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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是指由于母婴血型不合#母体血液中含有针

对胎儿或新生儿红细胞抗原的
5

E

B

抗体#并通过胎盘绒毛膜进

入胎儿血液循环#致敏胎儿而发生的同种免疫性溶血'在我

国#

&,b

血型系统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最为常见#但引起中等

程度和严重的新生儿溶血病最常见的原因是
8J

血型系统的

]

(

:

抗原#其次是
&

和
,

抗原'

&,b

系统抗原所致新生儿溶

血病中母亲为
b

型的最常见#即
&,b

型新生儿溶血病$

&,b6

]̂9

%'这种因母子血型不合而引发的新生儿溶血病#近年来

日益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为观察孕妇血液
5

E

B

抗体效价与

新生儿溶血病的关系#笔者对
!""

例孕妇血浆进行了血型
5

E

B

抗体测定#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月于深圳市第四人民

医院妇产科进行产检的妇女#共
!""

例'其中孕妇血型为
b

型而丈夫为
&

型(

,

型或
&,

型者共
%+"

例#孕妇非
b

型者
"*

例#丈夫孕妇均为
b

型
7

例'纳入研究的孕妇年龄
!%

#

*!

岁#

平均
!327

岁#均具有
%

次或
%

次以上妊娠史#无输血史'全部

采用枸橼酸钠真空管静脉采血#进行
&,b

(

8̂

$

]

%血型鉴定和

孕妇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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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抗体检测'

@2A

!

仪器与试剂
!

]@>A>KT

E

I

卡式离心机和微柱凝胶检测卡

$

]BBIL(<<MSG

%均由西班牙进口#由北京斑珀斯技贸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

0ce

型免疫微柱孵育器(单克隆微柱凝胶血型

卡(标准
&

(

,

红细胞$

#23i

%均由长春博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提供'

#2!M<L

"

-!6

巯基乙醇$

!6MI

%采用进口试剂$浓缩液%

自行配制'

@2B

!

方法

@2B2@

!

用单克隆微柱凝胶卡进行夫妇
&,b

正反定型(

8̂

$

]

%定型
!

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

@2B2A

!

配制中和血清$浆%

!

!##

)

-

孕妇血浆$血清%加入
!##

)

-#2!M<L

"

-

巯基乙醇$

!6MI

%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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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g

孵育
$#

#

7#M@A

'

@2B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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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效价
!

排
*

支小试管'第
%

管加
!#

)

-

中和

血清$血浆%及
%!7#

)

-

生理盐水'第
!

#

*

管各加
!##

)

-

生

理盐水#从第
%

管取
!##

)

-

加入第
!

管#依次倍比稀释$相应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5A=Z->SCI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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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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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度分别为
%!3

(

!"7

(

"%!

(

%#!*

%'上述各管分别取
"#

)

-

加于
]@>A>

E

IL(<<MSG

卡中#再分别加入
!"

)

-!i

的丈夫

8,(

#

$)g

孵育
%"M@A

'取出检测卡用
]@>A>

E

IL

专用离心机

离心
+M@A

#观察结果#结果按出现,

j

-的前一管的稀释度进行

抗体效价报告#效价
&

7*

为异常'

@2B2C

!

结果判断
!

红细胞抗原与相应抗体在微柱凝胶中形成

的特异性抗原抗体复合物悬浮在凝胶表面或凝胶中#为阳性反

应&沉于凝胶的底部为阴性反应#以出现阳性反应的最适合稀

释度为
5

E

B

抗
&

$

,

%的效价'

@2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7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不

同血型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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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效价比较用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本组孕妇血型检测共
!""

例#

8̂

$

]

%均为阳性#其中夫妇

&,b

血型不合$丈夫
&

(

,

或
&,

型#孕妇
b

型%

%+"

例#占

)72"i

'在
&,b

血型不合
%+"

例检测中#

5

E

B

抗
&

$

,

%效价为

7*

的有
%!

例$

72!i

%#效价为
7*

的有
%!

例$

72!i

%#效价为

%!3

的有
7#

例$

$#23i

%#

"7

的有
$+

例$

!#i

%#

"%!

的有
*"

例

$

!$2#i

%#

%#!*

的有
!)

例$

%$23i

%#血型分布情况为丈夫"孕

妇的血型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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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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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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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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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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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

b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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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2"i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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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

$

,

%效价绝大部分小于
7*

'

!""

例不同血型的
5

E

B

抗
&

$

,

%效价分布情况见表
%

'其

中丈夫"孕妇血型组合为
&

"

b

的
5

E

B

抗体异常阳性比例占

"#23i

$

++

"

%+"

%&丈夫"孕妇血型组合为
,

"

b

的
5

E

B

抗体异常

阳性比例占
$#23i

$

7#

"

%+"

%&丈夫"孕妇血型组合为
&,

"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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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抗体异常阳性率为
%!2$i

$

!*

"

%+"

%'

&

"

b

与
,

"

b

两种组

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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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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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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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病机制是胎儿的血型基因一半来自母

亲#另一半来自父亲#当胎儿从父亲继承的红细胞抗原#恰为母

亲所缺乏时#胎儿的红细胞对母亲是一种抗原#可刺激母体产

生相应的
5

E

B

抗体#这些抗体又可经胎盘进入胎儿体内#破坏

胎儿红细胞#出现胎儿或新生儿溶血病'我国
8J

血型不合引

起的新生儿溶血病远较
&,b

少见#但
8J

血型
]

抗原是引起

中度和重度新生儿溶血病的最常见原因#而在产前进行一定的

免疫预防措施可有效降低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

%

*

'

从理论上讲#母"子血型为
b

"

&

(

b

"

,

(

b

"

&,

(

&

"

,

(

,

"

&

等

组合都有可能使新生儿发生新生儿溶血病#但实际上
+#i

以

上的新生儿溶血病患儿母亲为
b

型#这是由于母体内存在
5

E

B

抗
&

(抗
,

所致#而且第一胎即可发病'但由于胎盘屏障的保

护作用(血型物质部分中和抗体作用以及胎儿红细胞抗原吸收

作用等因素#

&,b6̂ ]9

一般不易做到产前准确预报'国内外

研究证明#母体血清中
5

E

B

性质血型抗体含量的高低与新生儿

溶血病发病率有直接关系#孕妇体内
5

E

B

性质抗体效价的高低

可预测其体内胎儿发生新生儿溶血病概率的大小'如果母体

内
5

E

B

抗
&

$

,

%效价随着孕期增加$

!#

周后%而增长#提示胎儿

受害的可能性增大'严重者可引起胎儿贫血(水肿(流产(死

胎(早产及新生儿溶血病或核黄疸'传统试管法一般当孕妇

5

E

B

抗
&

$

,

%效价大于或等于
7*

可认为有临床意义#当效价大

于或等于
!"7

或者检测到抗体效价持续升高达
*

倍以上时#可

认为胎儿受害可能性大#应进行定期检测#必要时采取药物治

疗)

!

*

'微柱凝胶法较传统试管法平均提高
!

#

$

个效价#采用

微柱凝胶法后#由于灵敏度和特异性得到提高#效价$效价%也

随之提高'因此#使用微柱凝胶法时以抗体效价大于或等于

%!3

为新生可能受害水平)

$6*

*

'然而实际工作中孕妇体内抗
&

$

,

%

5

E

B

抗体效价大于
%!3

并发生新生儿溶血的概率很小'一

些高抗体水平的个体不发生新生儿溶血病而一些低抗体水平

的个体发生了中至重度的新生儿溶血病)

"

*

#这与部分新生儿血

型跟母体相同以及孕妇胎盘致密性情况有关'另一方面
5

E

B

抗体亚型的因素如
5

E

B!

含量与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病无相关

性#

5

E

B*

在体内不能激活补体系统#不会引起红细胞的损害

等)

76)

*

'一些孕前未受胎儿免疫刺激的女性体内同样存在高效

价
5

E

B

抗体等因素干扰'怀孕后进行血型抗体效价复查#前后

两次效价结果升高才有意义#孕妇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可以

尽早发现不规则抗体#及时对孕妇进行新生儿溶血病的预防和

治疗#从而降低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

3

*

'

本组
%+"

例血型不合孕妇中#

5

E

B

抗
&

$

,

%效价大于或等

于
7*

者
%3$

例#阳性率为
+$23i

$

%3$

"

%+"

%#与王红梅等)

+

*报

道的
$+2)i

差别较大#与国内一些报道相近)

%#6%%

*

'原因是本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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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妇产科医生在对孕妇产前体检时#只要孕妇血型为
b

型#孕

期在
!#

周以上时均做产前
5

E

B

血型抗体检测#所以本组试验

多为孕妇为
b

型的人群'

7#

例血型分布情况为丈夫"孕妇!

&

"

,

(

,

"

&

(

&

"

&

(

,

"

,

(

&

"

&,

(

b

"

b

#

5

E

B

抗
&

$

,

%效价均小于

7*

#考虑发生新生儿溶血病的概率低#没有进一步研究'本组

7

例
b

"

b

抗体效价均小于
7*

#

$

例为先兆流产'本组
5

E

B

抗
&

$

,

%效价阳性率#丈夫"孕妇血型
&

"

b

与
,

"

b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林静)

%!

*的报道一致'本次试验发现丈夫"孕妇血型
&,

"

b

妻子抗体效价高于血型
&

"

b

#

,

"

b

组'

&

(

,

型血型的父亲

新生儿溶血病发病率高于
&,

型)

%$

*

#但
&,

血型的父亲其妻子

抗体效价更高#跟本次试验结果相符合#就其原因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引起
&,b6̂ ]9

的血型抗体都是
5

E

B

类抗体#此类抗体

是
$)g

条件下强反应性的温抗体#最具临床意义'这类不完

全抗体在孵育时都可以结合红细胞上的抗原#但不引起肉眼可

见的凝集反应#而抗人球蛋白实验能检出这种不完全抗体'本

组采用微柱凝胶检测卡#就是近年来兴起的免疫检测法#是免

疫学抗原抗体反应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原理是生物化学凝

胶过滤技术和免疫学抗原抗体反应相结合#通过调节凝胶的浓

度来控制凝胶间隙的大小#使其间隙只能允许游离的
8,(

通

过#从而使游离
8,(

与聚集
8,(

分离#如果通过离心
8,(

沉

积在凝胶管底部#则表明
8,(

未发生凝聚#为阴性反应'若

8,(

聚集在凝胶带上部或凝胶中#则表明
8,(

发生凝集#为

阳性反应'本法有操作简便(重复性好(灵敏度高#而且不需重

复洗涤红细胞(结果易于判断等优点#已广泛用于临床试验'

虽然母婴
&,b

血型不合仅少数发生新生儿溶血病

$

%72"i

%#但孕妇血清抗体效价与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率呈正相

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应建议
&,b

血型不合的孕妇#特别是

b

型血孕妇进行产前
5

E

B

血型抗体动态监测#针对抗体效价高

的孕妇给予药物治疗#是减少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有效方法#

对于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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