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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换血前后血细胞指标变化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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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和分析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换血前后血细胞指标的变化$方法
"

收集进行外周动静脉双管同步换血治

疗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

例!患儿换血前后检测总胆红素"

?R5N

#浓度!进行全血细胞分析并比较换血前后各指标的变

化$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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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换血后
?R5N

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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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研究项目中血红蛋白

"

D̀

#%红细胞平均体积"

,$M

#%红细胞体积平均分布宽度"

-Tb1$M

#%白细胞"

bR$

#%血小板"

/N?

#换血后均明显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

*8*4

#!而红细胞"

-R$

#换血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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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换血前后血液细胞

分析结果的变化!对评估治疗效果和提高换血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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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严重时可导致新生儿神经系统受损

引发胆红素脑病#影响智力发育#若不及时治疗#易致核黄疸的

发生#遗留不可逆的后遗症甚至死亡)换血疗法能在短期内迅

速降低血中胆红素水平#减轻和避免对患儿中枢神经系统的损

害#是治疗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

法)由于换血量达到新生儿全身血容量的
"

倍#异体血液成分

的输入对患儿的血液学指标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现就此予以

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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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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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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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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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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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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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

治并进行外周动静脉双管同步换血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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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病例均符合以下标准之一!$

)

%血清胆红素浓度达

到或超过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新生儿学组黄疸干预推荐方案

的换血标准&$

"

%出现早期核黄疸征象者)输入血液均采用

0

S

1型洗涤红细胞#加0

.R

1型血浆混合血#严格进行交叉配

血#换血量为新生儿血容量的
"

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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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患儿换血前和换血后行股静脉穿刺采血送

检#血细胞分析标本采用
0T?.1[

"

抗凝#总胆红素$

?R5N

%和

血细胞分析分别采用美国
R&'̂%6=$@KE2&C$g4

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和
R&'̂%6=$@KE2&CǸ (4*

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均

使用原装配套试剂*校准品及质控品)根据换血前后
?R5N

浓

度变化计算换出率!$换血前
?R5N

浓度
Y

换血后
?R5N

浓度%"

换血前
?R5N

浓度
V)**:

&血细胞分析研究项目包括红细胞

$

-R$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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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平均体积$

,$M

%*红细胞体积

平均分布宽度$

-Tb1$M

%*白细胞$

bR$

%和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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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检测指标#并比较换血前后各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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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各项数据以$

A_9

%表示#统计学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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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并进行配对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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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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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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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换血后
?R5N

明显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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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换出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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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

研究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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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Tb1$M

*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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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换血后均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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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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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血前后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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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换血前后
?R5N

及血细胞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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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换血的目的#一是快速降低血清

胆红素的浓度#预防核黄疸&二是用带氧能力强的红细胞代替

处于加速破坏的已致敏的红细胞#同时换出致敏红细胞的不相

容抗体#避免致敏红细胞继续破坏而增加胆红素的浓度)换血

过程中可能置换出患儿体内因高胆毒素或其他病理因素刺激

机体产生的细胞因子如皮质醇$

$@C

%#从而避免机体免疫抑制

和炎性反应失衡所诱发的相关疾病'

)

(

)换血疗法的大量异体

输血实际上是大量异体抗原的输入#对免疫系统是一种损坏#

输血量越大#并发症越多#在进行换血治疗时须更加严格谨

慎'

"

(

)交叉配血时要防止仅采用盐水介质造成
5

B

]

类不规则

抗体漏检而发生输血反应#尽量使输注的红细胞能够保持较长

的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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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中换血后
?R5N

明显下降#平均换出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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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略低于文献报道的
498(:

和
>78"9:

#但也达到了快速降低

血清胆红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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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换血后
bR$

和
/N?

均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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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大多数学者报道一

致#其原因是换血所采用的为库存血液#换入的血液中所含的

bR$

和
/N?

成分很少#尤其
/N?

含量更少所致'

!

(

)国内外

均有换血后并发血小板减少症的报道#并认为是最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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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R$

换血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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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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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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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是成年人平均红细胞体积$

,$M

%和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

,$̀

%均小于新生儿#因而当输入库存的血液$即成人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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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R$

在数量上没有变化#

D̀

仍存在下降的可能)对于换

血后
-R$

*

D̀

升高和变化不大的报道#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

输入的血液量和
-R$

所占比例有关'

71)*

(

)本研究病例换血后

虽未发生贫血#但文献报道换血后出现贫血的病例也较多#提

示在换血前应考虑患儿
D̀

含量#确定输入
-R$

和血浆的比

例#通过换血使患儿换血前贫血得以纠正#在换血后应继续针

对溶血病因积极治疗#避免溶血持续或加剧而发生贫血'

))1)"

(

)

,$M

和
-Tb1$M

是血液分析仪检测的红细胞体积的重要参

数#本研究中患儿换血后
,$M

和
-Tb1$M

明显降低#原因可

能是新生儿
-R$

不仅较大#并含有较多的网织红细胞#正常的

-R$

的输入使得
,$M

下降)

-Tb1$M

是反映红细胞异质性

的客观指标#文献报道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Tb1$M

高于健

康新生儿#换血后
-Tb1$M

的降低说明红细胞大小变得较为

均一#这两项参数的变化也可以反映红细胞被置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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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动静脉双管同步换血疗法作为一项日益成熟的治疗

手段#能在短期内快速降低血中胆红素水平#但换血治疗并不

能完全去除病因#患儿本身可能仍存在溶血和感染#重视换血

后血液细胞分析结果的变化#认识到各项指标变化的原因和意

义#对评估治疗效果和提高换血安全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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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两种方法之间相对偏倚的程序#为临床实验室提供了方法

学比较的标准化途径#以该实验室多年参加该省临床化学室间

质量评价成绩良好的方法为比较方法#科华试剂为实验方法#

进行方法比对和偏倚评估)

.,f

活性$

)4

#

""74

%

Q

"

N

覆盖

临床患者检测范围及方法的线性范围)均值散点图和单个观

测值散点图均显示两法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数据拟合线为

一条
>4

度直线#相关系数
1d*87779

$

1

"

d*8777!

%#

/

值取值

范围合适#直线回归统计的斜率和截距可靠#可以用于评估实

验方法与比较方法之间偏倚'

)*

(

)回归方程
Md*87!*/Y

+84+4

#斜率
*87!*

#截距
Y+84+4

#科华试剂测定结果存在负偏

倚)偏倚图显示#血清
.,f

在低值 $

)4

#

!*

%

Q

"

N

时个别数

据科华试剂测定结果高于信灵试剂#但
.,f

在此低值区间无

临床意义#而高活性样本科华测定值比信灵低#活性越高#偏差

越大)

>*

例样本科华试剂测定结果相对偏倚
Y)(8+:

#

""8":

#平均相对偏倚$绝对值%

!8*:

#经回归方程处理后偏

倚得到较好纠正#保证了两种试剂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f

医学决定水平
)**Q

"

N

#此处预期偏倚
*6d(84Q

"

N

#相对偏

倚
(4:

$

(84

"

)**

%#两者均未超过
$N5.i99

规定的室间质量评

价的总允许误差的
)

"

"

#预期偏倚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实验

方法与比较方法结果具有可比性)根据回归方程#对生化分析

仪化学参数中仪器因子作相应调整很有必要#以保证不同方法

之间测定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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