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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不规则抗体的分布特点及临床意义& 方法"对该院 '%!$,%! ='%!1,%2 检测出的

!!!例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的患者"采用盐水法'抗球蛋白法进行抗体特异性鉴定& 结果"!!! 例不规则抗体

阳性中自身抗体 !# 例"自身抗体>同种抗体 & 例"抗筛阳性未确定抗体特异性 '$ 例"其余 1( 例标本中检出

同种特异性抗体 21 例"其中联合抗体 2 例& 21 例同种特异性抗体中?@'ABC'D9E/F血型系统不规则抗体比

例较高"分别占 #'G1&H'')G(#H和 !%G#&H"其中抗,+#&$G'!H$'抗,AIJ#!2G!!H$'抗,A#!%G#&H$'抗,D9

.

#!%G#&H$检出率最高& 血液免疫系统疾病患者和妊娠者抗筛阳性比例较高"分别占总抗筛阳性患者的

'2G%&H和 '%G2'H& 结论"输血前不规则抗体检测#特别对有输血史或妊娠史的患者$非常必要"对提高输

血治疗效果"减少输血不良反应"保证临床输血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不规则抗体%"抗体筛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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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血型不规则抗体又称为意外抗体"指血

清中除抗,K及抗,W以外的其他血型抗体& 不规则

抗体是引起输血反应'新生儿溶血病'血型鉴定困难

以及疑难配血等的主要原因& 为确保患者临床输血

安全"笔者对 '%!$,%! ='%!1,%2 我院输血科检出的

!!! 例不规则抗体的特异性进行总结分析"现报告

如下&

46材料与方法

4?46标本来源6选择 '%!$,%! ='%!1,%2 我院输血

科收治的临床预输血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发

现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的标本&

4?@6主要试剂与仪器6?@ 定型试剂"不规则抗体

筛选细胞"不规则抗体鉴定谱细胞#! =!% 号$"抗人

球蛋白试剂U<X>Y&L#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KZO[\Z+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仪#美国

强生公司$"]K''%% 离心机#久保田公司$"微柱凝

胶卡"Û,Y9;QJ/8I<9!' C

!

离心机"Û,U;6IR.Q7J&2 C

"

孵育器#达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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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6方法

!G&G!"标本处理"被检者 +̂OK抗凝血标本 & =# -0"

! %%% <离心 ' =& -/;"制备 %G)H =!H或 'H =

#H的红细胞悬液&

!G&G'"不规则抗体筛查"#!$微柱凝集法![JQ@7KI,

Q7IP9U;;7P.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进行不规则

抗体筛查检测"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 #'$

盐水法!加做自身对照"镜下观察结果& 分别吸取被

检者血清 #%

#

0和抗体筛选细胞
"

'

!

'

$

号 '#

#

0"

! %%% <离心 !# F观察结果"试管离心后重置 &2 _

!% =!# -/;观察结果&

!G&G&"不规则抗体鉴定"将抗体筛查阳性患者标

本"同时用盐水法'抗球蛋白法'微柱凝胶卡法做抗

体鉴定"根据与谱细胞的反应格局"结合剂量效应及

抗筛反应格局判定抗体特异性"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6结果

@?46!!! 例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及临床特征"

!!! 例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的标本中"男女比例为

%G$! !̀G%%& 无输血史M妊娠史 有̀输血史M妊娠史为

%G!' !̀G%%& 年龄分布 ! 个月 =(% 岁"民族分布为

汉族 11 例"壮族 $% 例"瑶族 & 例"苗族 ! 例"回族 !

例& 检出的 !!! 例不规则抗体中"!# 例自身抗体"&

例自身抗体 >同种抗体"'$ 例未确定抗体特异性"

其余 1( 例标本中共检出同种特异性抗体 21 例"其

中 2 例中同时存在 ' 种抗体& 见表 !&

表 !"!!! 例不规则抗体特异性分布及临床特征!-"H#$

类"别 抗体种类 例数#H$

性别 输血史M妊娠史

男 女 有 无

?@系统 &&#'(G2&$ )#'#G%%$ '##&!G1#$ &&#&&G&&$ %#%G%%$

抗,+ '!#!)G('$ 1#!)G2#$ !##!)G(($ '!#'!G'!$ %#%G%%$

抗,Y9 ##$G#%$ %#%G%%$ ##1G&&$ ###G%#$ %#%G%%$

抗,+6 '#!G)%$ %#%G%%$ '#'G#&$ '#'G%'$ %#%G%%$

抗,9 '#!G)%$ %#%G%%$ '#'G#&$ '#'G%'$ %#%G%%$

抗,̂ !#%G(%$ !#&G!&$ %#%G%%$ !#!G%!$ %#%G%%$

抗,Y

E

!#%G(%$ %#%G%%$ !#!G'2$ !#!G%!$ %#%G%%$

抗,+和抗,6 !#%G(%$ !#&G!&$ %#%G%%$ !#!G%!$ %#%G%%$

ABC系统 !2#!#G&'$ $#!'G#%$ !&#!1G$1$ !$#!$G!$$ &#'#G%%$

抗,AIJ )#2G'!$ !#&G!&$ 2#)G)1$ 2#2G%2$ !#)G&&$

抗,A )#2G'!$ &#(G&)$ ##1G&&$ 1#1G%1$ '#!1G12$

抗,B !#%G(%$ %#%G%%$ !#!G'2$ !#!G%!$ %#%G%%$

D9E/F系统 抗,D9

.

)#2G'!$ &#(G&)$ ##1G&&$ ###G%#$ &#'#G%%$

/̂9<7系统 抗,̂/

.

'#!G)%$ %#%G%%$ '#'G#&$ '#'G%'$ %#%G%%$

Î88:系统 抗,a:

R

!#%G(%$ !#&G!&$ %#%G%%$ !#!G%!$ %#%G%%$

]/LL系统 抗,Tb

R

!#%G(%$ %#%G%%$ !#!G'2$ !#!G%!$ %#%G%%$

V系统 抗,V! !#%G(%$ !#&G!&$ %#%G%%$ %#%G%%$ !#)G&&$

混合抗体 抗,+和抗,AIJ &#'G2%$ %#%G%%$ &#&G)%$ &#&G%&$ %#%G%%$

抗,Y9和抗,AIJ !#%G(%$ %#%G%%$ !#!G'2$ !#!G%!$ %#%G%%$

抗,Y和抗,AIJ !#%G(%$ !#&G!&$ %#%G%%$ !#!G%!$ %#%G%%$

抗,+和抗,Tb

R

!#%G(%$ %#%G%%$ !#!G'2$ !#!G%!$ %#%G%%$

自身抗体 !##!&G#!$ 2#'!G))$ )#!%G!&$ !'#!'G!'$ &#'#G%%$

自身抗体和同种抗体 &#'G2%$ !#&G!&$ '#'G#&$ &#&G%&$ %#%G%%$

未确定抗体特异性 '$#'!G1'$ 1#!)G2#$ !)#''G2)$ ''#''G''$ '#!1G12$

合计""""" !!!#!%%G%%$ &'#!%%G%%$ 2(#!%%G%%$ ((#!%%G%%$ !'#!%%G%%$

@?@6!!!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分布"!!!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中"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 例

#'2G%&H$"妊娠 '& 例#'%G2'H$"泌尿系统疾病 !'

例#!%G)!H$及消化系统疾病 !' 例#!%G)!H$"合

计占总抗筛阳性患者的 1(G&2H&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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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分布

"疾病名称 例数 百分比#H$

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 '2G%&

妊娠 '& '%G2'

泌尿系统疾病 !' !%G)!

消化系统疾病 !' !%G)!

妇科疾病 ( )G!!

心血管疾病 ) 2G'!

肿瘤疾病 1 #G$!

骨关节疾病 # $G#%

神经系统疾病 ' !G)%

呼吸系统疾病 ' !G)%

内分泌疾病 ! %G(%

眼部疾病 ! %G(%

合计 !!! !%%G%%

A6讨论

A?46!!!例不规则抗体阳性者无输血史M妊娠史!有输

血史M妊娠史为 %G!' !̀G%%"男女比例为 %G$! !̀G%%"证

实了有输血史或妊娠史者比无输血史或妊娠史者更

易产生不规则抗体& 而女性除了妊娠或流产等因素

影响"机体受到免疫刺激"还存在输血和妊娠双重免

疫机会"所以女性的不规则抗体检出率会高于男性

患者(!)

&

A?@6本研究结果显示"同种抗体占 1'G!1H#1(M

!!!$"自身抗体占 !&G#!H#!#M!!!$"同种抗体>自

身抗体占 'G2%H#&M!!!$"抗筛阳性但未确定抗体

特异性占 '!G1'H#'$M!!!$& 自身抗体主要为自身

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系统疾

病患者"自身抗体能够封闭自身红细胞上的所有抗

原位点而掩盖同种抗体"能引发严重的溶血性输血

反应的发生(')

& 1( 例标本中检出 21 例同种特异性

抗体"其中?@'ABC'D9E/F血型系统占 ('G!!H#2%M

21$"是产生不规则抗体的 & 大主要系统"分别占

#'G1&H#$%M21$'')G(#H #''M21$和 !%G#&H #)M

21$"单特异性抗体主要为抗,+#&$G'!H$'抗,AIJ

#!2G!!H$'抗,A#!%G#&H$'抗,D9

.

#!%G#&H$"基

本符合本地区不规则抗体分布的特点(&)

& 显然"?@

系统血型抗体在血型免疫抗体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尤其是抗,+"是引起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最常见

的不规则抗体& 本组中抗,̂ 仅检测到 ! 例"为母婴

?@血型不合溶血病患者"这与目前已实现 ^抗原

的常规检测及同型输注有关"减少了因输血产生抗,

^抗体的概率& 因此"增加 ?@#+$抗原常规检测项

目并同型输血"将有效降低不规则抗体的产生以及

由此引起的输血不良反应&

A?A6此外"?@ 血型系统有 & 例抗,+和 ! 例抗,Y

E

为初次妊娠者因胎儿血液免疫刺激而产生"追踪其

胎儿"出生后均发生新生儿免疫性溶血"可见其在妊

娠中的临床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对于 ABC 血型系

统产生的抗体"以抗,AIJ最常见"其次是抗,A"这与

国内其他地区报道的结果不同($"#)

& 然而"本研究

与焦伟等(1)报道的广西壮族AIJ>抗原表型频率达

到 !!G'(H"提示广西壮族人群抗,AIJ发生率较高

结果相一致& 可见"由于人种'民族和地域不同"血

型抗体分布也不同& 有研究报道抗,AIJ可以引起溶

血性输血反应(2)和新生儿溶血())

& 因此"为广西地区

提供涵盖AIJ>抗原的抗体筛选细胞是非常必要的&

A?B6]/LL血型系统抗体检测到 ' 例"抗,Tb

R 独立出

现 ! 例和抗,Tb

R

'抗,+联合出现 ! 例& 它与大多数

血型抗体不同"体外反应微弱"在体内产生后消失极

快"数周后难以检出"而一旦受到相应抗原刺激"又

立即大量产生"在临床上可产生严重的溶血性输血

反应"特别是严重的迟发性输血反应(("!%)

& 所以"具

有高潜在危险性& 也提醒我们"输血前核查历史检

测结果非常重要&

A?C6本研究中"血液免疫系统疾病患者抗筛阳性比

例较高"其产生抗体的原因应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及多次输血密切相关"也证实了慢性贫血患者反复

输血是产生不规则抗体的重要危险因素& 肿瘤疾病'

妊娠者分别占总抗筛阳性患者的 #G$!H和 '%G2'H"

与文献报道(!!)存在明显差异"可能与本院肿瘤患者

人数相对较少有关"而妊娠者因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

女性怀孕的次数明显增多致抗体产生的频率偏高&

综上所述"不规则抗体是引起迟发型输血反应

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有输血史和#或$妊娠史的

患者输血前应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 对于不规则抗

体筛查阳性患者"应进一步做抗体鉴定"及早发现可

能导致输血严重危害的同种抗体"及时选择与患者

相匹配的血液进行输注"从而提高输血治疗效果"减

少输血不良反应"保证临床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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