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参考范围低于男性#代谢能力等因素不同#符合相关文

献'

"&

(

)建议需重建参考范围的项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需按

性别分类统计#再以秩和检验判断是否需继续分段'

""

(

)

本院收治人群年龄段集中#故本实验并未对年龄进行分类

试验)但如果重建项目如碱性磷酸酶有不同年龄段临床意义#

则须针对性别分类后#再对年龄段进行分类'

"#

(

)而对
=Z!

这

类项目#如院方收治病患年龄段分散#也需要根据年龄段进行

分类#尤其是收治老年病患较多的情况#由于老年人的代谢能

力下降#也需要对年龄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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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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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

!

类同种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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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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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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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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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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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W

血型鉴定工作中#红细胞意外抗体的存在常常

导致正反定型不符)常见的干扰
=:W

血型反定型的意外抗

体包括同种抗体*自身抗体*药物抗体等'

"

(

)除此之外#临床上

尚存在一种特殊的-类同种抗体.

'

#

(

#它能导致
=:W

血型正反

定型不符#同时也困扰抗体鉴定结果)本所遇
"

例罕见的抗
1

+

类同种抗体致
=:W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及新生儿溶血病#现

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临床病例
!

患者#女#

(%

岁#

)D9"

#无输血史#无特殊疾病

史)本次孕前检查
=:W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送至本所鉴定)

A$B

!

仪器与试剂
!

单克隆抗
1=

$批号
#&"%"&"@

%*抗
1:

$批号

#&"%"&"@

%*抗
1+

$批号
#&"%"##%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剂盒抗

R

O

)

$批号
#&"%%"&"

%购自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人

源抗
1+

为本实验室自制&谱细胞
"

$批号
D("'&D

%购自
<S1

=)S]Z

#谱细胞
#

$批号
?&&&##DE&@

%购自
Z5H

6

7-H

)

=

*

:

*

W

型

标准红细胞$批号
#&"'%(&(

%购自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离心机
a=1##&&

购自日本久保田公司)

A$C

!

方法
!

=:W

血型鉴定*

<L

$

*

%*

+]

血型鉴定及抗体鉴

定等均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第
E

版%及相关试

剂说明书进行)患者血清用两套谱细胞进行抗体鉴定)对血

清中检测出的特异性抗体#用特异性抗原阴性的红细胞进行吸

收放散试验#以鉴别抗体类型)

B

!

结
!!

果

B$A

!

血型鉴定
!

患者血型正定型为
=

型#反定型结果显示
=

细胞*

:

细胞*

W

细胞均为凝集状态#但与自身细胞无凝集)见

表
"

)

表
"

!!

患者
=:W

血型正反定型结果

盐水法
正定型

= :

反定型

=. :. W.

自身

对照

"

次离心
CCCC & C CCC C &

多次离心
CCCC & C CCC C &

B$B

!

直接抗球蛋白试验
!

多特异性抗球蛋白$

V

%*抗
1R

O

)

$

V

%*抗
1;(N

$

V

%)

表
#

!!

患者血清与谱细胞
"

反应格局

项目
" # ( E % ' D ? @ "& ""

自身

抗
1+ C C C C C C C & C & C

"

]Z C C C C C C C & C & C &

R=! C C C C C C C & C & C &

!!

注&"表示无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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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抗体鉴定
!

患者血清与两种谱细胞反应格局均提示
R

O

+

和
R

O

)

同种抗
1+

的存在#见表
#

*

(

)

表
(

!!

患者血清与谱细胞
#

反应格局

项目
" # ( E % ' D ? @ "& "" "# "( "E "% "'

自身

抗
1+ & C & & & C & C C & C & & C C C

"

]Z & C & & & C & C C & C & & C C C &

R=! & C & & & C & C C & C & & C C C &

!!

注!"表示无数据)

B$D

!

特异性抗原鉴定
!

患者红细胞与单克隆抗
1+

及人源抗
1

+

反应均有凝集#凝集强度为
CCCC

*

CCC

)

B$E

!

类抗体的鉴别
!

患者血清用
=

*

+

$

V

%

]

$

C

%红细胞

(Dd

*

'&I-H

吸收后#乙醚放散)吸收后的上清液与第
"

组谱

细胞
"

号谱细胞$

++

%反应$阳性%#与
?

号谱细胞$

]]

%反应

$阴性%&放散液与
"

*

?

号谱细胞均反应阴性#证实为类抗
1+

)

B$F

!

抗体效价测定
!

用
++

细胞作效价测定#得出抗类抗
1+

效价为
"'

)

B$L

!

其他试验
!

新生儿红细胞
+

抗原$阴性%#新生儿血清中

检出
R

O

)

类抗
1+

)

C

!

讨
!!

论

!!

=:W

血型正反定型时#反定型
W

细胞是发现不规则抗体

的一个途径)当提示有不规则抗体时#需要进行抗体鉴定)在

确定其特异性后#还需要验证红细胞上面是否有相应抗原以进

一步证实鉴定结果)本病例中#患者因为
=:W

血型鉴定时反

定型
=

*

:

*

W

细胞均有凝集而送至本所)初步鉴定时怀疑患者

存在不规则抗体#经第
"

组谱细胞$

""

组%鉴定为抗
1+

#并且

R

O

+

类和
R

O

)

类抗
1+

均存在)但进一步对患者红细胞上的

+

抗原进行确认时#发现患者红细胞对单克隆抗
1+

和人源抗
1

+

均有凝集#抗体特异性和自身血型结果相矛盾)用第
#

组

谱细胞$

"'

组%再次对患者血清进行检测#进一步确认了
R

O

+

类和
R

O

)

类抗
1+

的存在)由此认为#患者血清中的抗
1+

可能

为抗
1+

类同种抗体$简称类抗
1+

%#并因为患者直接抗人球蛋

白试验$

V

%#抗体鉴定过程中自身对照亦为$

V

%#排除了自身

抗体的影响#最终经吸收放散等试验证实该抗体的确为类

抗
1+

)

所谓类同种抗体是指介于同种抗体和自身抗体之间#兼有

两者特点的一类特殊抗体)该类抗体可选择性地针对相应红

细胞上的血型抗原#可通过相应谱细胞格局予以鉴定#具有类

似于同种抗体的性质#同时又有针对自身红细胞上该抗体相对

应血型抗原的自身抗体的性质'

(

(

)类同种抗体最早于
"@%?

年

予以描述#后相继有相关报道)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部分集

中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及一小部分直抗阳性患者上#

以
<L

类的类同种抗体居多#并且可以和自身抗体*同种抗体

等合并存在'

E

(

)向东等'

%

(对
#%D

例红细胞及自身抗体的血清

学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类同种抗体所占比例为
?$'B

#

大部分属于
<L

系统#少数属于
+]Z

和
a-NN

系统)本例患者

有多次妊娠*流产史#推测由此导致类抗
1+

产生的可能性较

大)同时#在患者分娩后#其孩子有黄疸等新生儿溶血病的表

现#在孩子血清中检出
R

O

)

类抗
1+

#进一步证实了患者体内类

抗
1+

的存在)李勇等'

'

(对类抗
1+

曾有描述#类抗
+

不与产

生抗体的
+

型本人细胞反应#但是与其他
+

阳性的个体反

应)其中有
"

例患者的类
1+

同种抗体不与自己的
E

个
+C]

C

表型的孩子细胞反应#这些孩子继承了他的
+

抗原&在另一

个例子#类
1+

抗体不与自己妹妹的
+C]C

红细胞反应)本

实验结果与其一致#但因孩子
+

抗原为阴性#患者又无其他直

系亲属#所以未观察到类似的遗传现象)

本例作为
"

例罕见的类抗
1+

#具有
R

O

)

和
R

O

+

类性质#未

合并有其他同种抗体和自身抗体#并能导致新生儿溶血病发

生#因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临床输血时#在为此类患者选

择血液时除了少数病例报道外#还没有专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报告)向东等'

%

(认为可选择避开类同种抗体特异性的红细胞

输注#而不考虑患者自身相应的血型#这样输注的红细胞可明

显延长体内存活时间)但袁文声等'

D

(认为如果患者血清中只

含有类同种抗体不一定要输注抗原阴性红细胞#可输注-最少

不相容.红细胞)究竟何种输血策略最适合此类患者#需要更

多的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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