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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系统存在许多变异型和卫星抗原#抗原复杂程

度仅次于
S@

血型系统)

M6?<;0>;A

1

;A

血型系统是与
M'(

血

型系统有关的相对较稀有的血型系统#二者间存在可特异性重

叠的低频同种抗原#所识别的位点相互覆盖#相应的血型抗体

存在交叉反应#很难分离'

!

(

)与欧美人群比相比#亚洲人群发

生
M6?<;0>;A

1

;A

血型系统的抗原,抗体反应的可能性更高#尤

其是中国南方地区人群)

M6?<;0>;A

1

;A

血型系统抗原,抗体反

应能引起严重的新生儿溶血和溶血性输血反应)

MEA

抗原是

M6?<;0>;A

1

;A

血型系统抗原之一#含有
MEA

抗原的细胞又称为

M6

&

细胞)本血站在
!3&&&

例无偿献血者标本连续发现
"

例

抗
-MEA

抗体阳性者#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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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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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无偿献血者杨某$

(!

&#女#

"&!/

年
8

月
"/

日

献血#医院交叉配血试验次侧不合#

&

号抗体筛选细胞$瑞士达

亚美公司产品&反应阳性%送本站检测#鉴定为抗
MEA

抗体)

无偿献血者刘某$

("

&#女#

"&!/

年
4

月
%

日献血#因正反血型

定型结果不一致#检出抗
MEA

抗体)

B#C

!

仪器与试剂
!

抗体筛选细胞,谱细胞购自上海血液生物

医药公司#抗人球蛋白凝胶卡及离心机购自瑞士达亚美公司)

B#D

!

方法
!

红细胞血型抗体鉴定,

.\P

血型鉴定参照*中国

输血技术操作规程+#抗人球蛋白凝胶卡操作参照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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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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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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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筛查
!

(!

献血者标本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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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条件

下#抗人球蛋白凝胶卡与筛选细胞$上海血液生物医药公司产

品&均无反应#但与医院采用的筛选细胞中的
&

号筛选细胞$瑞

士达亚美公司产品&呈阳性反应#提示存在
M'(

系统抗体)

("

献血者标本
/e

,

%8e

#抗人球蛋白凝胶卡与筛选细胞$上海

血液生物医药公司产品&均无反应)怀疑可能由于上海血液生

物医药公司提供的筛选细胞中没有
M6

&

细胞#从而造成抗体

漏检)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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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鉴定
!

在抗人球蛋白凝胶卡反应中#

"

例献血者血

清均只与
8

号鉴定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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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献血者的血清

中含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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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抗体鉴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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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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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一组变异抗原#是由

于血型糖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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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型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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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基因发生

重组而形成的抗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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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原交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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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

的表现型)

MEA

抗原是该系统中最常见的抗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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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

抗原在东亚和东南亚滨海地区分布频率较高#泰国人群为

!&Q

#中国台湾,香港人群为
8#%Q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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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于马来西亚

的中国籍人群为
/#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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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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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可引起严重的新生儿

溶血和溶血性输血反应#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抗
-MEA

抗体

的分布频率#国内学者报道结果为
&#&8Q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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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本批次筛选细胞中没有
M6

&

细胞#导致抗
-MEA

抗体的漏检)

目前#国内采供血机构对献血者没有实施全面的抗体筛

查#常有抗体漏检发生)本站在
"&!/

年
8

!

4

月约
!3&&&

例

献血者中连续发现
"

例抗
-MEA

抗体阳性献血者#有很大的偶

然性)献血者
("

的发现也是因为本站自行配制的红细胞中可

能含
MEA

抗原)本次发现的
"

例献血者均为女性#无手术和

输血史#均有生育史#考虑抗体可能在妊娠,分娩时产生)据了

解#某些基层医院仍然采用盐水法配血试验#抗体筛查也未全

面开展)因此#笔者建议血站应开展比较全面的抗体筛查#并

且选择含有
MEA

抗原的
P

型红细胞作为抗体筛选细胞#从而

提高输血的安全性#保证用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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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经皮肾镜取石术

$

X*'+

&和输尿管肾镜取石术创伤小,恢复快,成功率高#是治

疗肾结石和输尿管上段结石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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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谱抗菌药

物的广泛应用#临床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性逐渐增强)不同地区

临床常见病原菌有所差异#但革兰阴性杆菌仍是造成医院感染

的主要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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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泌尿系结石患者术前进行尿培养及致病

菌耐药性监测#有利于在术后出现发热或脓毒血症时有针对性

地使用抗菌药物#及时,有效地控制泌尿系统感染'

%

(

)同时#也

能降低抗菌药物滥用的风险#避免真菌或多重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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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院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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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泌尿系结石患者实施输尿管

镜检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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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生术后继发脓毒血症#尽管无死亡病例#但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将
!

例双肾结石并肾积水,肾功能不全患

者输尿管镜检查术后继发严重脓毒血症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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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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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

$%

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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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感双侧腰腹部阵发性疼痛不

适#向会阴部放射#于外院就诊#彩超示!双肾结石并肾积水#经

输液治疗$具体用药不详&后无好转%

"&!%

年
!!

月
8

日以1无明

显诱因出现双侧腰腹部疼痛不适
!

周2为主诉于本院住院治疗)

入院时#患者无恶心,呕吐,发热,腹胀,尿急,尿频#查体示!体温

%$#8e

#脉搏
88

次"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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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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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往史!

!&

年前于外院行右侧
X*'+

及左侧开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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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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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实验室指标检查!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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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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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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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
&#4/

#嗜酸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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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红细胞
"o

#尿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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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未见异常)心电图,胸

片检查未见异常)尿培养!检出大肠埃希菌$产超广谱
%

内酰

胺酶&#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敏感)

\

超检查!双肾结石并肾积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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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双侧肾多发性结石并双肾重度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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