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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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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溶血三项试验在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对
78(

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血液标本

进行溶血三项试验检测!并对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X

血型相关新生儿溶血病"

%]X&\1$

#在患儿中的阳性率为

9549W

!

#C

血型相关新生儿溶血病"

#C&\1$

#阳性率为
.47W

$放散试验阳性率为
::47(W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率为

564'(W

!游离抗体试验阳性率为
7.49(W

$

%]X&\1$

阳性率与血型相关!

%

型新生儿阳性率高于
]

型!而与性别无关$结论
!

溶血三项试验在
\1$

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较
]

型更易因
%]X&\1$

所致$

关键词"高胆红素血症&

!

新生儿溶血病&

!

直接抗球蛋白试验&

!

游离抗体试验&

!

释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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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1$

%一般特指母婴血型不合而引起的胎

儿或新生儿免疫性溶血性疾病#临床表现为新生儿黄疸(贫血(

水肿(肝脾肿大#严重时可导致死胎(新生儿死亡等)

(&'

*

'溶血

三项试验一般包括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简称直抗试验%(游离

抗体试验$简称游离试验%和放散试验#可用于
\1$

的诊断#

也可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9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78(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检测结果'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6

年
'

月于本院就诊的高

胆红素血症确诊新生儿
78(

例'

A4B

!

仪器与试剂
!

Ô /

型免疫微柱孵育器(

]̂ S

型血型血清

学多用离心机购自长春博研科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新生儿

%]X

"

#C1

血型鉴定微柱凝胶卡(

\1$

检测微柱凝胶卡(抗人

球蛋白检测微柱凝胶卡(谱细胞购自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直抗试验检测试剂(

%]X

及
#C

血型定型试剂购自上

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

(

]

(

X

红细胞悬液由本室

自制'

A4C

!

方法

A4C4A

!

标本采集
!

以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真空采血管采集

新生儿静脉血标本'

A4C4B

!

标本检测
!

$

(

%血型鉴定!取患儿
.45W

红细胞悬液#

加入新生儿
%]X

"

#C1

血型鉴定微柱凝胶卡反应孔中#每孔

6.

%

S

#离心观察结果'$

'

%直抗试验!取患儿红细胞#生理盐水

洗涤
7

次#配成浓度为
'W

!

6W

的悬液#向
'

滴含抗
V

H

T

(

R9G

多抗(生理盐水管中各加入
(

滴悬液#混匀(离心#镜下观察结

果'$

9

%游离试验!取
\1$

检测微柱凝胶卡#在
(

(

'

(

9

孔中各

加入患儿血浆
6.

%

S

#再分别加入
6.

%

S.45W

的
%

(

]

(

X

红细

胞悬液'$

-

%放散试验!采用热放散试验'在
\1$

检测微柱

凝胶卡
-

(

6

(

7

孔中各加入患儿的放散液
6.

%

S

#再分别加入
6.

%

S.45W

的
%

(

]

(

X

红细胞悬液#

98h

孵育
(6!"=

#离心观察

结果'若放散出
%]X

以外的抗体#进行不规则抗体鉴定'$

6

%

不规则抗体鉴定!将浓度为
.46W

!

.45W

的谱细胞
(

!

(.

号

分别加入抗人球蛋白检测微柱凝胶卡中#在相应孔中分别加入

待测标本#

98h

孵育
(6!"=

#离心观察结果'微柱凝胶卡试验

结果判断标准!红细胞在微柱上端或分布在凝胶中判为阳性#

红细胞沉降至微柱底部判为阴性'

A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I22(7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4A

!

溶血三项试验检测结果
!

在
78(

例标本中#检出
\1$

所致高胆红素血症
'7(

例#占
954:W

#其中
'68

例为
%]X

血

型相关新生儿溶血病$

%]X&\1$

%#阳性率为
9549W

#

-

例为

#C

血型相关新生儿溶血病$

#C&\1$

%#阳性率为
.47W

'在确

定的
\1$

标 本 中#

%]X&\1$

占
:54-8W

#

#C&\1$

占

(469W

#见表
(

'在
%]X&\1$

中#放散试验阳性率最高

$

::47(W

%#其次为直抗试验$

564'(W

%(游离试验$

7.49(W

%'

三项试验优化组合诊断
%]X&\1$

阳性率依次为!直抗试验

d

游离试验
d

放散试验
(

直抗试验
d

放散试验
(

放散试验
(

游离试验
d

放散试验
(

直抗试验
d

游离试验'

表
(

!!

溶血三项试验检测结果

序号
直抗

试验

游离

试验

放散

试验

%]X

以外的

抗体筛选试验
结果判断

例数

$

'

%

( d d d f

确诊
%]X&\1$ (-(

' d f d f

确诊
%]X&\1$ 88

9 f d d f

确诊
%]X&\1$ (9

- f f d f

确诊
%]X&\1$ '6

6 d d f f

确诊
%]X&\1$ (

7 d f f f

可疑
%]X&\1$ 6

8 f d f f

可疑
%]X&\1$ (

5 f f f f

非
\1$ -.-

: d f d d

确诊
#C&\1$ -

B4B

!

\1$

患儿血型分布
!

-

例
#C&\1$

患儿均为
X

型'

%]X&\1$

患儿中#

(

例为
%]

型$母亲为
%

型%#其余患儿为

%

或
]

型$母亲均为
X

型%#见表
'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

型

患儿$母亲为
X

型%

\1$

阳性率高于
]

型患儿$母亲为
X

型#

B

$

.4.6

%'

B4C

!

释放试验抗
&%]

检出率
!

%

型患儿$母亲为
X

型%抗
&%]

检出率为
-.456W

#

]

型患儿$母亲为
X

型%抗
&%]

检出率为

''459W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即在
%]X&

\1$

患儿中#

%

型患儿抗
&%]

检出率高于
]

型患儿#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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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部分
%]X&\1$

患儿血型分布

母
&

婴血型
'

非
\1$

$

'

%

\1$

$

'

% 可疑$

'

% 阳性率$

W

%

X&% '6( 56 (7- ' 7649-

X&] (:8 (.( :' - -748.

合计
--5 (57 '67 7 684(-

表
9

!!

%]X&\1$

患儿释放试验抗
&%]

检出率

母
&

婴血型
'

检出$

'

% 未检出$

'

% 检出率$

W

%

X&% (7- 78 :8 -.456

X&] :' '( 8( ''459

合计
'67 55 (7: 9-495

B4D

!

患儿性别与
\1$

的关系
!

男(女性患儿
\1$

阳性率分

别为
9746(W

(

-(4:5W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儿
\1$

阳性率

性别
' \1$

$

'

% 非
\1$

$

'

% 可疑$

'

% 阳性率$

W

%

男
985 (95 '97 - 9746(

女
':9 ('9 (75 ' -(4:5

合计
78( '7( -.- 7 954:.

C

!

讨
!!

论

本研究在
78(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中#检出
'7(

例

\1$

患儿#

\1$

阳性率为
954:W

#略高于类似研究报道的

9.4-W

)

-

*

'在 溶 血 三 项 试 验 中#放 散 试 验 阳 性 率 最 高

$

::47(W

%#其次为直抗试验$

564'(W

%#游离试验阳性率最低

$

7.49(W

%'但本研究结果高于国内报道的直抗试验阳性率

$

-'4(W

%和游离试验阳性率$

-649W

%

)

6

*

'分析原因可能为于

本院就诊的患儿多数由外院转来#病情较重#较易检出'

本研究中#

%

型患儿$母亲为
X

型%抗
&%]

检出率高于
]

型患儿$母亲为
X

型%#提示母亲为
X

型时#其体内的
V

H

T

型

抗
&%]

抗体可通过胎盘#且更易结合胎儿
%

型红细胞#说明本

地区
X

型孕妇孕育的
%

型胎儿发生
\1$

的可能性大于
]

型

胎儿#可能与
%

型红细胞上的抗原位点多于
]

型红细胞#与

V

H

T

抗体的结合力强于
]

型有关'这与李小红等)

7

*报道的
%

型患儿
\1$

阳性率高于
]

型结果一致#但与陈陆飞等)

8

*报道

的
]

型患儿
\1$

阳性率高于
%

型患儿及
%N

H

BA

等)

5

*报道的

\1$

与
%

(

]

血型无相关性存在差异#可能与各地区人群血型

基因频率分布不同有关'

\1$

好发于
X

型母亲孕妇的
%

或
]

型新生儿#但母亲血

型为
%

或
]

型#新生儿血型为
]

(

%

或
%]

型时#也有发生
\1$

的可能'因此#一旦发现母婴血型不合#且新生儿已出现黄疸#

应及时进行溶血相关试验检测#以便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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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RZ

与
T7I1

活性在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陈丕绩(

!谢意文(

!蔡巧青'

!蒋
!

明(

"

(4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深圳
6(5.5(

&

'4

广东省深圳市

北大深圳医院妇产科!广东深圳
6(5...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平均红细胞体积"

)RZ

#和葡萄糖
&7&

磷酸脱氢酶"

T7I1

#在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简称地贫#筛查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9

年
5

月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确诊的地贫患者
(5.

例和体检健康者
(5.

进行

)RZ

%

T7:1

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地贫患者
)RZ

水平低于健康者!

T7I1

水平高于健康者"

B

$

.4.6

#$在

不同类型地贫患者中!

-

地贫%

'

地贫%

-

合并
'

地贫患者间
)RZ

%

T7I1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

)RZ

%

T7I1

联

合检测的特异度最高!达
:74'W

!

)RZ

单独检测的灵敏度最高!为
::4'W

$结论
!

)RZ

和
T7I1

对地贫筛查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

)RZ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
)RZ

和
T7I1

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适合作为辅助指标应用于临床$

关键词"地中海贫血&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

平均红细胞体积&

!

葡萄糖
&7&

磷酸脱氢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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