筛查中!

_=DNIE:(<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
-_Z

亚型和抗体减弱的检出率均高于微板法&

%

例
-_Z

血型正反定型在
_=DNIE:

(<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检测中一致而在微板法中不一致!

5

例
-_Z

血型正反定型在
_=DNIE:(<G@B=AXN0%##

全自动

血型分析仪检测中不一致而在微板法中一致&结论
!

_=DNIE:(<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能够安全有效对献血者进行

-_Z

血型筛查!检测结果可疑的标本仍需结合试管法进行人工判读&

关键词"全自动血型分析仪$

!

3;-V

加样微板手工比色法$

!

-_Z

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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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上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中

要求输血前必须检测
-_Z

*

VCS

血型'

"

(

)血型由血型基因调

控#以血型抗原的方式表现出遗传多态性'

$

(

)对献血者进行血

型鉴定时#抗原或抗体减弱*

-_Z

亚型*存在不规则抗体等因

素会造成
-_Z

血型定型中正反定型不一致的现象#导致常规

试剂无法正确确定血型'

%

(

)目前大部分血站采用
[

型微板法

对献血者血型进行检测#但操作繁琐*人为因素干预多*耗材成

本高)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血站实验室大批量标本血型检测

工作要求快速化*标准化*规范化和自动化#半自动微板法逐渐

被全自动血型分析仪法$全自动法&取代)本研究采用
_=DN.

IE:(<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全自动法&对
"$###

例献血者标本进行
-_Z

血型检测#同时采用
3;-V

加样微板

手工比色法$微板法&进行平行试验#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结

果)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R'

月本血站
"$###

例无偿

献血者的乙二胺四乙酸抗凝全血标本进行研究)

A&B

!

仪器与试剂
!

抗
-

*抗
_

单克隆血型定型试剂$批号

$#"'#0"#

*

$#"'#0""

*

$#"'#0"%

&购自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人
-_Z

反定型用红细胞试剂$批号
$#"1'%"6

*

$#"1'%$#

*

$#"1'%$"

*

$#"1'%$$

*

$#"1'%$%

&购自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

#&6g

生理盐水购自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XN0%##

全自动

血型分析仪*梯度
*

型底微板
"#̀ "$

$特制微孔板&购自美国

_=DNIE:(<G@B=A

公司#

)8DA<@EJ3;-V

全自动加样仪购自瑞

士
+EI8@B<:

公司#医用低速离心机购自河北白洋淀离心机厂#

;+2V)Z9BEA

振荡孵育仪购自德国
_)!,EJB=DC

公司#

d=.

:

L

BC%5#AB

酶标仪购自奥地利
-:BC<9

公司)

A&C

!

方法

A&C&A

!

检测方法
!

取标本#

%###A

"

I8:

离心
"'I8:

#分别采

用全自动法与微板法进行检测)$

"

&全自动法%依据微孔板红

细胞凝集原理#按照仪器说明书操作要求装载好试剂*标本和

梯度
*

型底微板)全自动血型分析仪自动完成读码*加样*孵

+

51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

基金项目"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首发
$#"5.5.0#U1

&)

!!

作者简介"隋丽丽#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血型血清学及免疫学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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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S

图像分析*电脑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判定及传输打

印'

5

(

)加样过程为!用加样仪吸取盐水*抗
S

*抗
-

*抗
_

*

-D

*

_D

*

ZD

#每孔中加注浓度为
"&1g

的红细胞*盐水*抗
S

*抗
-

*

抗
_

$各
$'

)

,

&进行正定型#每孔中加注
$&#

倍稀释的血清$

$#

)

,

&*人
-_Z

反定型用红细胞试剂$

%#

)

,

&进行反定型)加样

完成后置$

%0Y"

&

a

孵育
"C

#仪器根据每孔
3X(

$

"#

&*

X

"

(

$

"'

!

%#

&*

,/-

$

"##

!

%##

&

%

个参数对结果进行判读)结果判

读标准!

3X(

为主参数#

3X(

%

"#

为阴性*不凝集%

3X(

$

"#

为

阳性*凝集%

3X(4"#

为临界*可疑)$

$

&微板法%依据微孔板红

细胞凝集的原理#使用
[

型微孔板#通过全自动加样仪加样#

加样过程为!每孔中加注浓度为
5g

的红细胞和血清$各
'#

)

,

&进行正定型%每孔中加注血清和人
-_Z

反定型用红细胞

试剂$各
'#

)

,

&进行反定型)将加样后
[

型微孔板置于医用

低速离心机#

"0##A

"

I8:

离心
%I8:

#再将其放入振荡孵育仪

震荡
5I8:

$每分钟
"$#

次&#静置
%I8:

后使用酶标仪比色$波

长
1$#:I

&)结果判读!临界值小于
#&1

为阴性*不凝集%临界

值大于
#&U

为阳性*凝集%临界值在
#&1

!

#&U

为灰区)

A&C&B

!

-_Z

血型确证试验
!

全自动法与微板法检出的正反

定型不一致的标本#由血型室采用试管法*吸收放散法和微柱

凝胶法'

'

(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校正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_Z

血型检测准确率比较
!

见表
"

)

表
"

!!

-_Z

血型准确率比较&

*

#

g

$'

方法
*

血型错型率 亚型漏检率

全自动法
"$### #

$

#

&

"

$

#&##U

&

微板法
"$### #

$

#

&

%

$

#&#$'

&

!

$

R R "&###

! R R

%

#&#'

!!

注!.

R

/表示无数据)

B&B

!

-_Z

血型正反定型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_Z

血型正反定型结果比较&

*

#

g

$'

方法
*

正反定型不符
-_Z

亚型 抗体减弱 正常血型

全自动法
"$### $1 "5

$

'%&U'

&

U

$

%#&00

&

5

$

"'&%U

&

微板法
"$### $$ ""

$

'#&##

&

1

$

$0&$0

&

'

$

$$&0%

&

!

$

R #&%%5 #&#0" #&#0" R

! R

%

#&#'

%

#&#'

%

#&#' R

!!

注!.

R

/表示无数据)

B&C

!

-_Z

血型不一致结果比较
!

"$###

例标本中#

%

例
-_Z

血型正反定型在全自动法检测中一致而在微板法检测中不一

致#其中
"

例为
-_Z

亚型#

$

例为正常血型)

5

例
-_Z

血型正

反定型在全自动法检测中不一致而在微板法检测中一致#其中

%

例为
-_Z

亚型#

"

例为抗体减弱)

C

!

讨
!!

论

!!

-_Z

和
VCS

血型系统是临床输血中两个最重要的血型

系统#献血者常规的血型鉴定是保证输血安全的重要前提'

1

(

)

微板法虽然可以进行大批量标本检测#但其反应介质为盐水#

室温即可进行试验#从而致使一些弱的凝集或稀有抗体并不能

被检测到)全自动法反定型温度为$

%0Y"

&

a

#可极大程度地

避免免疫球蛋白
)

型冷抗体引起的正反定型不一致)

全自动法与微板法检测
-_Z

血型的准确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0

(

)全自动法
-_Z

亚

型和抗体减弱的检出率均高于微板法#全自动法检出
-_Z

正

反定型不一致的标本
$1

例#而微板法仅检出
$$

例)全自动法

与微板法存在判读结果不符的现象!

%

例
-_Z

血型正反定型

在全自动法检测中一致而在微板法检测中不一致#

5

例
-_Z

血型正反定型在全自动法检测中不一致而在微板法检测中一

致#全自动法漏检
"

例#微板法漏检
%

例)微板法在判读时#若

出现肉眼观察与仪器判读不符则需要吸取上清比色判读#肉眼

难以对较弱凝集与阴性标本进行准确判读%而全自动法在判读

时#肉眼可根据图像和微孔板孔特点对较弱标本进行判读)由

于全自动血型仪对
((S

拍照结果判断的临界值都是根据正常

的红细胞血型设置的#在抗原减弱程度不一的情况下有可能造

成亚型漏检'

U.6

(

%如果全自动血型仪异常#可能造成抗原抗体的

减弱#甚至会出现假阳性'

"#

(

)

试管法为血型鉴定的金标准#但操作难以规范化*费时#不

适合血站大批量的血型筛查工作'

5

(

)

_=DNIE:(<G@B=AXN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能够安全有效的进行献血者
-_Z

血型筛

查#但对结果可疑的标本仍需结合试管法进行人工判读#因此

-_Z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时仍需要采用试管法进行最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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