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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分析全自动血型检测系统在血站血型检测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

使用
KBD@:A5JI;5@

QO%

全自动加样系统加样'

)M#,)

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判读!组成血型全自动化检测系统检测
"!Q$

份无偿献

血者的
)&e

和
W>

血型!从血型判读的符合率'混合血清样本倍比稀释后反定型检测灵敏度'溶血及脂血干扰试验

!

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
!

全自动血型检测系统血型判读符合率达
88-$X

%混合血清小于或等于
"a3!

的稀释度

反定型检测准确度达
"##-#X

!脂血和溶血标本对检测结果无影响$结论
!

全自动血型检测技术具有较高的准确

度!实现了血型检测标准化'自动化!适用于血站血型的批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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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检测是无偿献血筛检的重要检测项目+长期以来#血

站的血型检测均采用的是手工操作的试管法+但随着检测技

术的迅猛发展#该法已不能满足实验室快速,准确,标准化,自

动化的要求#其检测的各个环节逐步被相应的自动化设备所替

代)

"+.

*

+随着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下称血型仪%的应用#通

过和
KBD@:A5JI;5@QO%

全自动加样系统进行组合#最终解决

了血液检测过程的全自动化的问题+

.##$

年底#本血站将全

自动加样系统和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用于血型检测#运行效

果很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
.2

日至
.##Q

年
""

月
,#

日本

血站采集的无偿献血者的全血标本
"!Q$

份#采用乙二胺四乙

酸二钾$

YU9)+M

.

%抗凝+

$-/

!

试剂
!

.X

或
2X

标准红细胞悬液为自配#抗
)

抗
&

血型

定型试剂为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公司产品#抗
U

标准血清为上

海血液生物公司产品+

$-'

!

检测仪器
!

)M#,)

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梯度
'

型

板及其他配套实验材料$深圳爱康公司产品%(

KBD@:A5JI;5@

QO%

加样系统$瑞士
%50BA;:0

公司产品%!血型离心机$长春

博德公司产品%+

$-1

!

血型检测

$-1-$

!

血型仪反应体系内只需微量标本及检测试剂+主要实

验参数为#正定型!标本红细胞$

2#

倍稀释
.2

!

1

%

\

正定型标

准血清$

"a"2

倍稀释
.2

!

1

%(反定型!标本血清$原液

".

!

1

%

\

反定型试剂$

.X

试剂红细胞
,Q

!

1

%(

W>

$

U

%定型!标

本红细胞$

2#

倍稀释
.2

!

1

%

\

抗
U

标准血清$

"a"2

倍稀释
.2

!

1

%+标本及试剂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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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系统$系统上

已编写加样程序%加注#梯度
'

型板加样后振荡混匀#放置
2#

0B/

#自动成像判读+

$-1-/

!

结果判读
!

利用孔壁呈微小均匀阶梯状的特殊
'

型

微孔板进行检测+凝集$

\

%!红细胞彼此粘连均匀分布在有梯

度的
'

型孔壁上(未凝集$

_

%!红细胞沿阶梯滚落于孔底中

央#形成实心圆点+利用电荷耦合元件$

OOU

%高清晰度数码成

像判读分析+

$-1-'

!

试管法血型检测)

,

*

!

正定型!抗
)

或抗
&

血清

2#

!

1\2X

标本
W&O2#

!

1

+反定型!标本血清
2#

!

1\2X

的

)

细胞或
&

细胞
2#

!

1

+

W>

$

U

%血型!抗
U

血清
2#

!

1\2X

标

本
W&O2#

!

1

#

"###@

"

0B/

离心
"0B/

#有凝集为阳性#无凝集

为阴性+

$-2

!

符合率试验
!

检测
"!Q$

份血型的全血标本采用
YU9)+

M

.

抗凝#计算符合率+

$-)

!

灵敏度检测
!

随机抽取适量
)

型,

&

型,

e

型标本血清各

"2

份#充分混匀后将其倍比稀释为
"a.

,

"a!

,

"aQ

,

"a"3

,

"a,.

,

"a3!

#进行反定型试验#重复
!

次+

$-.

!

脂血干扰试验
!

检测中轻度脂血
.Q

份#中度脂血
.#

份#

重度脂血
"!

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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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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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溶血干扰试验
!

检测轻度溶血标本
,,

份#中度溶血标本

.$

份#重度溶血标本
3

份+

/

!

结
!!

果

/-$

!

对比试验
!

全自动血型检测法$血型仪判读%和试管法同

时做
"!Q$

份标本对比试验#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符合率为

88-$X

和
"##-#X

#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
"

+

表
"

!

全自动血型仪检测和试管法对比试验结果%

)["!8$

'

方法
)&e

血型

) & e )&

W>

$

U

%血型

W>

$

\

%

W>

$

_

%

符合率

$

X

%

血型仪
!.8

5

!.# 2". ".3 "!Q" 3 88-$

试管法
!.8 !.# 2". ".3 "!Q" 3 "##-#

!!

注!$

\

%表示阳性#$

_

%表示阴性+

5其中
!

例
)

型因正反定型判

读不符合后再次检测确认+

/-/

!

灵敏度检测结果
!

混合血清小于或等于
"a3!

的稀释度

反定型检测准确度
"##X

+混合血浆倍比稀释后的检测结果

见表
.

+

表
.

!

混合血浆倍比稀释后的反定型检测结果

反应体系
混合血浆稀释倍数

"a""a."a! "aQ"a"3"a,."a3!

)

型混合血浆
\&

标准红细胞 $

\

%$

\

%$

\

%$

\

%$

\

%$

\

%$

\

%

&

型混合血浆
\)

标准红细胞 $

\

%$

\

%$

\

%$

\

%$

\

%$

\

%$

\

%

e

型混合血浆
\)

标准红细胞 $

\

%$

\

%$

\

%$

\

%$

\

%$

\

%$

\

%

e

型混合血浆
\&

标准红细胞 $

\

%$

\

%$

\

%$

\

%$

\

%$

\

%$

\

%

!!

注!$

\

%表示阳性+

/-'

!

脂血干扰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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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系统加样,

)M#,)

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判读血型与试管法检测结果

一致+

/-1

!

溶血干扰试验
!

KBD@:A5JI;5@

全自动加样系统加样,

)M#,)

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判读血型与试管法检测结果

一致+

'

!

讨
!!

论

目前#随着血液检测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为避免人工加

样及判断结果的错误#本研究用
KBD@:A5JI;5@QO%

全自动加

样系统加样,

)M#,)

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判读#组成血型自

动化检测系统进行血型定型#并与经典血型检测方法比较+血

型分析仪判读正确率达
88-$X

#其中
!

例
)

型因正反定型判

读不符#后再次检测确认#主要由于红细胞过浓,标本未完全抗

凝,加样不准确等引起(表
.

中混合血清小于或等于
"a3!

的

稀释度反定型检测#该仪器准确度达
"##-#X

#显示该全自动

血型检测灵敏度明显高+该方法通过全自动加样系统加样#再

以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混匀,静置和判读
!

个步骤#混匀之

后在反应过程中不再振荡#使抗原抗体的结合,凝集与非凝集

反应的区分在静置过程中一步完成#避免了振荡过程中对弱凝

集状态的破坏#提高了对弱凝集标本的检出率#进而提高实验

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另外#全自动数字血型分析仪器配套采用的梯度
'

型板

其内壁梯度细小$仅达
"

个红细胞的直径%,均匀#既能够有效

地防止未凝集的红细胞聚集#又能促使凝集的红细胞均匀附着

在梯度表面#利于最终的成像判读)

!

*

+

有报道采用微板法进行的反定型判读受标本的溶血和脂

血程度影响较大)

2

*

#误判和无法判读率比较高#需要手工试管

法进行确认#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延误报告时间+采用全自动

血型检测系统对
3.

例脂血标本和
33

例溶血标本进行检测#正

确率
"##-#X

+原因在于反应体系总体积很小#反定型所需的

试剂红细胞是
,Q

!

1

#血浆量仅有
".

!

1

#二者混合#血浆被稀

释的效果非常明显#从而大大降低了溶血,脂血对判读的影响+

此外#该仪器检测使用的试剂量少#降低了实验成本(实现了从

标本条码阅读,加样,加试剂,振荡,孵育到成像判读的全自动

可监控化#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实验的影响#解放了劳动力+并

可与血站管理系统及血站实验室管理系统连接进行数据传输#

使检测结果便于用电子和文字文档保存#且便于追溯#克服了

传统玻片法和试管法检测结果无法追溯的缺陷+

同时#在实验中发现标本的抗凝效果与梯度
'

型板洁净

度对检测结果有较大影响#并且未完全抗凝的标本$正定型加

入凝块#反定型血浆量不足%是无法判读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梯

度
'

型板冲洗的不完全#板孔内有残留的红细胞或纤维蛋白

会造成阴性结果误判为阳性结果+建议使用一次性加样针#减

少标本间的相互干扰+梯度
'

型板冲洗要完全#定期对梯度

'

型板用清洗液浸泡#去除残留的红细胞或纤维蛋白#保持微

板洁净#防止底部划痕#以避免对成像判读的影响)

3

*

+

总之#该全自动血型检测系统与血站目前使用其他血型检

测方法相比#实现了标准化,自动化,规范化#降低了实验者工

作强度和实验成本#适合血站大批量标本的血型鉴定及检测结

果的快速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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