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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交叉配血不合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方法　采用ＤｉａＭｅｄ血型配血（微柱凝胶）系统，

进行交叉配血，手工聚凝胺法作为交叉配血对照。对交叉配血不合者经抗体筛查作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放散试验

和青霉素药物试验，并结合病史分析。结果　４７２０例次交叉配血微柱凝胶（ＭＧＴ）法检出１１２例交叉配血不合。

假阳性４２例（３７．５％），钙拮抗剂（ＤＡＴ）阳性５６例（５０．０％），青霉素试验阳性１４例（１２．５％）；输血史５８例，妊娠史

３６例，相关药物史３０例。结论　交叉配血不合的影响因素包括标本、温度、疾病及输血史、妊娠史、大剂量抗菌药

物史等；发现交叉配血不合，要分析原因，应重复试验并选适宜配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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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采用微柱凝胶（ＭＧＴ）法进行交叉配血，并对交叉配

血不合的原因进行分析及提出相关处理措施，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临床申请输血的住院患者４７２０例标

本，男２６２２例，女２０９８例，年龄０～８６岁，输血史３０４例，妊

娠史６４２例。所有采用ＤｉａＭｅｄ血型和 ＭＧＴ配血系统。反应

卡ａｎｔｉＩｇＧ＋Ｃ３ｄ型、ａｎｔｉＩｇＧ型和抗筛谱细胞全部由ＤｉａＭｅｄ

公司提供。常规操作。手工聚凝胺法（ＭＰＴ），试剂由Ｂａｓｏ公

司提供。上述两项均参考说明书来操作。放散试验，根据《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排除标本差错标本。

１．２　青霉素处理细胞方法
［１］青霉素钠８０万 Ｕ溶于１２ｍＬ、

０．１Ｍ、ｐＨ９．８巴比妥缓冲液，加１ｍＬ洗涤的Ｏ型红细胞，室

温１ｈ，生理盐水洗细胞后４℃保存备用。

２　结　　果

技术失误后检出５６例不配合者，再抽合血标本重复试验，

并和 ＭＰＴ法结果对照，假阳性２１例，对真实不合者的红细胞

作钙拮抗剂（ＤＡＴ）试验。将主侧不合患者的血清或血浆和

ＤＡＴ试验阳性者的红细胞放散液作抗筛试验，若仍阴性的再

加作青霉素药物试验，见表１。

表１　交叉配血不合原因分析（狀）

不合类型 ＭＧＴ法 ＭＰＴ法 假阳性 有自身抗体 抗筛阳性 ＤＡＴ阳性 青霉素试验阳性 有输血史 妊娠史 相关药物史

主侧不合者 ３２ １４ １６ － １４ ２ － ２０ １２ －

次侧不合者 ７０ ２６ ２２ － － ４８ １２ ３４ ２２ １８

主、次侧不合者 １０ １０ ４ ６ － ６ ２ ４ ２ １２

合计 １１２ ５０ ４２ ６ １４ ５６ １４ ５８ ３６ ３０

　　注：－表示无数据。

３　讨　　论

３．１　交叉配血的试验影响因素 ＭＧＴ试验的灵敏度较高，与

文献［２］报道一致。但易造成交叉配血不合的假阳性结果，原

因如下：（１）标本因素：采集时抗凝不好，应确保血液质量。（２）

温度影响：没有维持３７℃保温环境，且 ＭＧＴ中分子筛的孔径

易受温度影响，反应卡存放温度也要严格控制。（３）疾病因素：

患者血浆中因含有大量中性粒细胞，其黏附性强，大不易通过

微柱还易阻挡红细胞。如多发性骨髓瘤，支原体肺炎，肝病等

患者，含高球蛋白或异常血清蛋白。在采集血液时，应详细询

问病史。

３．２　影响主侧不合因素　（１）患者血液中存在免疫性抗体引

起配血不合是最危险又常见的原因。本组经 ＭＧＴ法检出和

ＭＰＴ法及抗体筛查证实有１４例存在不规则抗体，不规则抗体

检出率０．３％（１４／４７２０）。患者均有输血史或妊娠史。因此，

建议有输血史或妊娠史的手术备用血的患者应先做血清抗体

筛查，阳性者进一步鉴定抗体特异性，提前配血。阴性则可在

很短时间内用简便配血法完成供血，这样比在配血中出现了不

合再来抗筛鉴定后寻求相合血液来得及时安全。（２）试验主侧

不合。（３）检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

３．３　影响次侧配血不合的因素　（１）多次反复输血。（２）注射

或口服青霉素（类）、甲基多巴等药物［３］。

４　结　　论

总之，在输血前，采用安全有效的方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

且及时明确导致交叉配血不合的原因，合理选择输血方案，以

确保输血安全、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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