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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献血者多次单采血小板后外周血网织红细胞和红细胞的变化情况%方法
"

选择
1$

例自愿捐献单采血小

板大于或等于
"

次的献血者"每次捐献间隔期大于或等于
$

个月$!抽取献血者全血
+?]

!

Ve/;:Y

1

抗凝!用全自动血细胞计数

仪进行网织红细胞和红细胞各项参数的检测!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

献血者多次单采血小板后!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

*CDb

$&网织红细胞绝对数"

*CD

!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例"

(*Z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Z*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比率"

.Z*

$&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Z*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V/:,C

$&红细胞平均体积"

.)U

$&平均血红蛋白

含量"

.),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红细胞分布宽度"

*eP

$各项参数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与正常参考值均数相比除

.)U

&

.),)

外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3#"

$!而
.)U

&

.),)

与正常参考值均数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B

$

#3#"

$%

*CDb

&

*CD

!

接

近正常参考值范围的上限%结论
"

适量多次捐献血小板"每次捐献间隔期大于或等于
$

个月$!可刺激骨髓红细胞的造血功能!使

外周血中的网织红细胞比例略有所增加!但网织红细胞和红细胞的各项参数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对献血者身体健康无明显不

利影响%

关键词"血小板去除法'

"

网织红细胞'

"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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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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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小板因其浓度高*纯度高*临床治疗效果好等优点#

已被临床广泛使用#该制品对血小板减少或功能异常而导致出

血的患者具有明显疗效)在无偿献血宣传时称献血可促进人

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健康没有影响)那献血者长期多次捐献

血小板后对人体红细胞系统究竟有无影响#会不会刺激骨髓对

红细胞的造血功能#目前对此类问题研究报道较少)开展此课

题研究对人们正确认识捐献单采血小板知识及有效进行成分

献血者招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对
1$

例多次捐献单采

血小板献血者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1##4

年
$

月至
1#$1

年
1

月中捐献大于或等

于
"

次的无偿献血者
1$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男性

平均为
'9

岁#女性平均为
'$

岁)献血者外周
WID

均大于或等

于
$"#i$#

4

"

]

#每次捐献间隔期大于或等于
$

个月#体检合

格)在末次单采血小板前分别抽取献血者外周全血
+?]

#

Ve/;:Y

1

抗凝混匀#用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进行网织红细胞

百分比$

*CDb

%*网织红细胞绝对数$

*CD

!

%*未成熟网织红细

胞比例$

(*Z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Z*

%*中荧光强度

网织红细胞比率$

.Z*

%*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

,Z*

%*

网织红细胞血红 蛋 白 含 量 $

*V/:,C

%*红 细 胞 平 均 体 积

$

.)U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

%*红细胞分布宽度$

*eP

%检测#并分析各项检测指标

的变化情况)

A3B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R

G

7?C_T/:'###6

全自动血细胞计数

仪及配套的检测试剂)血小板采集用美国
.)R[Ve

血细胞

分离机*

;?6>H7

血细胞分离机*

/B6?A

血细胞分离机及其配套

的一次性封闭式耗材#每次采集
$

"

1X

的机采血小板)

A3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RWRR$%3#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

用
:

检验)

B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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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多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外周血网织红细胞和红细胞

检测情况#结果见表
$

)

表
$

""

1$

例多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外周血网织

""

红细胞和红细胞检测情况#

(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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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正常参考

均值

正常参考

范围
:

值
B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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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和红细胞检测情况#

(j9

$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正常参考

均值

正常参考

范围
:

值
B

值

(*Z

$

b

%

13$9j$3'$ !3#" $3!

"

$#3" $+3!1

%

#3#"

]Z*

$

b

%

493%+j$3'+ 4'3$" %434

"

4%3' $$394

%

#3#"

.Z*

$

b

%

13#4j$3'1 "3"" $3!

"

43" c$$3$!

%

#3#"

,Z*

$

b

%

#3#%j#399 #3%" #3#

"

$39 c'3"%

%

#3#"

*V/:,C

$

@M

%

+'3$4j$3%' +"3'" +13$

"

+%3% c+3$+!

%

#3#"

.)U

$

F]

%

4#3$9j+399 4# %#3#

"

$## #31#+

$

#3#"

.),

$

@M

%

+#3"#j$3"' 143" 193#

"

+1 134%1

%

#3#"

.),)

$

M

"

]

%

+'#3##j$$3"9 +'# +1#3#

"

+!# #3$%4

$

#3#"

*eP

$

b

%

$13+#j#3"! $+31 $$34

"

$'3" c93++4

%

#3#"

C

"

讨
""

论

网织红细胞是介于晚幼红细胞和成熟红细胞之间尚未完

全成熟的红细胞)因其质内尚存留多少不等的嗜碱物质#经煌

焦油蓝*新亚甲蓝活体染色法染色后#嗜碱物质凝聚成颗粒#其

颗粒又可联缀成线#而构成网织状#故此种红细胞称网织红细

胞#仍于骨髓内停留一定时间#然后再释放入血流)网织红细

胞计数可判断骨髓红细胞系统造血情况#外周血中网织红细胞

比例增加#说明骨髓的红细胞造血功能旺盛)血细胞分析仪为

网织红细胞计数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检测技术)这类仪器采用

荧光染色和激光测量的原理#不但能客观地检测网织红细胞#

还能将其分为高荧光强度*中荧光强度*低荧光强度三类#这种

分类法对估计化疗后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及骨髓移植效果有

较重要的意义)血细胞分析仪的优点是对网织红细胞的自动

化分析测量细胞多#避免了主观因素导致的误差#操作简便*快

速*灵敏*重复性好*误差小*结果准确#方法易于标准化'

$

(

)

本文统计结果表明#献血者多次单采血小板后#

*CDb

*

*CD

!

*

(*Z

*

]Z*

*

.Z*

*

,Z*

*

*V/:,C

*

.)U

*

.),

*

.),)

*

*eP

各项参数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

*CDb

*

*CD

!

接近正常

参考值范围的上限%#与正常参考值均数相比#除
.)U

*

.),)

外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3#"

%#而
.)U

*

.),)

与正常参考值

均数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3#"

%)

捐献血小板使献血者外周血中网织红细胞数接近正常参

考值范围的上限#可能是因为三方面原因导致献血者红细胞的

丢失#从而刺激了献血者骨髓红细胞造血功能#一是每次捐献

血小板时要给献血者抽取全血样做血小板计数#红细胞压积*

血红蛋白*转氨酶等项目的检测&二是每次捐献血小板时机采

分离管道中会滞留部分红细胞&三是每次捐献血小板时均要留

取部分全血血样做传染性指标的检测)黄明旭等'

1

(报道#对

+!

例献血者于献血前即时*献血后第
+

*

!

*

4

*

$1

天按网织红细

胞常规方法计数和分型#

+!

例献血者献血前网织红细胞计数

在
#3!b

"

$3'b

之间#均值
#34$b

#献血后第
$1

天均值

$3#'b

#全部恢复至正常范围#认为献血后可刺激骨髓造血功

能#使外周血网织红细胞数量明显增高)而本文选择的人群是

机采血小板献血者#随机取样#采用的是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

文献报道的是捐献全血的献血者#按献血后的不同天数取样#

采用的手工法计数#所以研究数据并不完全一致)

王建中'

+

(等报道#缺铁性贫血患者的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

含量降至最低$

1"31j+3"

%

@M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优于

传统的血液学指标#可准确地诊断铁缺乏和缺铁性贫血#而且

简便*快速*价廉#可广泛用于铁缺乏的筛查)黄成垠等'

'

(报

道#连续多次单采血小板捐献虽然可以引起储存铁的轻微减

低#但并不会引起血清铁蛋白和血清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的明

显异常)反复捐献血小板不会引起献血者医源性铁缺乏#但对

其自身的铁缺乏应引起关注)本文中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

量检测结果为!

+'3$4j$3%'

#在正常范围以内#也进一步说明

了多次捐献血小板并未引起献血者医源性铁的缺乏)赵立

铭'

"

(报道#

,Z*

和
,Z*[.Z*

的出现不仅能反映骨髓造血

活性#而且其出现或增高均早于白细胞*粒细胞*血小板等常规

指标#并不受感染*排异和输入血小板的影响)大量试验证明#

运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网织红细胞及其荧光强度的变

化#既可作为某些贫血鉴别诊断的初筛指标#同时也是判断骨

髓造血系统抑制和恢复较敏感指标)本文检测结果#献血者多

次单采血小板后#

(*Z

*

]Z*

*

.Z*

*

,Z*

各项参数均在正常参

考范围以内#所以认为反复捐献血小板并未引起献血者网织红

细胞各项参数的异常)孟妍等'

!

(报道#对自愿无偿献血小板者

$%%

例进行研究#在血小板单采前半小时和单采后半小时分别

检测献血小板者外周血血小板计数$

W]/

%*平均血小板体积

$

.WU

%*白细胞计数$

P2)

%*红细胞计数$

*2)

%*血红蛋白定量

$

,N

%*红细胞压积$

,)/

%和平均红细胞体积$

.)U

%)结果单采

后
W]/

有所降低$

B

%

#3##$

%#

.WU

变化不显著$

B

$

#3#"

%#

P2)

*

*2)

*

,N

和
,)/

均较单采前有升高$

B

%

#3##$

%#

.)U

在单采前后无变化$

B

$

#3#"

%&各变化的参数仍然保持在正常值

范围#认为机采血小板对于献血小板者外周血液参数的影响是

安全和可以接受的)本文检测发现
.)U

*

.),

*

.),)

*

*eP

各项参数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与文献报道一致)

笔者认为#适量多次捐献血小板$每次捐献间隔期大于或

等于
$

个月%#可刺激骨髓对红细胞的造血功能#使外周血中网

织红细胞比例略有所增加#但网织红细胞和红细胞的各项参数

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对献血者身体健康无明显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

$

( 黄开泉#张淑芳#刘漪
3

贫血患者网织红细胞及其荧光强度检测的

临床意义'

\

(

3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

19

$

$#

%!

%94:%%$3

'

1

( 黄明旭#胡成义#王永维#等
3+!

例献血者献血后网织红细胞检测

的结果分析'

\

(

3

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

1##9

#

'

$

$

%!

$!:

$%3

'

+

( 王建中#普程伟#尚柯#等
3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在铁缺乏诊

断中的应用研究'

\

(

3

中国实验诊断学#

1##'

#

%

$

!

%!

"91:"9"3

'

'

( 黄成垠#史广耀#蔡莉#等
3

反复捐献血小板对储存铁的影响'

\

(

3

中国输血杂志#

1#$#

#

1+

$

$

%!

'13

'

"

( 赵立铭
3

网织红细胞及其荧光强度的测定在临床诊疗中的作用

'

\

(

3

医学检验与临床#

1##%

#

$4

$

'

%!

'3

'

!

( 孟妍#孔祥荣#刘兰青#等
3

机采血小板献血者单采前后血液参数

变化观察'

\

(

3

医学研究杂志#

1##!

#

+"

$

$

%!

%#:%$3

$收稿日期!

1#$1:#":#1

%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D\]AN.C&

!

;H

M

H7D1#$1

!

U=I3++

!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