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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是指由自身抗体引起的，红细胞在冷环境中凝聚成团的现象。冷凝集反应一般出

现在 31℃以下，在 0-4℃时最强，红细胞凝集最明显，随温度的升高，抗原抗体复合物逐渐

解离，凝块消失[1]。健康人的血液中通常含有低滴度的冷凝集素。在某些特定病理条件下，

这种物质的滴度可能会升高。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引发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当患者接受血

常规检测时，冷凝集现象可能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干扰[2-4]。本院近期发现了一例相关案例，

现进行报道。

病历资料

患者男，67岁，于 2023年 12月 28日因老年性白内障来院就诊。术前血常规：白细胞

总数（WBC）23.88×109/L，红细胞总数（RBC）0.52×1012/L，血红蛋白（HGB）154g/L，
患者白细胞总数和红细胞总数异常，红细胞总数和血红蛋白量严重不匹配。怀疑仪器刚开机

存在不稳定的情况，进行复检，结果同前。怀疑仪器管路通道和反应杯的影响，进行“反冲

宝石孔”和“浸泡红细胞杯”，再次测定，红细胞总数和血红蛋白量仍不匹配。对其他患者血

液标本进行检测，结果正常，排除仪器工作状态异常。本科工作人员怀疑患者自身特殊红细

胞，对血液标本进行盐水涂片后，肉眼可见凝集，显微镜下观察红细胞呈块状分布，考虑患

者体内具有高效价的冷凝集素。将血液标本置于 37℃水育箱温育三十分钟后检测，

WBC5.08×109/L，RBC2.45×1012/L，HGB156g/L，白细胞总数回到正常范围内，红细胞总数

较前上升，但红细胞总数和血红蛋白量仍不匹配。观察该患者与正常患者 EDTA-K2真空采

血管管壁悬挂血液状态，该患者管壁血液呈细砂样颗粒分布，而正常患者不存在该情况。考

虑季节原因，室内温度低，同时也存在仪器管道温度和试剂温度等不可控因素影响，使标本

从温育箱取出到检测的过程，再次发生冷凝集。安排患者下午四点半，在检验科室内温度相

对较高的情况下采取静脉血，颠倒混匀后立即上机检测：WBC4.83×109/L，RBC4.77×1012/L，
HGB141g/L，血常规结果正常。患者家属描述，患者之前在天气较冷的情况下，脚背出现过

紫癜样片状斑块。明确患者之前检测结果异常因冷凝集所致，向临床发送末次检测报告，沟

通患者手术医生，建议手术用液体冲洗时要把液体先加热到 37到 40度之间，以防止患者血

管血液接触低温液体时发生血液凝聚，影响手术效果和患者自身健康状况。术中医生采取此

建议，患者手术顺利并安全出院。

讨论

冷凝集素是一种单克隆或多克隆自身抗体，主要是 IgM 完全抗体[5-6]。多数正常人血液

中均存在冷凝集素，但效价多小于 1：16，在一些疾病情况下，如感染、支原体肺炎、传染

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抗体效价可升高，高效价抗体可在低于 30℃时与人红细胞 I类抗原

可逆性结合，导致红细胞聚集，显著干扰血常规分析仪检测结果，造成多项参数假性减低或

升高。

对于冷凝集血液标本解决有以下几种常规处理方法：1.将标本立即放在 37℃水浴箱中，

约半小时后，立即上机测定。2.将患者带到实验室内，在血常规仪器旁抽取静脉血，颠倒混

匀后在数秒钟内立即上机测定。3.用等量生理盐水置换血浆，将标本离心后，去掉血浆，加

入等量生理盐水后上机检测。4.采用稀释法：将全血用稀释液稀释后，采用预稀释模式检测。

或者用生理盐水按一定比例稀释后检测，然后换算为未稀释的结果。5.传统的显微镜计数：

将 37℃孵育的血液 10ul加入到 2.0ml的 37℃温盐水中，混合均匀，滴到计数板上计数（可

预先将计数板放 37℃水浴箱中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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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和实验室人员需注意冷凝集现象对诊断和治疗的影响，若检测结果异常，应查明是

否为冷凝集素影响，并重新检测确保准确性。同时加强与临床科室沟通，提供有用信息，提

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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