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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在临床
输血检验中的效果评价

赵欣

华北医疗健康集团峰峰总医院输血科，河北 邯郸  056000

摘      要  ：   目的：比较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两种临床输血检验技术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2月至2022

年11月前往我院进行输血检验的患者13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他们按照入院检查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

照组中的患者采用低离子凝聚胺技术，共有患者750例，研究组中的患者采用卡式微柱凝胶试验，共有患者750例。

分别比较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两组中的患者一次性配血成功率、抗体阳性检出率、输血后不良反应

发生率、患者治疗满意度。结果：两组中的患者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后，经过对比，研究组中的患者一次性配血成功率

为98.00%，参照组中的患者一次性配血成功率为91.07%，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研究组中

的患者抗体阳性检出率为96.00%，参照组中的患者抗体阳性检出率为72.00%，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

＜0.05）；研究组中的患者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3%。参照组中的患者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0%，两组

差异理论上不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研究组中的患者经过配血后整体满意度为98.00%，对照组中的患者经过

配血后整体满意度为90.00%，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结论：卡式微柱凝胶试验相较于低离子

凝聚胺技术在配血后患者一次配血成功率、抗体阳性检出率、满意度及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略有优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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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urpose: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ypoionic polybrene technique and cassette microcolumn 

gel test in clinical blood transfusion test. Methods: A total of 1300 patients who went to our hospital 

for blood transfusion test from February 2022 to Nov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examination.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re 750 adopted hypoionic polybrene technique, and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are 750 adopted cassette microcolumn gel test.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blood matching, 

antibody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ansfusion, and patient treatm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hypoionic polybrene technique and cassette 

microcolumn gel test. Results: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observation in the two groups,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8.00%,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91.0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in line with the statistical law (P <0.05);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6.00%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00%, the differences are theoretically in line with the statistical rules (P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1.33%.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ansfusion among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2.00%,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id not conform to the statistical law (P> 0.05);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8.00%,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90.0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oretically conformed to the statistical law (P <0.05).Conclusion: The cassette microcolumn gel test, 

compared with the hypoionic polybrene technique, has slight advantages in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match, antibody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patients 

after blood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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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作为治疗严重的失血患者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被广为应用。失血患者如不能及时得到血液补充，红细胞持续降低导致患者体

内氧气含量降低，无法维持生命正常运转，进而导致患者死亡 [2]。虽然输血可以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但是输血过程中如未能提前排除

部分隐患，仍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比如供血人员的血液是否安全，有无传染性疾病，供血人员的血液是否与受血人员的血液相容等，这

些都将影响患者最终的治疗效果，更为严重的将影响患者生命安全。因此输血质量应予以严格控制，保证经过输血后的患者无其他不良

反应，供血人员提供的血液应无其他感染性疾病 [3]。综上，就需要在配血前对供血人员的血液进行全面的检查与筛选。临床上目前较为

常见的血液检查技术有低离子凝聚胺技术、血清酶学检查、盐水介质法等 [4]。本次我们研究的是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

在临床上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2月至2022年11月前往我院进行输血检验的患

者13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他们按照入院检查的先后顺序分为

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中的患者采用低离子凝聚胺技术，共有

患者750例，研究组中的患者采用卡式微柱凝胶试验，共有患者

750例。其中对照组中患者男性患者共计379例，女性患者共计

371例，年龄分布为19-64岁，平均（41.38±1.23）岁；研究组

中的患者男性381例，女性369例，年龄分布为18-64岁，平均

（42.03±0.21）岁。两组中的患者经过男女比例、年龄等一般资料

的比对计算，差异理论上不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上述两

组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患者经诊断后，确认为需要进行输血治疗的

患者；（2）非凝血功能障碍患者 [5]；（3）患者具有清晰认识，

能够独立自主进行判断，无精神障碍等相关精神疾病；（4）患者

家属知晓治疗方案，并在病情告知书中签字确认；（5）本次对比

研究是在经过医院设置的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的前提下开展的。

排除标准：（1）年龄大于60周岁的患者；（2）经诊断后非

必须输血治疗患者；（3）存在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4）其他

无法通过输血治疗的指征。

（二）方法

对照组及研究组中的患者均需进行空腹采血，共需5ml静脉

血2管。分别将患者的姓名等基本信息标记于血样试管上。

对照组中的患者血样采用低离子凝聚胺技术进行检验。具体

操作方法为：提前准备两支已经标记区分好的试管，分别记为试

管 A和试管 B，将患者血样的其中一份等量置于试管 A及试管 B

中，后在试管 A中注入患者体清2滴，注入供血人员3% ～ 5%

红细胞悬液1滴，充分混合后置于离心机上离心10s，离心半径

150mm，转速3400r/分钟，观察试管内红细胞是否凝集。若出现

凝集现象，则需要重新进行取样、加样等操作。如未出现凝集现

场，再注入 LIM溶液0.6ml，充分混合后静置1分钟。静置后再注

入 Polybrene试剂2滴，经过充分混合均匀后，放置于离心机上，

离心10s，离心半径150mm，转速3400r/分钟，去除上清液，

观察红细胞是否出现凝集，若红细胞并未凝集，则需要重新进行

取样、加样等操作。最后 Resuspending凝聚胺试剂2滴，经过

混合后观察凝集是否分散，结果为是，则说明非特异性聚集是由

Polybrene试剂引起的，配血通过。如结果为否即凝集并未分散，

则说明发生红细胞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 [6]，配血结果不通过。试

管 B中注入供血人员血清2滴，后注入患者3% ～ 5%红细胞悬液1

滴，重复试管 A的相同操作。观察记录相关结果。

研究组中的患者血样采用卡式微柱凝胶试验进行检验。具体

操作方法为：（1）将患者与供血人员的红细胞及血清进行分离；

（2）将患者与供血人员的红细胞通过使用低离子溶液分别配置成

0.5% ～ 0.8%的红细胞悬液；（3）使用配血微柱凝胶卡，标记患

者姓名并以 A、B两组予以区分。在 A组中注入患者血清1滴及

供血人员红细胞悬液1滴，在 B组中注入患者红细胞悬液1滴及供

血人员血浆1滴。（4）将加样完成的微柱凝胶卡置于37摄氏度环

境中孵育15分钟。（5）后放置于离心机上离心5分钟，其中使用

转速900r/分钟离心2分钟，转速1500r/分钟离心3分钟，离心

完成后，观察微柱凝胶卡上的结果。如红细胞完全沉降于试管底

部，则说明供血人员与患者配血通过；如红细胞凝集于试管上、

中部，说明患者与供血人员配血不通过 [7]。

（三）观察指标

比较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两组中的患者一

次性配血成功率、抗体阳性检出率、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患

者治疗满意度。一次性配血成功率为通过配血试验后，患者进行

输血治疗后达到治疗效果，病情显著恢复，同时没有其他排斥现

象，也未发生其他传染性疾病等情况，数值越高，说明治疗效果

越理想 [8]；抗体阳性检出率为试管 A、试管 B中试样抗体阳性的

总检出率；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进行完输血治疗后，患者有

无其他不良反应症状出现，发生比例为多少，数值越少，说明治

疗后的不良反应越少，治疗效果越显著；患者治疗满意度为患者

接受完输血治疗后，对于整体治疗情况的满意程度，满意与不满

意的患者分别占比多少，数值越高，说明患者对于治疗过程越 

满意。

（四）统计学计算

使用 SPSS 27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包括一次性配

血成功率、抗体阳性检出率、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治疗

满意度用［例（%）］表示，计算出 P值并进行 χ2检验；若 P

＜0.05，认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若 P＞0.05，认为差异不存

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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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将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两组中的患者一次

性配血成功率、抗体阳性检出率、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

治疗满意度等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照组与研究组中患者一次性配血成功率对比

对照组中的患者一次性配些成功率略低于研究组中的患者，经

比较，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具体见表1。

表1  两组一次性配血成功率对比［例（%）］

组别 研究数量 一次性配血成功率

对照组 750 91.07%（683/750）

研究组 750 98.00%（735/750）

c2 / 34.86

P值 / P＜0.05

注：经与对照组比较，P＜0.05。

（二）对照组与研究组中患者抗体阳性检出率对比

对照组中的患者抗体阳性检出率低于研究组中的患者，经比

较，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具体见表2。

表2  两组抗体阳性检出率对比［例（%）］

组别 研究数量 抗体阳性检出率

对照组 750 72.00%（540/750）

研究组 750 96.00%（720/750）

c2 / 160.71

P值 / P＜0.05

注：经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三）对照组与研究组中患者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中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略低于研究组中的患者，经比

较，两组差异理论上不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具体见表3。

表3  两组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例（%）］

组别 研究数量 头晕 恶心 胸闷 总发生率

对照组 750 6（0.80%） 5（0.67%） 4（0.53%） 2.00%

研究组 750 4（0.53%） 3（0.40%） 3（0.40%） 1.33%

c2 / / / /

P / / / / P＞0.05

注：经与对照组比较，P＞0.05。

（四）对照组与研究组中患者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中的患者满意度率略低于研究组中的患者，经比较，

两组差异理论上符合统计学规律（P＜0.05），具体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研究数量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750 249 426 75 90.00%

研究组 750 303 432 15 98.00%

c2 / / / / 42.55

P值 / / / / P＜0.05

注：经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三、讨论

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是目前临床中较为常

用的血液检查手段，两种检验方式虽然操作方法不同，但是检验

结果基本一致。通过配血试验能够将供血人员与患者血液中差异

较大的抗体筛选出来，大大提高输血治疗的安全性 [9]。低离子凝

聚胺技术通过试样中红细胞、血清及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致使

发生特异性凝聚现象，既能够评估溶血反映出现的风险，又能对

ABO系统、各抗体进行检验。但该种方法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0]。卡式微柱凝胶试验在进行过程中，通过对

试样在离心机上进行离心处理后，凝集红细胞与非凝集红细胞明

显分离，整个过程都是经过标准化操作，避免了人为因素影响，

极大提高了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11]。

从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低离子凝聚胺技术一次性配血成功

率为91.07%，抗体阳性检出率为72.00%，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2.00%，患者治疗满意度为90.00%，而卡式微柱凝胶试验一次

性配血成功率为98.00%，抗体阳性检出率为96.00%，输血后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1.33%，患者治疗满意度为98.00%，研究组中的数

据结果略优于参照组。

综上所述，鉴于目前的调研数据及参考文献，低离子凝聚胺技

术与卡式微柱凝胶试验在临床输血检验中均有着积极效果及应用价

值，两种检验方式均能满足目前临床需求 [12]。更为具体、细致的

差别应在后续临床实践当中积累的大量病例研究分析中得出。但卡

式微柱凝胶试验在输血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患者治疗后的满意度稍

稍优于低离子凝聚胺技术，患者体验更好，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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