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的
JW

患者#也说明
J"

可引起血浆
-"V

水平升高'

C

(

)因

此#

JW

患者血浆
-"V

水平升高#不仅与心功能减退有关#也

可能与肾功能减退有关)

目前
J"

与血浆
-"V

水平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尚不明

确#推测为
J"

患者肾脏受损#肾脏
-"V

受体减少引起
-"V

水平升高'

A$+

(

%而
-"V

水平升高引起肾小球滤过压增加和肾毛

细血管对清蛋白的通透性增加#导致尿清蛋白含量增加#加重

肾损伤'

',

(

)此外#

-"V

具有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

统的作用)血浆
-"V

水平升高引起肾小球滤过增加#加重了

肾小球,高压力
$

高灌注
$

高滤过-状态)

J"

患者肾组织
-"V

受体数量减少#当超过生理代偿时#

-"V

对肾脏局部肾素
$

血管

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的抑制作用减弱#血管紧张素
*

生成增多#

直接或间接诱发细胞因子介导的肾小球硬化)血管紧张素
*

不仅能刺激肾小球细胞合成细胞外基质#还能促进纤溶酶原激

活剂抑制物的生成#减少纤溶酶的生成#进而使金属基质蛋白

酶生成减少#最终导致肾小球硬化)因此#

-"V

在
J"

发生*

发展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

尿微量清蛋白是
J"

诊断及分期的标志物#但检测结果受

饮食*标本收集*患者活动程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本研究结果

表明血浆
-"V

水平与
/̀#U

呈正相关#说明血浆
-"V

是可

用于
J"

诊断与分期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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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血型不规则抗体检测在新生儿溶血病预防中的意义

林华峰'

!包广杰%

"河南省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

输血科#

%)

检验科
"

@F%,,,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孕妇血型不规则抗体检测在预防新生儿溶血病"

aJ"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FC

例夫妇
/-Z

及
UE

血型不合孕妇血清进行抗
$/

"

-

$

6

?

.

'抗
$J6

?

W

及其效价检测%结果
"

+FC

例孕妇中!抗
$/

"

-

$

6

?

.

效价大于或等于
']F@

者占

*')AD

"

@@C

&

+FC

$!小于
']F@

者占
@+)(D

"

@%,

&

+FC

$#不规则抗体检测阳性率为
F)%D

"

*@

&

+FC

$#

'%

例
UE

"

J

$阴性孕妇中抗
$J

6

?

W

阳性率为
FF)AD

"

+

&

'%

$#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孕妇中!

%F

例分娩的新生儿罹患
/-Z$aJ"

#血清不规则抗体效价小于
']

F@

'

']F@

'

']'%+

'大于或等于
']%*F

的孕妇!

/-Z$aJ"

发病率分别为
'')'D

"

%

&

'+

$'

@*),D

"

C

&

%,

$'

+A)*D

"

A

&

+

$和
',,),D

"

+

&

+

$%结论
"

产前检测孕妇血清中的不规则抗体及其效价有助于发现不规则抗体阳性者!对降低母婴血型不合所致
aJ"

的发

病率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溶血#

"

血型#

"

不规则抗体#

"

孕妇

!"#

!

',)(CFC

"

K

)3990)'FA($@'(,)%,'%),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F@$,%

""

新生儿溶血病$

aJ"

&是母亲对胎儿红细胞发生同种免疫

反应引起的溶血性疾病#可引起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

(

)

aJ"

的预防主要依赖于孕妇外周血中血型抗体的血清学检

测)笔者对
+FC

例围生期保健门诊*妇科门诊及住院孕妇进行

了
/-Z

及
UE

$

J

&血型及相应血型抗体检测#以期对抗体效价

异常者进行妊娠期干预治疗#从而有效预防或减少母婴血型不

合
aJ"

的发生)结果报道如下)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

年于本院围生期保健门诊*妇科门诊就

诊及住院分娩的孕妇
+FC

例#年龄
%%

'

@,

岁#妊娠
@

个月以

上#均为
Z

型血#丈夫为
/

*

-

或
/-

型%其中
'%

例孕妇为
UE

$

J

&阴性#丈夫为
UE

$

J

&阳性)

E)F

"

仪器与试剂
"

抗
$/

*抗
$-

*

/-Z

血型定型红细胞*筛选细

胞*抗
$J6

?

W

定型试剂*抗人球蛋白试剂和
%$

巯基乙醇购自上

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凝聚胺$

WV7

&试剂盒购自珠海贝

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G

"

方法
"

以含有及不含有抗凝剂真空采血管采集夫妇静脉

血
(

'

*P\

%未抗凝标本
(AY

水浴
',P30

#离心分离血清%抗

凝标本用于分离红细胞)盐水法检测夫妇双方
/-Z

及
UE

$

J

&血型%微柱凝胶法$

W.7

&筛选孕妇血清中不规则抗体#抗

体阳性者再进行特异性鉴定%

WV7

法检测夫妇
/-Z

及
UE

$

J

&血型不合的孕妇血清抗
$/

$

-

&

6

?

.

及抗
$J6

?

W

效价)孕

+

@FA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60:̂ \M<W1Q

!

WM;IE%,'%

!

4>=)((

!

">)F



妇血清抗
$/

$

-

&

6

?

.

效价低于
']F@

为正常#大于或等于

']F@

为异常%夫妇
UE

$

J

&血型不合#孕妇抗体筛选阳性或抗
$

J

阳性者判为异常)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VGG'*),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

_,),*

)

F

"

结
""

果

F)E

"

不规则抗体检出率
"

+FC

例孕妇中#抗
$/

$

-

&

6

?

.

效价大

于或等于
']F@

者占
*')AD

$

@@C

"

+FC

&#小于
']F@

者占

@+)(D

$

@%,

"

+FC

&%不规则抗体检测阳性率为
F)%D

$

*@

"

+FC

&%

'%

例
UE

$

J

&阴性孕妇抗
$J6

?

W

检测阳性率为
FF)AD

$

+

"

'%

&)

F)F

"

不规则抗体效价与
aJ"

的关系
"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

孕妇中#有
%F

例所分娩的新生儿罹患
/-Z$aJ"

%不同抗体效

价孕妇所分娩新生儿
/-Z$aJ"

发病率见表
'

)

表
'

""

不同抗体效价孕妇所分娩新生儿
/-Z$aJ"

发病率

抗体效价
#

发病例数$

#

& 发病率$

D

&

$

']F@ '+ % '')'

']F@ %, C @*),

!

']'%+ + A +A)*

!

!

(

']%*F + + ',,),

!

!

#

""

!

!与小于
']F@

组比较#

D

$

,),*

%

!

!与
']F@

组比较#

D

$

,),*

%

#

!与
']'%+

组比较#

D

$

,),*

)

G

"

讨
""

论

不规则抗体是指抗
$/

*抗
$-

和抗
$/-

以外的血型抗体#是

引起溶血性输血反应*

aJ"

*血型鉴定困难及疑难配血等的主

要原因'

%

(

)不规则抗体多分布于有妊娠史或输血史者及新生

儿#可诱发严重的免疫性溶血反应#包括流产*死胎及新生儿严

重贫血*胆红素脑病*智力低下'

(

(

)为此#卫生部规定患者$包

括孕妇&如需输血时#必须在输血前进行抗体筛选试验'

@

(

)目

前#红细胞血型抗体筛选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输血反应的诊断与

预防'

*

(

)其中
W.7

因具有操作简单*耗时少*影响因素少*结

果易于观察和保存等优势而备受青睐'

F$C

(

)本研究采用
W.7

对
+FC

例夫妇
/-Z

血型不合的孕妇血清进行血型不规则抗体

筛选及效价测定#结果显示抗
$/

$

-

&

6

?

.

效价大于或等于
']

F@

者占
*')AD

$

@@C

"

+FC

&%

'%

例
UE

$

J

&阴性孕妇抗
$J6

?

W

检

出率为
FF)AD

$

+

"

'%

&)

*@

例有
aJ"

发病风险的孕妇$即不

规则抗体阳性者&中#有
%F

例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罹患
/-Z$

aJ"

#说明部分夫妇血型不合的孕妇体内存在不规则抗体#且

孕妇血清中不规则抗体的效价与
/-Z$aJ"

发病率呈正相

关#与国内相关报道的结论相似'

',$''

(

)

综上所述#采用
W.7

检测孕妇血清中的不规则抗体及其

效价有助于发现不规则抗体阳性者#对降低母婴血型不合所致

aJ"

的发病率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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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和果糖胺检测对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价值

黄秀红

"河南省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
"

@F%,,,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糖化血红蛋白"

a</'I

$和果糖胺"

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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