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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为制定大量输血患者合理成分输血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

回顾
&**E

年和
&*%*

年大量输血患者各种

血液成分输注情况!分析不同性别&血型&治疗结果的患者人均红细胞输用量!计算不同科室患者各血液成分搭配输注比例!比较

输血后患者凝血功能变化%结果
"

&*%*

年较
&**E

年总用血量增加!主要为血浆用量增加!红细胞用量减少#女性患者&

27

血型

患者人均红细胞用量低于男性患者和其他血型患者!死亡患者明显高于治愈患者!两年统计结果一致#不同科室选择各种血液成

分应用比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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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红细胞
b

血浆比例为
$(,b%(*

!患者死亡率为
&%(H&G

!比
&*%*

年"红细胞
b

血浆比例为
&(%b%(*

!患

者死亡率为
)())G

$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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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

$#输血后患者凝血功能检测
&**E

年凝血酶原时间"

-4

$&凝血酶时间"

44

$&活化

部分凝血时间"

2-44

$比
&*%*

年明显延长!纤维蛋白原"

Y

N

$降低"

D

$

*(*E

$%结论
"

大量输血时根据病情制定合理输血方案!选

择有效血液成分!可减少大量输血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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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输血是指
&)M

内快速输入相当于患者自身一个血容

量或更多血液的输血#成分血应用后#通常将
&)M

内输入红细

胞量大于
%*g

也归于大量输血范畴'大量输血的特点!$

%

&择

期手术中大量出血多可预知#通常会提前通知输血科配备充足

血液制品%急诊大量用血#存在医院库存血液制品不能满足临

床需求或无库存等问题%$

&

&需紧急快速输注#输注血液种类和

剂量决定于患者失血量%$

'

&输血后并发外源性凝血功能障碍(

低体温和酸中毒等#患者自身不能代偿或及时被纠正#成为大

量输血患者-致死性三联症.

*

%5'

+

'本文通过对本院
&**E

年与

&*%*

年大量输血患者临床用血对比分析#探讨大量输血的最

佳方案#选择合理成分应用比例#降低输血后并发症的发生#以

提高抢救成功率#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E

年(

&*%*

年
%

%

%&

月在本院
&)M

内红细胞输注量大于
%*g

的患者#

&**E

年
'$

例#其中男
&$

例$

$&(,$G

&#女
%*

例$

&$(*'G

&%平均年龄$

'&(,$i%'(E,

&

岁#急诊输血
&H

例$

$*(&$G

&#其中创伤科
%E

例#脑外科
H

例#

产科
'

例#消化科
&

例%择期手术用血
%%

例$

&,($'G

&#其中心

外科
+

例#骨科
'

例'

&*%*

年
)E

例#其中男
'E

例$

$$($+G

&#

女
%*

例$

&&(&&G

&%平均年龄$

'%(*&i%'(,,

&岁#急诊输血
'&

例$

$%(%%G

&#其中创伤科
%+

例#脑外科
+

例#产科
)

例#消化

科
&

例%择期手术用血
%'

例$

&+(+,G

&#其中心外科
E

例#骨科

+

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输血原因!

急诊输血主要是车祸(斗殴(高坠等所致多发伤(产后出血(溃

疡致消化道出血等#择期手术用血主要是心脏外科行主动脉夹

层瘤(二尖瓣及主动脉瓣置换(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等#以及

骨科行重度脊柱侧弯矫正手术等'所有患者输血前凝血功能

检测均无明显异常'

A(B

"

血液制品计量单位
"

输注的血液制品全部来源于当地血

液中心#

&**Q8

全血分离制备
%g

悬浮红细胞#血浆每
%**

毫

升为
%g

#

&**Q8

新鲜冰冻血浆制备
%g

冷沉淀#机采血小板

每
%

个治疗量$

&

&(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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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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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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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

方法
"

/医疗机构用血管理办法0规定临床一次用血或备

血量超过
&***Q8

必需履行报批手续#根据输血科审批记录

和输血记录#查阅患者病历资料#记录每例患者
&)M

内输注的

各种血液成分量及输血后
%P

凝血
)

项*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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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血酶时间$

44

&(活化部分凝血时间$

2-44

&(纤维蛋白原

$

Y

N

&+检测结果#分
&**E

年组和
&*%*

年组#进行各种血液成分

用量比较#分析不同性别(血型(治疗结果的患者人均红细胞用

量#计算不同科室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比例#比较两组患者输血

后凝血功能的变化'增长量
h

$

&*%*

年量
`&**E

年量&"

&**E

年量
F%**G

#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比例
h

单独成分输注数"所有

成分输注数
F%**G

'

A(D

"

凝血功能检测
"

仪器为日本
/e/X3Z_25%E**

全自动

凝血分析仪#试剂为德国
/;?Q?!"]?6C@MK6A?0;6

N

!D"@;K"

#

ADP5

JK@":QB]

#由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正常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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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Fi<

表示#观察指标差异性比较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D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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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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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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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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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量输血患者输注的各种血液成分比

较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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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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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量输血患者输注的

"""

各种血液成分比较

项目
红细胞悬液

$

g

&

冰冻血浆

$

g

&

冷沉淀

$

g

&

血小板

$治疗量&

合计

$

g

&

&**E

年

"

输注量
H$E(* +E(E )&(* $(* +*,(E

"

输血例数$

)

&

'$ %E ) $ '$

"

输血患者比例$

G

&

%**(** )*(E) %*(+% %+(,& %**(**

&*%*

年

"

输注量
H%+(* &+,(* %*E(* )(* %*%H(*

"

输血例数$

)

&

)E )* %* ) )E

"

输血患者比例$

G

&

%**(** ++(+,

!

&&(&& +(+, %**(**

两年增长量$

G

&

+̀()) &'+(*% %E*(** )̀&(+H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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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D

$

*(*%

#与
&**E

年输血患者比例比较'

B(B

"

&**E

年与
&*%*

年不同性别(血型(治疗结果的大量输血

患者输注红细胞悬液情况比较见表
&

'

B(C

"

&**E

年与
&*%*

年不同科室大量用血时各种血液成分应

用比例比较见表
'

'

表
&

""

&**E

年与
&*%*

年不同性别"血型"治疗结果的大量输血患者输注红细胞悬液情况比较

项目
&**E

) G

用量$

g

&

Fi<

&*%*

) G

用量$

g

&

Fi<

性别

"

男
&$ $&(,$ E*'(* %+(H'i'(H+ 'E $$($+ E*%(* %)('%i'(&%

"

女
%* &$(*' %$&(* %$(&*i&(+) %* &&(&& %%$(* %%($*i&(,*

血型

"

2 %' 'E(%) &))(* %+($$i'(&E %, )&(&& &$*(* %)(&%i'(E&

"

7 %* &$(*' %$'(* %$('*i&()E %% &)()) %)%(* %&(+&i&(HE

"

[ %% &,($' &%E(* %,(EEi'($, %% &)()) %E$(* %)(&$i'('+

"

27 ' +(%% )'(* %)(''i&()$ ) +(+, E*(* %&(E*i&(*$

治疗结果

"

治愈
&, $+('+ )+%(* %H(E,i'(*& )' ,E(EH E+$(* %'(HEi'(%'

"

死亡
+ &%(H&

!

%,)(* &)(&Ei'('H

#

& )()) '%(* %E(E*i&(H+

合计
'$ %**(** H$E(* %+(&)i'(''

,

)E %**(**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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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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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D

$

*(*E

#与
&*%*

年死亡率比较%

#

!

=h&(*'

#

D

$

*(*E

#与
&*%*

年死亡患者
Fi<

比较%

,

!

=h&(*%

#

D

$

*(*E

#与
&*%*

年
Fi<

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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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年与
&*%*

年不同科室大量用血时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比例比较%

G

&

科室

名称

&**E

年

)

总用量

$

g

&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血小板 红细胞
b

血浆

&*%*

年

)

总用量

$

g

&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血小板 红细胞
b

血浆

创伤科
%E '+$(E ++(&H ,(*' &($% *(** ,(+b%(* %+ '+$(E HH('& '*(,$ &($% *(** &(%b%(*

脑外科
H %*H(E ,%(EE +()E *(** *(** %*(+b%(* + %)H(* E,(E, )*()% *(** *(** %(Eb%(*

心外科
+ %E'(* H)(*E %+('* %'($' '(,* '(Eb%(* E %*'(* E+($' '%(*+ %*(%, *(** %(,b%(*

骨科
' H%(E ,E(%& )(++ *(** *(** %,(Eb%(* + %H*(E $)()E &E(EE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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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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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年与
&*%*

年不同科室大量用血时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比例比较%

G

&

科室

&**E

年

)

总用量

$

g

&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血小板 红细胞
b

血浆

&*%*

年

)

总用量

$

g

&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血小板 红细胞
b

血浆

产科
' $&(* $E(** ,(*' %)(E+ %(', +('b%(* ) %$%(* 'E(*, %'()E ),(%& &(') &(Hb%(*

消化科
& &,(* +H(&% %'($, *(** *(** H('b%(* & )+(* $*(+' &,(%$ *(** *(** &()b%(*

合计
'$ +*,(E +'('+ %*(EH E(%, *(+$ $(,b%(* )E %*%H(* H*(+' &+()) %*(') *(', &(%b%(*

B(D

"

&**E

年与
&*%*

年大量输血患者输血治疗后
%P

凝血功

能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

'

表
)

""

&**E

年与
&*%*

年大量输血患者输血治疗后
%P

"""

凝血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Fi<

&

年份
) -4

$

"

&

44

$

"

&

2-44

$

"

&

Y

N

$

N

"

8

&

&**E

年
'$ %H(+%i&($'&%(H'i&(,)'E(H*iE(+) %(+*i*(H&

&*%*

年
)E %)(*Hi&(*)%$(H,i&())&E(%'i'(+% &($*i*($)

= &(&* &(), &(*& +(E'

D

$

*(*E

$

*(*E

$

*(*E

$

*(*%

C

"

讨论

C(A

"

总用血情况#

&*%*

年与
&**E

年比较#患者增加
&%(H&G

#

总用血量增加
')(%&G

#各种血液成分应用中#红细胞用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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