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显色液或酚试剂的某些基团发生反应#从而导致使标本

底偏高#影响实验结果#但确切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研

究+对于改良
JB54X=8Y,

法#若选用含有
JB5C

H

<9

的细胞裂解

液为空白#则蛋白质含量的测定结果明显比不含有
JB5C

H

<9

的

细胞裂解液为空白的测定结果较高#约提高
.$0

左右#故在测

定过程中最好以不含
JB5C

H

<9

的细胞裂解液为对照#蛋白质样

品在样品测定后再加入
JB5C

H

<9

+实验结果显示对于神经细胞

蛋白质含量测定可选用
J:=8E5:8

法,

J,3

法和改良
JB54X=8

Y,

法+其中改良
JB54X=8Y,

法更佳+

R5>:

H

法不适于神经

细胞蛋白质含量测定#这可能与神经细胞中脂质含量比较高#

细胞裂解液中的一些还原剂和去污剂影响测定结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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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快速自动微板血源筛查法在疑难配血中的应用

钟展华!严凤好!李雪群!万小春"广东省惠州市中心血站
!

!"1$$$

#

!!

"摘要#

!

目的
!

建立一种为需要进行疑难配血的患者自动化&快速&准确的血源筛查方法$方法
!

从医院送检

的疑难配血标本中选取
.

个具有代表性的标本!一个标本同时含有
]

G

e

类抗
4,

和抗
49

!另一个标本含有
]

G

e

类抗
4

Y

!使用
Z

型板&凝聚胺溶液和自动加样器联合应用的方法在
!.#

个供血者全血标本中为上述两个标本筛查相合血

源!同时使用手工试管法进行平行实验!记录并对比上述两种方法筛查总过程使用的时间!筛查出的供者标本数$

结果
!

快速微板自动血源筛查法&试管法均能筛查出相合血源!微孔板筛查所需要的总时间较短!试剂用量也较少$

结论
!

快速微板自动血源筛查法在疑难配血中筛查相合血源!具有快速&准确的效果$

"关键词#

!

快速自动微板血源筛查法'

!

凝聚胺溶液'

!

疑难配血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1/.4*2!!

"

.$".

#

"24"/2$4$.

!!

输血前试验的
)

个步骤!

3JP

,

X@Y

血型检定,抗体筛查

和交叉配血是保证临床输血的安全和有效手段#通常情况下#

只要
3JP

,

X@Y

血型检定正确#供$受%者
3JP

,

X@Y

同型配血

都是相容的(如果同型配血不相容#则被称疑难配血#在疑难

配血中#医务人员有时遇到的情况是受血者血清中含有临床意

义的同种抗体#需要筛选相应抗原阴性的供血者+如果相应抗

原阴性的供血者$特别是多种抗原同时为阴性的%在人群中的

频率较低的时候#就需要对大量的供血者标本进行筛查#才能

筛选出相应抗原阴性的供血者+作者建立一种使用
Z

型板,

凝聚胺溶液,全自动加样器联合应用的自动化,快速,准确的供

血者标本快速筛查方法#可以为需要进行疑难配血的受血者从

血站的血库中快速筛查出相合血液#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本市医院
.$"$

年至
.$""

年送检到本实验室

的疑难配血标本
""#

例#本课题选取有代表性的标本
.

例#分

别标号
UP-"

,

UP-.

+

UP-"

为已经确认血清中同时含有
]

G

e

类型抗
49

,抗
4,

,.

P

/型受血者标本#

UP-.

为已经确认含
]

G

e

类型的抗
4Y

.

P

/型受血者标本+

.$""

年
!

月
"1

!

"*

日在本

站献血的献血者全血标本
!.#

例#血型均为
P

型#标本均按

0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1化验完毕且均合格+

$-/

!

主要试剂
!

J3IP

凝聚胺三步法试剂#由珠海贝索公司

生产(抗球蛋白,谱细胞,

]

G

S

的 抗
4Y

,抗
4W

,抗
49

,抗
4,

,抗
4F

试

剂均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抗
S

,

U

#,

O=

,

TOK

,

I

,

;

试剂由加拿大
Y5?B7B57

公司生产,已经本实验室确认的
"

人份无意外抗体及自身抗体的献血者红细胞和血浆,生理盐

水+以上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

!

主要器材
!

I+3X

全自动加样器#瑞士
%=?BC<57

公司生

产#配套英文控制软件版本为
)-.-$-).#*

(恒温振荡器$上海

微百科技%(

,+1Y

平板离心机$日本日立%(

Yg41$$I

三用水浴

箱$广东环凯%(

g34..$$

离心机$日本久保田%(

=7<@5;@<)

酶

标仪$奥地利
=7<@5;

%(

"$

!

"$$

-

R

,

.$

!

.$$

-

R

可调量程微量

移液器$美国
+@9:?5

%(

*1

孔
Z

型板和
*1

孔平底板+

$-1

!

疑难配血标本的处理
!

用常规方法对医院送检的疑难标

本进行检测#包括血型鉴定和抗体筛查#使用手工试管法和

J3IP

凝聚胺试剂#判定疑难配血的标本所含的抗体类型及是

否含有自身抗体+

$-2

!

I+3X

全自动加样仪过程

$-2-$

!

将
""#

个献血者全血标本分
!

次排列在
I+3X

加样器

上#将献血者的全血标本进行稀释到
!0

后进行加样#用平底

板做稀释板#将献血者稀释后的血样分别加
)$

-

R

到
.

块
Z

型板上+

$-2-/

!

将标本
UP-"

和
UP-.

的标本分别加
)$

-

R

到
.

块
Z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R=KS98,CB7

!

T6C

H

.$".

!

'5C-*

!

U5-"2



型板的每个孔内#用单针加样#加样模式为空中喷射+

$-2-'

!

在每块
Z

型板的每个孔加如入
"!

-

R

两步法凝聚胺

的凝聚胺溶液$黑色瓶子%#加样时前#将凝聚胺溶液根据用量

滴入干净的试管中#

I+3X

加样器吸液时#根据计算用量多吸

)$

-

R

#在加样前#先分配
"!

-

R

到原试管中#加样完成后#最后

的
"!

-

R

也吐回原试管中#加样模式为空中喷射+

$-)

!

将加好样的
Z

型板用振荡器以
"$$$:

"

?B7

的振频#

CC9D4

9C

振幅#振荡
Z

型板
.?B7

#加盖后放进
)/V

的水浴箱内#水浴

"!?B7

+将
Z

型板用平板离心机以
#$$:

"

?B7

离心
"?B7

(用

振荡器以
"$$$:

"

?B7

的振频#振荡
Z

型板
.?B7

+目测结果+

$-.

!

设置阴阳性对照每板试验设阴性,阳性对照各
"

孔#加入

Z

型板最前
.

孔+阴性对照使用无意外抗体及自身抗体的献

血者红细胞和血浆#阳性对照使用
]

G

e

抗
4Y

试剂和
P

型
X@Y

阳性红细胞#加入量与受检标本相同+

$-Q

!

平行实验用手工试管法使用
J3IP

两步法凝聚胺试剂,

抗球试剂记录全过程所需时间+

/

!

结
!!

果

快速微板筛查法$

Z

型板%筛查
!.#

个献血者寻找相合血

液与手工试管法效果对比结果见表
"

+

表
"

!

快速微板筛查法%

Z

型板&筛查
!.#

个献血者

!

寻找相合血液与手工试管法效果对比

组别
受血者标本

UP-" UP-.

总耗时

$

@

%

快速微板筛查法$

Z

型板%法
") 1 .-!

手工试管聚凝胺法
") 1 )!-$

手工试管抗球蛋白法
") 1 21-$

!!

注!表中均为筛查出相合血液的标本数+

'

!

讨
!!

论

医院输血科$血库%在对受血者进行的输血前交叉配血实

验时#有时会遇到受血者血浆中含有针对血型抗原的有临床意

义的意外抗体#导致交叉配血不合+此时#输血科可对库存的

血液进行筛查#如遇到的是针对高频率血型抗原的抗体#以本

文的
U5-"

受血者的抗体为例#抗
4,

,抗
49

抗原阴性的供血者

在人群中的频率约为
.0

#即筛查
"$$

个供血者#大约可以筛

选
.

名抗
4,

,抗
49

抗原阴性的供血者#一般输血科将很难筛选

出相合的血液+在此种情况下#输血科一般会请求当地采供血

机构$血站%协助寻找血源+此时#血站相关实验室如果使用传

统试管法进行血源筛选#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成本#也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还可能会耽搁患者宝贵的治

疗或者抢救时机+

在临床上常用的抗原抗体检测方法有!盐水法,酶法,抗

球蛋白法,微柱凝胶法,聚凝胺法等+盐水法#简单,易操作#对

检测
]

G

S

类抗体敏感#但难于检测
]

G

e

类的抗体(酶法敏感

性高#但需要孵育#实验时间较长且对部分血型系统检测不敏

感)

"

*

(抗球蛋白法为经典交叉配血方法#是检测不完全抗体最

可靠的方法#结果稳定可靠#但操作繁琐,耗时#且难于实现自

动化操作(微柱凝胶法减少了抗球蛋白法的洗涤步骤#但不能

用全自动加样器加样#也难于实现自动化操作#且成本高#用来

进行筛查从经济角度来讲不划算(聚凝胺法操作简便#灵敏度

高#实验时间短#易于实现自动化操作#缺点是检测
g9CC

血型

系统不理想和易受肝素的干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

"$$0

是
OO

型#至今未发现
g9CC

血型系统的抗体#只要不使用

含肝素的标本#选择使用聚凝胺法进行抗原抗体的检测就较为

理想+常规的聚凝胺三步法#需要加试剂
.

次和弃去聚凝胺混

合液#因为是用微孔板做实验#聚凝胺混合液这一步骤非常难

做好#往往在弃去混合液的同时也将红细胞带出来#导致实验

失败+国内有余晋林等)

.

*选用一步法聚凝胺试剂进行配血筛

查实验的报道#作者起初也计划采用这一方式#但一步法聚凝

胺试剂目前在国内难于购买到#经过作者的反复测试#直接用

聚凝胺三步法的聚凝胺溶液也可以达到将
]

G

e

类的抗体检测

出来的效果#但要严格控制聚凝胺溶液的用量#按红细胞
m

血

清
m

聚凝胺溶液比例为
.m.m"

比例#混匀后放入水浴箱
".

?B7

#然后用平板离心机离心#最后用手轻敲
Z

型板#目测每个

孔的凝聚程度#实验结果证明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本文介绍的血源筛查出来的相合献血者标本#还需要用经

典的方法进行确认#如微柱凝胶法和试管抗球蛋白法#本试验

室使用的确认方法是微柱凝胶法#是一种安全,结果准确,灵敏

度高和简便的交叉配血方法#它可以检测出红细胞或者血清中

附着的
]

G

e

或者
]

G

S

等抗体所导致的配型不合)

)

*

+对于存在

温自身抗体的患者#也可以利用本文介绍的方法从大量的供血

者中选取.最小不相容性/的供血者血液输)

2

*

+

利用本文的筛查方法为需要进行疑难配血的患者筛选血

源最突出的优点是快速和简便#可以充分利用血站的已经拥有

的试验室资源#全国的血站几乎都拥有全自动的加样设备#聚

凝胺三步法的试剂也是常备试剂#因而本文介绍的血源筛查方

法适用于全国的绝大部分血站#对于及时挽救患者生命#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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