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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在浓缩血小板去白细胞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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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评价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在浓缩血小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采用富血小板血浆法制备浓缩血小板!将

+.

袋制备好的同型浓缩血小板利用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过滤&记录过滤前后血小板常规指标变化情况!用流式细胞仪对血小

板活化指标
"(1#)

及
1U2*

B

进行检测!利用生化分析仪对血小板低渗休克进行测定!利用血小板聚集仪测定血小板聚集功能&

结果
!

利用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进行过滤后!白细胞去除率为"

$5,*54/,$6

$

3

!血小板回收率为"

52,+64*,5-

$

3

#过滤后白

细胞计数%血小板%红细胞均较过滤器减少"

!

#

/,/.

$!过滤前后血小板容量%平均血小板体积和
B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过滤前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1#)

和
1U2*

B

表达%血小板低渗休克和血小板聚集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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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能够有效滤除浓缩血小板中的白细胞!不会改变血小板常规指标!且对血小板活化%聚集功能和抗

低渗休克能力均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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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注浓缩血小板已成为临床上预防出血和血小板功能障

碍患者治疗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使用过程中易发生非溶血性

输血发热反应*免疫抑制*血小板输注无效等不良反应'

)

(

)有

研究指出#输注去白细胞成分血可有效降低非溶血性输血发热

反应的发生#以及减少输血相关免疫*感染等相关不良反应的

发生'

*

(

)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去除白

细胞的器械#能够有效滤除浓缩血小板中的白细胞'

+

(

)本研究

将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应用于浓缩血小板中白细胞的滤除#

通过检测滤除前后相关血液指标的变化#旨在探讨血小板型去

白细胞滤器在提高浓缩血小板输注效果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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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C,C

!

浓缩血小板的来源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

符合要求的健康献血者#对其采集
-//%W

全血#于室温条件

下运输和保存#并在
2K

内完成制备)采用富血小板血浆法制

备浓缩血小板#于$

*+4)

&

O

范围内#

)+*5Y

J

离心
.%8:

#利用

分浆器将上层血浆分离)同样温度下#在
*.++Y

J

离心
).

%8:

#获取浓缩血小板
..

!

6.%W

#并静置
2/%8:

#随后进行每

分钟
2/

次的水平振荡解聚)

C,D

!

仪器与试剂
!

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购自南京塞尔金生

物公司#

_̀ #*)'

型多项目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器购自日本希森

美康公司#日立
6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自日本日立公司#

1

?

C;D=

J

@2///8

大容量离心机购自德国
K@CE@=9

公司#

.$/

系列

血小板聚集分析仪购自美国
1KC;:;W;

J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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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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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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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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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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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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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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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

年鄂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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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文辉#男#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采供血管理*血液病的诊断

与治疗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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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计数板和加厚盖玻片购自美国
RU

公司#

bM*/

型
B

^

仪购

自瑞士梅特勒
#

托利多公司#倒置相差显微镜购自日本
\F

?

%#

B

=9

公司#

eX#*5//(^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购自上海优浦

科学仪器#

b(1P1E:<;

流式细胞仪)

1U2*

B

#"M

及其同型对照

鼠
T

J

])

*

"(1#)#bT01

及其同型对照鼠
T

J

])

*

1U-*G#("1

抗

体购自美国
RU

公司)试剂还包括
0=C[

白细胞稀释液和
)3

多聚甲醛溶液)

C,E

!

方法

C,E,C

!

浓缩血小板的过滤
!

将
+.

袋制备好的同型浓缩血小

板利用无菌接管机汇集成
.

袋治疗量标本后#连接血小板型去

白细胞滤器#利用重力作用对血小板进行过滤#并进行收集)

记录过滤时间及血小板容量#利用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器对过滤

前后的标本进行血细胞计数#用
'E

J

@;<<@

白细胞计数板对滤

后白细胞进行计数)

C,E,D

!

流式细胞仪对血小板活化指标
"(1#)

及
1U2*

B

的检

测
!

利用贫血小板血浆将浓缩血小板制成
*./Y)/

$ 的富血小

板血浆#每份标本取
+

支流式细胞管#加入血浆标本
)/

%

W

#分

别将相应的抗体和对照加入不同流式细胞管#轻轻晃动摇匀#

于避光室温下孵育
*/%8:

#预冷后#加入
)3

多聚甲醛并混匀#

避光
- O

条件下保存)于
2/%8:

内完成样品准备并置于

b(1P1E:<;

流式细胞仪上检测)利用
1U-*G("1

"

PP1

双参

数设门#用
1@FFk=@9<

软件获取
*////

个血小板进行分析#血

小板
"(1#)

及
1U2*

B

水平以其血小板阳性百分率表示)

C,E,E

!

利用生化分析仪对血小板低渗休克进行测定
!

实验模

式为实时吸光度$

(

&值监测#测定温度为
+6 O

#波长为
2)/

:%

#样品与试剂比例为
*Q)

#监测时间
).%8:

#延迟时间
.9

)

以贫血小板血浆与磷酸盐缓冲液$

"RP

&按
*Q)

的比例混合后

调零#富血小板血浆与
"RP

混合样品
).%8:

时的
(

值为对照

(

值$

(

对照&#富血小板血浆与蒸馏水混合样品
).%8:

时的
(

值为样品
(

值$

(

样品&#并按下列公式计算!血小板低渗休克

$

3

&

o

$

(

样品
N

样品最小
(

值&"$

(

对照
N

样品最小
(

值&

Y

)//3

)

C,E,H

!

利用血小板聚集仪测定血小板聚集功能
!

利用贫血小

板血浆将血小板聚集仪调零点#将
.//

%

W

富血小板血浆置于

测试杯中#放入一涂硅的小磁棒#

+6O

保温
.%8:

#加入
)/

%

W

终浓度为
*/

%

%;F

"

W

的二磷酸腺苷#反应
6

!

)/%8:

至曲线平

稳#以富血小板血浆的聚集率和透光度为
/

#贫血小板血浆所

测得的聚集率和透光度为
)//3

#分析血小板最大聚集率

情况)

C,H

!

统计学分析
!

数据录入和管理采用
M

B

8UE<E+,/

软件#利

用
P"PP*),/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4<

表示#过滤前后相关指标比较采用配对
4

检验#

!

#

/,/.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过滤前后血小板常规指标的比较
!

利用血小板型去白细

胞滤器进行过滤后#白细胞去除率为$

$5,*54/,$6

&

3

#血小板

回收率为$

52,+64*,5-

&

3

#血小板过滤前后常规指标变化见

表
)

)过滤后白细胞计数*血小板*红细胞均较过滤前减少#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过滤前后血小板容量*平均血

小板体积和
B

^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过滤前后血小板常规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4<

$

组别 白细胞$

Y)/

2

"

W

& 血小板$

Y)/

$

"

W

& 血小板容量$

%W

& 红细胞$

Y)/

)*

"

W

& 平均血小板体积$

DW

&

B

^

过滤前
*6$,-465,5 *2+,)4-+,- *-2,54*$,. /,//24/,//* )*,*$4/,$/ 6,)+4/,)2

过滤后
-,-4),) *+),$4+.,. *+$,64+/,) /,//+4/,//) )*,/24/,6) 6,/$4/,)*

4 )-,/6) *,*/+ /,5$5 .,.5/ /,/5- ),/)/

! /,/// /,/)6 /,)56 /,/// /,-26 /,).$

D,D

!

过滤前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1#)

和
1U2*

B

表达变

化
!

利用流式细胞仪对血小板活化指标
"(1#)

及
1U2*

B

进

行检测#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

件-&)过滤前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1#)

和
1U2*

B

表达水平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过滤前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1#)

和
1U2*

B

!!

表达变化情况#

3

(

'4<

$

组别
"(1#) 1U2*

B

过滤前
-,+4),$ +,.4),2

过滤后
-,.4*,) +,64),5

4 /,5-6 ),2-*

! /,*/) /,/.-

D,E

!

血小板过滤前后低渗休克及聚集功能变化情况
!

过滤前

后#血小板低渗休克和血小板聚集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血小板过滤前后低渗休克及聚集功能变化

!!

情况#

3

(

'4<

$

组别 血小板低渗休克 血小板聚集功能

过滤前
66,+4$,) 2/,*4)-,5

过滤后
6*,246,5 .$,+4)+,.

4 /,5/5 /,*.)

! /,*)* /,-/*

E

!

讨
!!

论

健康者的血容量相对恒定#如果一次失血超过全血量的

).3

时#机体的代偿机制将不足以维持血压的正常水平#可引

起机体活动障碍#此时就需要输血)通过大量研究证实#输注

浓缩血小板可用于治疗因血小板减少或功能障碍导致的出血

性疾病#浓缩血小板已在国外广泛应用'

-#.

(

)亦有研究指出#输

入含有白细胞成分血小板时#会引起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血小

板输注无效*输血相关性免疫抑制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2#6

(

)其

中#非溶血性输血发热是最为常见的输血反应#主要是由含白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6

期
!

T:<VWEG!@>

!

P@

B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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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血小板或全血输注后与受血者体内的血细胞发生同种

免疫产生抗体所致'

5

(

)临床资料显示#一个治疗量的全血中白

细胞含量小于
/,.Y)/

$

"

W

时#可有效预防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的发生#并且去除白细胞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炎性并发症的发

生'

$

(

)本研究利用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对浓缩血小板中的

白细胞进行滤除#并对滤除前后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检测#获得

了理想效果)

本研究将白细胞滤器应用于浓缩血小板中#其中#白细胞

滤器滤除率的高低是衡量白细胞过滤器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可有效滤除白细胞#同

时可获得较高的血小板回收率)过滤后白细胞计数*血小板*

红细胞均减少#过滤前后血小板容量*平均血小板体积和
B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白细胞滤器可有效滤除

浓缩血小板中白细胞#对其他血液常规指标影响较小#可以达

到国家标准要求)去白细胞滤器临床疗效的另外一个重要指

标是临床中非溶血性输血反应发生率的降低程度#而白细胞的

滤除则可有效降低非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

)/

(

)本研究显

示#过滤前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1#)

和
1U2*

B

表达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过滤前后#血小板低渗休克和血小

板聚集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使用白细胞

滤器在滤除白细胞的同时#不会对血小板活化功能#以及抗低

渗性休克能力和血小板聚集功能产生影响#与
1K;

等'

))

(研究

结论相同)

综上所述#血小板型去白细胞滤器能够有效滤除浓缩血小

板中的白细胞#滤后血小板的回收率符合相关标准#不会改变

血小板常规指标#而且去白细胞滤器过滤浓缩血小板对血小板

活化*聚集功能和抗低渗休克能力均无明显影响#具有较高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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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5

&

$上接第
*./5

页&

节为春季$

-

!

2

月&相一致#符合猩红热的流行病学特点'

$

(

)

有研究表明#猩红热发病与风速和日照时数呈正相关'

)/

(

#也有

研究对华北地区猩红热与气候因素的分析发现#猩红热发病率

与平均气温呈正相关'

))

(

)这表明#每年的
.

!

2

月是猩红热防

控的重点时间#无论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还是托幼机构及小学

都应该引起足够地重视#猩红热尚无有效疫苗#管理传染源是

预防猩红热的主要措施#及时发现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做到早

隔离*早消毒应成为工作重点)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易感人群的

保护#加大健康教育的力度#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做好学校

卫生工作#并经常进行开窗通风和教室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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