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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ＴＡ抗凝标本保存条件和时间
对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的影响

徐　朴　周　愫　何紫琪　余　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保存条件下保存时间对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体检健康人群 １２８例 ＥＤＴＡ

－Ｋ２抗凝标本室温保存，另 １２８例 ＥＤＴＡ－Ｋ２抗凝标本 ４℃保存，观察开始溶血和完全溶血时间，对未溶血标本、部分溶血和完

全溶血标本分别用微柱凝胶法进行血型鉴定。结果　ＥＤＴＡ抗凝标本在室温和 ４℃条件下保存 １周均无溶血发生；第 １４天时，

常温保存标本约有 １／３开始溶血，４℃保存标本只有少量发生溶血；常温保存标本第 ３５天时均完全溶血，而 ４℃保存标本第 ７７天

时均完全溶血。标本未溶血时，正反定型结果均清晰可见；标本发生部分溶血时，正定型结果无影响，反定型结果有影响；标本完

全溶血时，正反定型结果均有严重影响。结论　在室温和 ４℃条件下，ＥＤＴＡ抗凝标本的最佳保存时间为 １周，此时用微柱凝胶

法检测血型不受影响；常温标本保存 ３５天内、４℃标本保存 ７７天内，对反定型有影响，此时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须谨慎；常温

标本保存超过 ３５天、４℃标本保存超过 ７７天则不宜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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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ＴＡ抗凝标本是血型检测常用的标本，而微柱
凝胶法是目前检测血型的常用方法

［１～５］
。临床输血

相关法规规定输血标本检测后于 ２～６℃至少保存 ７
天，主要是为了追查不良事件，如果能保存更长时间

则更有利于追查不良事件，但 ＥＤＴＡ抗凝标本究竟保
存多长时间仍然能有效地检测出血型，目前尚无报

道。本研究对血型标本保存时间和结果的准确性方

面进行了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随机收集笔者医院 ２０１７年 ９月体
检健康人群 ＥＤＴＡ－Ｋ２抗凝标本２５６例，分为常温组
和４℃组。常温组 １２８例，其中男性 ７６例，女性 ５２
例，患者年龄 １８～５６岁，中位年龄 ３５岁；４℃组 １２８
例，其中男性６７例，女性６１例，患者年龄 １９～５３岁，
中位年龄 ３２岁；为避免血型之间的差异，每组 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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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ＡＢ型、Ｏ型标本各选取 ６４例。经统计学分析，
各组间年龄、性别构成、ＡＢＯ血型比例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试剂与仪器：ＡＢＯ、ＲｈＤ血型定型检测卡由长
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人 ＡＢＯ血型反
定型用红细胞试剂盒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卡式离心机为 ＢＹＬ型血型血清学多用途
离心机。

３．保存条件与观察指标：常温组于室温下保存，
４℃于２～６℃冰箱保存，观察标本开始发生溶血（部
分溶血）和完全溶血的时间。

４．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对发生溶血不同阶段的
标本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按试剂说明书要求进行

操作，在 ＢＹＬ型血型血清学多用途离心机上离心后
观察结果。

５．统计学方法：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各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不同保存条件下标本溶血状态比较：标本分类

保存后开始记录，第１周均未发现溶血。从第 ２周开
始，无论哪种条件保存，均有部分标本开始溶血。常

温保存至 ３５天时所有标本均完全溶血，４℃保存至
７７天时所有标本均完全溶血。４℃与常温条件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 １　不同保存条件下标本溶血状态比较 （ｎ）

时间

常温 ４℃

不溶血
部分

溶血

完全

溶血
不溶血

部分

溶血

完全

溶血

７天 １２８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１４天 ０ ４３ ０ １２０ ８ ０

２１天 ０ ７１ ５７ ０ １２８ ０

２８天 ０ １６ １１２ ０ １２８ ０

３５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４ ４

４２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１００ ２８

４９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８５ ４３

５６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２４ １０４

６３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９ １１９

７０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７ １２１

７７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１２８

８４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１２８

９１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１２８

９８天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１２８

　　与常温比较，ｔ＝３．０３３，Ｐ＝０．０１１

　　２．不同溶血状态对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的影响：

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当标本不溶血时正反定型结

果均清晰可见，详见图１；部分溶血时，正定型无影响
而反定型稍有影响，但不影响血型鉴定，详见图 ２；当
标本完全溶血后，反定型无法判断结果，而正定型结

果已模糊不清，血型不能准确鉴定，详见图３。

图 １　未溶血时微柱凝胶法检测结果

图 ２　部分溶血时微柱凝胶法检测结果

图 ３　完全溶血时微柱凝胶法检测结果

讨　　论
安全有效的临床输血是现代医疗中的一项重要

措施，而准确的血型鉴定是临床输血安全的重要保

障
［６～８］

。为保障临床输血安全及输血后不良事件追

踪与调查，无论是临床输血科（血库）还是血站，均会

对检测的血型标本留存以方便后期核查，一般认为保

存时间越长则越有利于不良事件的追踪与调查，但这

些标本究竟可以保存多长时间而不影响血型鉴定，目

前尚无相关报道。ＥＤＴＡ抗凝标本由于无稀释、无凝
块、可用于自动化检测等诸多优点，因而是输血前检

测常用的标本
［９～１２］

。标本保存常用的条件是常温和

４℃。微柱凝胶法具有简单、规范、灵敏度高、易于操
作等优点而成为目前检测血型常用的方法

［１３～１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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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就常用的 ＥＤＴＡ抗凝标本在常温和 ４℃条件下
保存后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探讨保存条件和保存

时间对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的影响。

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标本开始溶血并且逐渐加

重。溶血状态通常有不溶血、不完全溶血和完全溶血

３种。不溶血标本血清（浆）层呈淡黄色清晰透明，红
细胞和血清（浆）层分界清晰，不完全溶血标本血清

（浆）层呈红色半透明状态，红细胞和血清（浆）层分

界模糊，完全溶血标本呈暗红色混浊状态，红细胞和

血清（浆）不能分层。

本研究发现，在常温或 ４℃保存条件下，第 ７天
均未发现溶血；第１４天时，常温保存标本约有 １／３开
始溶血，４℃保存标本只有少量发生溶血，随保存时间
延长，溶血程度逐渐加重；常温保存标本第３５天时均
完全溶血，而 ４℃保存标本第 ７７天时均完全溶血。
标本未同时发生溶血与不同个体红细胞膜稳定性、脆

性以及采血技巧等有关。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是常温

还是４℃保存，ＥＤＴＡ－Ｋ２抗凝标本在 １周内均无明
显变化，但随着保存时间延长，４℃保存条件明显优于
常温保存（Ｐ＜０．０５）。

通过观察不同溶血状态对微柱凝胶法血型检测

结果的影响发现，标本未溶血时，正反定型结果均清

晰可见，对血型鉴定无影响；当标本发生部分溶血时，

正定型无明显影响，而反定型虽然液体颜色偏红，但

不影响凝集强度的观察，对血型鉴定影响不大；当标

本发生完全溶血后，反定型结果受到严重干扰，已无

法判断，正定型结果亦较难判断，此时已不能再用微

柱凝胶法进行鉴定。上述结果表明，常温标本保存至

第３５天、４℃标本保存至第７７天时，已无法用微柱凝
胶法检测血型。本研究结果与许桂平等

［１７］
研究发现

溶血标本对血型检测有影响的结果一致。而屠海涛

等
［１８］
研究发现，标本溶血对反定型无影响，完全溶血

对正定型有影响。该研究对正定型的影响和完全溶

血标本无法进行血型检测的结论与本研究一致，但反

定型的结论与本研究不一致，其原因是该研究采取冰

冻和机械溶血的方法，而本研究模拟日常工作对标本

的保存方式进行保存，随保存时间延长，溶血更为彻

底；同时该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法为试管法，与本研究

采用的微柱凝胶法也不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无论是常温还是 ４℃保存，
ＥＤＴＡ抗凝标本的最佳保存时间为 １周，此时用微柱
凝胶法检测血型无影响。常温保存３５天内、４℃保存
７７天内，对反定型有影响，此时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血

型须谨慎。常温标本保存超过３５天、４℃标本保存超
过７７天时，标本发生完全溶血，此时不宜用微柱凝胶
法检测血型。上述研究可为输血不良事件调查中关

于标本保存条件、期限以及检测方法提供实验室参考

数据，实验室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标本保存条件、期

限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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