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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肿瘤患者红细胞输注的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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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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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液肿瘤患者红细胞输注的临床疗效%方法
!

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4

月本院
!$(

例血液肿瘤患

者无效输注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年龄&性别&输血前血红蛋白"

WG

$浓度&输血次数及原发疾病的关系%结果
!

无效输注与患者性别

和输血前
WG

浓度无关!与输血次数和原发疾病有关%结论
!

血液肿瘤患者的无效输注与其输血次数及原发疾病有关%输血次

数越多!则无效输注的发生率越高!可能与免疫因素有关%恶性肿瘤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发生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有必要针

对相关影响因素制定个体化的输血治疗措施!以更好地提高临床输血治疗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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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肿瘤患者都伴有贫血#而细胞毒化疗药物治疗很容易

损伤造血细胞#为预防血红蛋白$

WG

&过低而输注红细胞以提

高患者
WG

水平#是临床治疗的重要的辅助措施之一)现将本

院血液肿瘤患者红细胞输血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

改善血液肿瘤患者的临床输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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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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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

"&&%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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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在本院血液肿瘤

科住院的输血患者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4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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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统计每次输血后第
!

次血常规化验单#以输血后

"(C

的化验单为准)输注的血液制品为本市中心血站无偿献

血者提供的红细胞)有继续失血$包括隐性失血&*血液稀释*

红细胞体外循环丢失及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者均不纳入分析)

?#A

!

红细胞输注疗效的判定
!

所有患者均输注
/NY

*

XC-

同

型*抗体筛选阴性且凝聚胺法交叉配血相合的红细胞制剂)输

注红细胞后
"(C

内复查
WG

#并与输血前比较)如果
WG

没有

升高到预期值#并在排除继续失血*血液稀释及溶血性输血反

应等原因后#视为红细胞无效输注)输注后
WG

升高预期值的

判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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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全血量为标准#各种红细胞制剂折算为对应全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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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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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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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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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STSS!!#&

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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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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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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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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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红细胞制剂的无效输注
!

!$*

例血液肿瘤患者有
*$

例出现无效输注#占
""#43

)共输注红细胞制剂
!"$%]

$按

全血
"&&DP

制备红细胞制剂
!]

计算&#发生无效输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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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红细胞制剂间无效输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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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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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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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红细胞制剂间无效输注的发生情况

血液成分 输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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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输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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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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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输注与患者性别*年龄*输血前
WG

浓度及输血反应

的关系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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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输注与患者性别&年龄&输血前
WG

浓度

!!!!

及输血反应的关系

类别 统计类别 输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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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输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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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输注与患者性别&年龄&输血前
WG

浓度

!!!!

及输血反应的关系

类别 统计类别 输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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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输注量'

]

$

3

&(

输血前
WG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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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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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组组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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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输注与患者输血次数和原发病的关系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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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输注与患者输血次数和原发病的关系

类别 次数与疾病性质 输血例数$

#

& 无效输血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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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次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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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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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 恶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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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组组内比较%恶性!恶性肿瘤性疾病#诊断标准

参照.内科学/)

A

!

讨
!!

论

各种血液疾病#无论是红细胞疾病*白细胞疾病及出血性

疾病#除了对症治疗之外#输血治疗#特别是输注红细胞制剂#

是不可或缺的治疗方法)而肿瘤患者$尤其是恶性血液病&慢

性消耗#以及肿瘤的放疗和化疗后的外周血三系细胞减少#输

血疗法的应用也就不能避免)然而#血液肿瘤患者长期多次输

血可使体内产生同种抗体#导致红细胞输注无效或发生溶血反

应#所以一定要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对于血容量正常的成年贫

血患者#输注
"]

红细胞大约可提高
WG!&

F

"

P

或血细胞比容

&#&*

#达不到此标准为效果不佳或无效输注'

"

(

)

关于输注红细胞而引起免疫学反应的文献国内外甚多#但

对输血后未见明显的临床不良反应#而
WG

升高不理想的现象

却少有人关注'

*

(

)输注红细胞的主要目的是提高
WG

#改善机

体缺氧状态#但如果输注红细胞后
WG

未升高#那么输血的主

要目的未达到#即为无效输注)无效输注不但增加了患者的医

疗费用#也造成了巨大的血液资源浪费)

本资料分析可见#无效输注的发生与患者的性别*输血前

WG

浓度以及有无输血反应无关#仅与输血次数和原发病有

关'

(

(

)输血次数越多#无效输注的发生率也越高)输血
*

次以

上者#其输注无效率明显上升#多数由免疫因素引起#众多研究

表明红细胞具有多种免疫相关的物质'

$0+

(

)有研究显示#受血

者产生抗红细胞的自身抗体与其输血次数相关#输血次数达到

'

次以上者#其抗体产生率高达
%+#43

'

%

(

)另外本资料显示年

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能与多为恶性肿瘤患者

有关#恶性肿瘤性疾病的患者红细胞输注效果较差#与非恶性

肿瘤疾病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肿瘤患者

放疗*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是引起贫血的主要原因#及时输血

能够有效地支持治疗)但是恶性肿瘤患者网状内皮系统活跃#

吞噬功能较强#可能是引起红细胞输注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恶性肿瘤患者一般呈现慢性消耗状态#可能也会影响到输注效

果)有报道显示#部分恶性肿瘤患者的红细胞表面抗原会受到

影响而减弱#给配血造成一定的困难#也会影响到输注效果'

4

(

)

但是#目前尚没有关于肿瘤患者红细胞输注效果不佳的原因分

析的报道#其发生机制有待进一步地研究)

综上所述#临床红细胞输注效果与患者自身种种情况都可

能有关#也可能抗体筛选时#受筛选细胞抗原覆盖面的影响#凝

聚胺法配血时#是否有低效价亲和力的某些特异性抗体漏检等

原因造成了输注无效#都需临床进一步探讨)同时#红细胞输

注绝不应当止于没有输血反应#更应重视
WG

是否升高#以及

红细胞的免疫功能及其对机体的影响)由此#对于长期需要输

血治疗的患者#应制定安全有效的输血策略#从而达到其最佳

输注效果)

参考文献

'

!

( 吕运来#鵭中桥#兰炯采#等
#

红细胞无效输注回顾性初探'

O

(

#

中

国输血杂志#

"&&+

#

"&

$

*

&!

""&0""!#

'

"

( 郭子勤
#

实用血液病诊断与治疗'

Q

(

#"

版
#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

"&&(

!

!0"#

'

*

(

-̂6M \W

#

29@H68 W

#

e99:89<

F

CP.

#

?BE>#TEB6?8B7E=?B

A

E8:

G>99:B@E87=<7698

!

8?H79><B6987

'

O

(

#.@E87=<7698 Q?:6;68?X?0

K6?H7

#

"&&*

#

!+

$

*

&!

!'40!+&#

'

(

( 丁琪#孙先玲#兰炯采#等
#

红细胞输注效果影响因素的
P9

F

67>6;

回

归分析'

O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

&!

!&0!!#

'

$

(

Q?B6e

#

/B<M?@?8T

#

/>B<@=E8//

#

?BE>#P6

I

6:

I

?@9g6:EB698

#

?@

A

BC0

@9;

A

B?7<

I

?@9g6:?:67D<BE7?E;B6K6B

A

E8:B@E;?D?BE>768

A

9<8

F

DE>?=99BGE>>?@7

'

O

(

#Z987?6Q?:O

#

"&&*

#

((

$

'

&!

4+404%'#

'

'

(

-?89DD?e/#.C?7B@<;B<@?E8:=<8;B6989=BC?D9>?;<>?7BCEB

;E@@

A

C<DE8@?:G>99:;?>>E8:

I

>EB?>?BE8B6

F

?87

'

O

(

#.@E87=<7Q?:

X?K

#

"&&(

#

!%

$

*

&!

"&*0"*!#

'

+

(

X?6: Q,

#

Q9C<8:?7L#X?:G>99:;?>>G>99:

F

@9<

I

E8B6

F

?87

!

7B@<;B<@?E8:=<8;B698

'

O

(

#S?D68W?DEB9>

#

"&&(

#

(!

$

"

&!

4*0!!+#

'

%

(

W<8:@60WE7

I

>cO<@EM9K60P98;E@L

#

e@

F

6;?K60-

#

?BE>#/>>96DD<0

86̂EB6987=9>>9H68

F

G>99:B@E87=<76987

'

O

(

#/;BE Q?:2@9EB6;E

#

!44(

#

(%

$

(0$

&!

!4*0!4+#

'

4

(

-EG?>7B??8,

#

eE9S#/NYG>99:0

F

@9<

I

E8B6

F

?87689@E>;E8;?@

'

O

(

#O-?8BX?7

#

"&&$

#

%(

$

!

&!

"#

$收稿日期!

"&!&0&$0!&

)))))))))))))))))))))))))))))))))))))))))))))))))

)
)
)
)
)

))))))))))))))))))))))))))))))))))))))))))))))))))
)
)
)
)

*

**

*

&

告示!本刊
"&!!

年起拟开设硕博论坛*专题*专栏#欢迎投稿)有意组稿者请电话联系编辑

部刘志刚主任$

&"*

&

'*%+'*%"

#邮箱!

?:6B9@6E>"&&"

.

K6

I

#768E#;9D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编辑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