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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微柱凝胶技术在临床安全输血中的应用。方法取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输血治疗的 3315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采用微柱凝胶技术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以及交叉配血试验，并将结果与凝聚胺法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两种方法对不规则抗体检
出率无显著差异（P＞0.05）；在 3315 例患者中经微柱凝胶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有 24 例存在配血不合，不合率为 0.72%，而经凝聚胺法试
验显示存在 15 例配血不合，不合率为 0.45%。微柱凝胶法的灵敏度为 95.8%高于凝聚胺法的 58.3%（X2=5.110,P＜0.05）。结论采用微柱凝胶
技术的灵敏度相对较高、结果准确、检测简单，并能够保证临床安全输血，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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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输血医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

逐渐成为临床特殊治疗以及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方案[1]。在以往的
输血技术中，如酶法、盐水法等的灵敏度相对较低，且耗时较长，
对受血者的输血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微柱凝胶技术是近年来新型的
一种较为安全的输血方法，并具有快速、安全、灵敏等特点，并已
在部分发达国家中得到推广应用[2]。本研究通过采用微住凝胶技术
进行交叉配血以及不规则抗体检验，从而探讨其安全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2019年1月-2019年12月来我院接受输血治疗的3315例患者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中男 1891例，女1424例，年龄18-80岁，平
均（49.1±10.3）岁。入选人员均知情并同意本研究，同时该研究
获得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方法 
1.2.1试剂与仪器检测试剂：检测仪器中的血清学专用离心机

（型号：BASO2005-2）由台湾贝索企业提供；抗人球蛋白检测卡、
微柱凝胶卡专用离心机以及孵育器均由北京佰利申科贸易公司提
供；筛选细胞以及改良凝聚胺剂均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公司提供。 

1.2.2采用微柱凝胶法与凝聚胺法对所有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
筛选，并比较其抗体检出率；并对入选患者选取ABO血型以及Rh
（D）血型同型的红细胞悬液利用微柱凝胶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
并与凝聚胺法对同样标本进行交叉配血试验的结果进行对照，观察
并记录其配血不合灵敏度情况。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进行分析，计数进行 X2（%）检验，计量进行 t

检测（`x±s）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种方法对不规则抗体筛查情况对比 
两种方法对不规则抗体检出率无显著差异（P＞0.05），具体见

表 1。 
表 1  比较两种方法对不规则抗体筛查情况（例，%） 

组别 例数 抗 C 抗 D 抗 M 抗 E 抗 Dc 未确定特异性 总检出率 
凝聚胺法 3315 2（0.06） 1（0.03） 3（0.09） 4（0.12） 1（0.03） 2（0.06） 13（0.39） 
微柱凝胶法 3315 3（0.09） 1（0.03） 4（0.12） 6（0.18） 0（0.0） 4（0.12） 18（0.54） 
X2 / / / / / / / 1.631 
P / / / / / / / ＞0.05 

2.2 两种交叉配血方法不合情况分析 
在 3315 例患者中经微柱凝胶法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有 24 例存

在配血不合，不合率为 0.72%，而经凝聚胺法试验显示存在 15 例
配血不合，不合率为 0.45%。微柱凝胶法的灵敏度为 95.8%高于凝
聚胺法的 58.3%（X2=5.110,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种交叉配血方法不合情况（例，%） 

组别 例数 不规则抗体 自身抗体 类孟买血型 
凝聚胺法 15 12 2 1 
微柱凝胶法 24 17 6 1 

3 讨论 
临床中主要采用血型鉴定、抗体筛查以及交叉配血等进行输血

检查，其本质均为抗原-抗体反应，盐水法以及抗人球蛋白法等是
较为传统的检测方法。但上述两种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均存在局限
性，不易在临床中广泛推广。凝聚胺法是一种相对简单且快速的检
测方法，其检测原理主要是通过利用低离子介质从而使得介质的离
子强度显著降低，并使红细胞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最终促使血清
中的抗体与红细胞发生特异性结合[3]。但该方法在应用期间极易受
患者体内血浆蛋白以及冷凝集素等的影响，并对Kell血型系中的K
抗体不易检出，进而导致特殊血型漏检情况出现。经本研究显示：
两种方法对不规则抗体检出率无显著差异（P＞0.05）；微柱凝胶法
的灵敏度为95.8%高于凝聚胺法的58.3%（X2=5.110,P＜0.05）。说明，
采用微柱凝胶技术的检测的灵敏度相对较高，有利于保证临床输血
安全。微柱凝胶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红细胞免疫学检测技术，与此同
时，微柱内还含有具有大分子梯度的抗球蛋白以及密度溶液，使其
无需进行红细胞洗涤则可进行抗人球蛋白试验，促进检测灵敏度的

显著提升，并能够对弱凝集血液标本进行有效检出，增加其检测的
准确性[4]。与传统的抗人球蛋白试验方法比较，微柱凝胶技术操作
相对简单，对于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同时反应时间较
短、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且结果易于判定，从而利于在临床中应用及
推广。 

综上所述，采用微柱凝胶技术的灵敏度相对较高、结果准确、
检测简单，并能够保证临床安全输血，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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