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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中成分输血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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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肝移植术中成分输血的合理输注量和血液制品配备$方法
!

回顾性分析
97

例肝移植术患者术中出血

量%术中输血量及术后血常规%凝血功能指标检测结果$结果
!

根据术中出血量搭配各种成分血进行输注!输注后各组患者血红

蛋白%血小板及凝血功能指标检测结果理想!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结论
!

肝移植术前应详细了解患者基础疾病

和病情!预计术中出血量!适当合理准备各种血液制品!以保证肝移植术顺利进行$

关键词"肝移植&

!

出血量&

!

成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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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中出血较多#多数患者术中需输入超过
(.0

的

红细胞和其他成分血制品)

(

*

'贫血及血小板减少对患者术中

输血量没有影响#即术前贫血或血小板减少患者术中输血量并

不比非贫血或非血小板减少患者更多'因此#血常规检测结果

不能作为确定患者术前备血量的依据)

'

*

'为保障肝移植患者

术中用血#不浪费血液资源#本研究对
97

例肝移植患者术中用

血情况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以期指导肝移植术前血液储备#保

证手术顺利进行'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行肝移植

术患者
97

例#均为男性#年龄
9'

!

6:

岁#平均
-74'

岁#其中肝

癌
((

例#肝硬化
'6

例'

A4B

!

方法
!

对患者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情况及术后血常规(

凝血功能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术中输注的血

液制品$均已滤除白细胞%由佛山市血液中心提供'所有血液

制品均为同型输注#确认交叉配血相合后输注'根据术中出血

量确定输血量及使用的血液制品类型'

A4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I22(.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e=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

组间比较采用
S21&2

检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B4A

!

输血情况
!

术中出血量小于
6...!S

的患者#术中输注

红细胞
7

!

(.0

$

(0

红细胞由
'..!S

全血制备%#新鲜冰冻

血浆
5..

!

(6..!S

#单采血小板
.

!

'

个治疗量#冷沉淀
(.

!

'.0

$

(0

冷沉淀由
'..!S

血浆制备%'$

'

%术中出血量

6...

!$

(....!S

的患者#术中输注红细胞
(7

!

'60

#新鲜

冰冻血浆
'...

!

'6..!S

#单采血小板
(

!

9

个治疗量#冷沉

淀
'.

!

-.0

'术中出血量
(....

!

(6...!S

的患者#术中输

注红细胞
'.

!

'60

#新鲜冰冻血浆
'6..

!

96..!S

#单采血

小板
'

!

9

个治疗量#冷沉淀
-.

!

7.0

'

B4B

!

输血后各指标检测结果
!

根据患者术中出血量输血后#

各组患者血红蛋白(血小板及凝血功能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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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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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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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患者术中输血后各指标水平$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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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红蛋白

$

H

"

S

%

血小板

$

g(.

:

%

凝血酶原时间

$

<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

<

%

凝血酶

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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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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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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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肝移植术是大型腹部外科手术#手术操作复杂#持续时间

长#术中出血量大'而且#患者多存在代谢紊乱(凝血机制异常

等情况'因此#肝移植术输血指征的掌握应视患者病情而

定)

9

*

'本研究结果显示#根据术中出血量确定成分血输注比

例#不同输注量患者输血后血红蛋白(血小板及凝血功能指标

检测结果理想#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因此#

随着成分输血的普及#当肝移植术中大量出血时#除补充红细

胞外#还应补充新鲜冰冻血浆(冷沉淀和单采血小板#并根据术

中出血量的多少调整各种成分血的比例#避免血液浪费和因大

量输血引起的并发症'王宝燕等)

-

*认为术中无需将患者凝血

功能纠正到+正常,#轻度的低凝状态可预防血管吻合口的血栓

形成'此外#使用滤除了白细胞的血液制品#可降低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原因是通过滤除白细胞及血小板
&

白细胞复合物等

成分#减轻了输血造成的多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

6

*

'所以#临

床大量输血必须遵循安全(科学(合理(有效的原则#且各种血

液成分的合理搭配对有效控制出血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较为合理的肝移植术中血液制品$已滤除白细胞%配备量为!红

细胞
(.

!

'.0

(血浆
'...

!

-...!S

(冷沉淀
'.

!

-.0

(血小

板
(

!

9

个治疗量'临床科室应根据患者身体情况(基础疾病(

凝血功能等诸多情况#术前预计出血量的多少#便于输血科有

计划地准备各种成分血#避免术中缺血的风险'

有研究报道#肝移植术后应尽量避免输血#当血红蛋白水

平为
8.

!

5.

H

"

S

时#只要不存在活动性出血#就不必输血#可

通过补充铁剂和调整饮食方案纠正贫血#避免输血所致传染病

和不良反应的发生)

7

*

'此外#回收式自体输血是一种合理(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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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安全(经济的方法)

8

*

'肝移植患者受身体条件所限#较少使

用回收式自体输血#特别是肝癌患者不宜采用自体血回输#因

为存在癌细胞回输至体内#造成播散的风险)

5

*

'但是#如患者

情况允许#可使用回收式自体输血#以减少血液制品的使用量'

本研究中有
(

例患者采用回收式自体输血#虽然出血量达
5

6..!S

#却只使用红细胞
70

#但也根据出血量和凝血功能指

标水平适当补充了新鲜冰冻血浆(冷沉淀和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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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献血者核酸检测后
%S>

检测的应用价值分析

金新莉!王艺芳!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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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开展献血者核酸检测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检测的应用价值$方法
!

对乙肝表面抗原"

\]<%

H

#

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RZ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献血者标本核酸检测!同时分析
%S>

不合格者及合并乙

型肝炎病毒"

\]Z

#%丙型肝炎病毒"

\RZ

#感染的相关性$结果
!

在
987':5

份血液标本中!

%S>

总不合格率
(456W

!在不合标

本中占
6:487W

!

\]<%

H

%抗
&\RZ

阳性率分别为
.4--W

%

.49-W

$

%S>

不合格合并
\]<%

H

阳性%抗
&\RZ

阳性标本检出率分别

为
.4.(W

和
.4.(W

$

%S>

不合格合并
\]<%

H

%抗
&\RZ

阳性标本占全部
%S>

不合格标本的
(4''W

!单项
%S>

不合格标本占

:5485W

!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B

$

.4.6

#$在
%S>

'

-.0

'

S

的标本中!核酸检测检出
8

例阳性标本!其中
-

例为
\]Z1$%

阳性&

在
%S>

$

-.0

'

S

的标本中!

('(

份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结论
!

献血者
%S>

不合格是血液报废的主要原因$

%S>

不合格主要

表现为单纯
%S>

不合格$

%S>

虽不能作为判断
\]Z

或
\RZ

感染的检测指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S>

在献血者筛查中的作

用$应联合进行
%S>

和核酸检测!以保障血液安全$

关键词"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乙型肝炎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

!

核酸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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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是.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

T](5-78&'.((

%/中规定的筛查项目之一'然而#

%S>

检测存

在一定程度的非特异性#导致血液报废比例升高#造成一些不

必要的血液资源浪费'因此#部分国家提高了献血者
%S>

筛

查的阈值#或取消了
%S>

检测)

(&'

*

'本研究分析了无偿献血者

常规筛查结果与核酸检测结果#旨在探讨开展核酸检测后

%S>

检测是否仍有意义'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

年
6

月至
'.(-

年
6

月本血液中心采集

的无偿献血者标本
987':5

份'所有献血者按.献血者健康检

查要求/的规定接受献血前体检'

A4B

!

仪器与试剂
!

%S>

(乙肝表面抗原$

\]<%

H

%(丙型肝炎

病毒抗体$抗
&\RZ

%(

(

(

'

型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VZ(

"

'

%检测试剂盒分别购自烟台澳斯邦生物研发有限公司(北京万

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科华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核酸检测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及瑞士罗氏公司核酸检测仪及配套试剂'全自动

加样"混样仪购自瑞士
\%)VS>X$

公司#酶标仪购自瑞士

\%)VS>X$

公司和英国
]"?3CE?!

公司#实时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反应扩增仪购自美国
%]V

公司'

A4C

!

方法

A4C4A

!

常规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QSV2%

%对献血者标

本同时进行
'

次
\]<%

H

(抗
&\RZ

(抗
&\VZ(

"

'

(

%S>

检测'结

果判定!

'.(9

年
7

月前
%S>

'

-.0

"

S

判为不合格#

'.(9

年
7

月后
%S>

'

6.0

"

S

判为不合格&

2

"

RX

'

(4.

判为
QSV2%

检

测结果阳性'

A4C4B

!

核酸检测
!

采用科华公司和罗氏公司试剂进行乙型肝

炎病毒$

\]Z

%(丙型肝炎病毒$

\RZ

%(人免疫缺陷病毒$

\VZ

%

核酸定性检测'每个混和标本均加入内部参照品#每次实验以

阴性和阳性质控品进行质量控制'若单个
I??A

结果为阳性#

对相应的标本进行单独检测'结果判定!混合标本检测结果为

阳性而单个标本检测结果为阴性时判为核酸检测阴性#混合标

本及单独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判为核酸检测阳性'

A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I22(: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4A

!

%S>

(

\]<%

H

(抗
&\RZ

检测结果
!

在
987':5

份
QSV2%

筛查标本中#检出不合格标本共计
((778

份#其中
%S>

不合

格
7:8'

份$在所有标本中占
(456W

#在不合格标本中占

6:487W

%#

\]<%

H

阳性
(7-7

份$在所有标本中占
.4--W

%#

抗
&\RZ

阳性
('57

份$在所有标本中占
.49-W

%'

%S>

不合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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