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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0目的0探究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联合检测对新生儿溶血病"(.!$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0回

顾性分析 1212 年 1 月至 121% 年 %1 月阜阳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7 例疑似(.!新生儿的临床资料& 依据临床诊断结果分为(.!组

%21例和非(.!组 #< 例& 以临床诊断为标准#计算溶血三项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 比较两组患儿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

素水平& 绘制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单检及三者联合检测诊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F$$曲线#比较上述各项

指标曲线下面积"/̀ $$& 结果0溶血三项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H2B12f%7GB7If& (.!组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

素水平均高于非(.!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B2I$& "F$分析显示#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对(.!早期诊断的最佳截断

点分别为 IB27 f%122B<#

.

DC:WK#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三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及 /̀ $分别为 H7B28f%

88B1<f%2BH#G& 结论0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三者联合对(.!的诊断效能较高#可作为临床(.!早期诊断的重

要参考指标&

!关键词"0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总胆红素'新生儿溶血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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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新生儿溶血病" =LDC:9MJ;6J3LN3LCYM=LXL>?COX#

(.!$指由于母婴血型不合#母体产生的血型抗体通

过胎盘与胎儿体内的血型抗原结合而发生的免疫性溶

血病变#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诱发新生儿胆汁粘稠综

合征等疾病#严重威胁患儿的生命健康
(% T1)

& 目前#临

床常通过溶血三项对(.!进行诊断#临床参考价值较

高& 研究
(# TI)

显示#因溶血三项易受血液抽取时间%存

放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单一检测溶血三项诊断

(.!存在一定的缺陷& 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

平为临床评估新生儿黄疸%进行性贫血的常用指标#有

研究
(7 TG)

发现#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对 (.!的

诊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以 %#7 例疑似 (.!

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探讨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

清总胆红素三者联合检测对(.!的诊断价值#旨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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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探寻便捷%有效的(.!诊断方法提供参考依据&

!

0资料与方法

%B%0一般资料0回顾性分析阜阳市人民医院 1212 年

1 月至 121% 年 %1 月收治的 %#7 例疑似(.!的新生儿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患儿 G< 例#女患儿 71 例'日

龄 1 = l12 6#平均"7BH% k%B8I$6'血型!/型 7% 例#,

型 << 例#F型 #% 例'以临床诊断为标准#分为(.!组

"%21 例$和非(.!组"#< 例$#(.!组!男患儿 I1 例#

女患儿 I2 例'日龄 1 = l%8 6#平均"7B8# k%B71$6'非

(.!组!男患儿 11 例#女患儿 %1 例'日龄 1 = l12 6#

平均"GB%7 k%BH<$6'两组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b2B2I$#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儿

符合临床诊断标准
(H)

!依据溶血三项检测结果并结合

临床黄疸%贫血症状确诊'男患儿日龄 U18 6'母亲血

型均为 F型 "=.阳性#且新生儿血型与母亲血型不

合'单胎妊娠'患儿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

准!颅内出血%头颅血肿史者'先天性胆W肝系统疾病'

合并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

%B10方法0比较两组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

平'绘制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单检及

三者联合检测诊断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OL;LJ]LO

CQLONMJXP;=NON;MLOJ3MJ;#"F$$曲线#比较上述各指标的

曲线下面积"NOLNZX6LOM=L;ZO]L#/̀ $$&

%B1B%0溶血三项检测0 抽取所有研究对象静脉血

1 DK#采用酸放散法并使用抗人球蛋白检测卡%人

/,F血型正W反定型及 "=".$血型检测卡%专用检测

卡离心机及 #Gt试剂卡孵育器依次行直抗试验%游离

试验及释放试验#试剂盒均购于长春博迅生物技术公

司'溶血三项判定 (.!

(8)

!溶血三项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直抗试验" T$%游离试验" T$%释放试验" T$)#

可判定为(.!'仅直抗或游离试验单项阳性#可判定

为疑似(.!'释放试验阳性或任何两项或两项以上阳

性#可判定为非(.!&

%B1B10网织红细胞及总胆红素检测0采用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型号!迈瑞 ?;T7H22#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检测网织红细胞计数& 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型号!e$822%#四川新健康成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检测血清总胆红素水平"重氮法$&

%B#0统计学方法0采用 E-EE %8B2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k"表示#行C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率表示#行 !

1

检验& 采用

&L6$N:;软件软件#绘制 "F$曲线#"F$曲线绘制计

数分类资料时#将计数资料进行转化#以 /̀ $评价诊

断价值#/̀ $比较采用非参数 &NXX T[=JMXL98秩和

检验& 以)U2B2I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结果

1B%0溶血三项检测与临床诊断(.!结果比较0依据

溶血三项检测结果#诊断(.!患儿 %2# 例#非(.!患

儿 ## 例& 溶血三项诊断 (.!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

为 H2B12f"H1W%21$%7GB7If"1#W#<$& 见表 %%1&

表 0J溶血三项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游离试验 释放试验 检出例数 阳性检出率"f$

(.! %2# GIBG<

m m m 1% %IB<<

T T m 1I %8B#8

T m m I< #HBG%

m T m # 1B1%

非(.! T T T ## 1<B17

表 MJ溶血三项检测与临床确诊3@,结果比较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临床诊断

(.!"3 g%21$ 非(.!"3 g#<$

溶血三项
(.! H1 %%

非(.! %2 1#

1B10两组患儿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0

(.!组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均高于非(.!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B2I$& 见表 #&

表 .J两组患儿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网织红细胞"f$ 总胆红素"

.

DC:WK$

(.!组 %21 7B8< k%B1# 1#IBG7 kG<B81

非(.!组 #< #BI1 k2B8< %78B<I kI<B#1

C值 %<B71I <B8##

)值 U2B22% U2B22%

1B#0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单检及三

者联合检测对(.!的诊断价值0绘制溶血三项%网织

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联合检测诊断(.!的"F$曲

线(病理诊断为(.!以 % 表示#病理诊断为非(.!以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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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溶血三项检测结果为真阳"病理诊断为 (.!#

溶血三项检测结果也为 (.!$用 % 表示#真阴用 2 表

示"病理诊断为非 (.!#溶血三项检测结果也为非

(.!$#假阳用 2 表示"病理诊断为 (.!#而溶血三项

检测结果为非(.!$#假阴"病理诊断为非 (.!#而溶

血三项检测结果为 (.!$用 % 表示)#结果显示#网织

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对 (.!早期诊断的最佳截断

点分别为 IB27 f%122B<#

.

DC:WK#溶血三项%网织红

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三者联合的灵敏度%特异度及

/̀ $分别为 H7B28f%88B1<f和 2BH#G& 见图 %%表 <&

图 %0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

联合检测诊断(.!的"F$

表 NJ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总胆红素联合对3@,诊断的-C/分析

检测指标 最佳截断点 灵敏度"f$ 特异度"f$ /̀ $ HIf$*

溶血三项 T H2B12"H1W%21$ 7GB7I"1#W#<$ 2BG8H 2BG%% l2B8I<

网织红细胞"f$ IB27 8%B#G"8#W%21$ 7%BG7"1%W#<$ 2B8II 2BG8< l2BH2H

总胆红素"

.

DC:WK$ 122B<# 77B7G"78W%21$ 7<BG%"11W#<$ 2B782 2BIH7 l2BGI8

上述三者联合检测 T H7B28"H8W%21$ 88B1<"#2W#<$ 2BH#G 2B88# l2BHG1

00注!/̀ $为曲线下面积&

#

0讨论

(.!是致使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常见病因#病因主

要为妊娠或分娩过程中母亲免疫球蛋白 +抗体由胎

盘进入胎儿体内而引发机体免疫反应#致使红细胞生

理结构被破坏
(%2 T%1)

& 临床多依赖溶血三项试验结果

诊断(.!#但单一依据溶血三项诊断的准确度有待提

高
(%#)

& 研究
(%<)

发现#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均与

(.!的发生发展有关& 本文探讨溶血三项联合网织

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检测对 (.!的早期诊断价值#

旨为提高临床早期诊断 (.!的思路及提高诊断准确

性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显示#溶血三项诊断 (.!的灵敏度%特异

度分别为 H2B12f%7GB7If#提示溶血三项检测结果

中存在假阴性情况#有漏诊风险#与江蓝玉等
(%I)

研究

结果相近#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血液抽取时间%抽血后

样本保存时间%检测操作等因素的影响
(%7)

& 本研究发

现#(.!组网织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均高于非

(.!组")U2B2I$#表明 (.!患儿网织红细胞%血清

总胆红素水平明显偏高& 分析原因!网织红细胞为一

种不成熟的细胞#其水平可直接反映骨髓红细胞的生

成能力#且还与 (.!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G)

&

(.!早期症状多表现为黄疸#新生儿机体中血清总胆

红素可明显升高'同时新生儿出生后由于自身清除胆

红素的能力较低#致使血液中胆红素未能得到及时清

除而聚集#近而致使 (.!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异常偏

高
(%8 T%H)

& "F$分析显示#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

素对(.!早期诊断的最佳截断点分别为IB27f%122B

<#

.

DC:WK#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红素三

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及 /̀ $分别为 H7B28f%

88B1<f和 2BH#G#提示溶血三项%网织红细胞及血清

总胆红素联合检测诊断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此

可能是溶血三项主要包括直抗试验%游离试验及释放

试验#其中释放试验为三项中较为重要的#由于其采用

间接的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阳性即可诊

断
(12)

& 网织红细胞为血液中新生红细胞的标志#能够

反映骨髓红系的生成状态#同时也是新生红细胞的标

志
(1%)

& 在新生儿期过高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可致使

胆红素在体内蓄积#并透过血脑屏障沉积于神经系统

中#其毒性常会致使基底神经节%海马%及下丘脑神经

核坏死#且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髓鞘造成一定的损伤#

同时还可能严重影响神经元的正常能量代谢
(11)

&

综上所述#溶血三项联合网织红细胞与血清总胆

红素对 (.!早期诊断效能较高#可作为临床 (.!早

期诊断的重要参考指标#建议在临床中对疑似(.!患

儿进行溶血三项检测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网织红细胞%

血清总胆红素#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由于本研

究样本量不大#对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偏倚#拟在后续的

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对本结果进行近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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