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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两种血细胞分离机单采血小板的性能&方法
!

从健康机采血小板献血员
*#%*

名中!选取
+&

名献

血员前后使用两种不同血细胞分离机
1F;IE

和
6I;G@)

采集数据!比较分析两种不同的血细胞分离机采集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残

余白细胞和红细胞计数'采集时间'采集效率'报废情况及安全性等方面&结果
!

在两种血细胞分离机的献血员采集前基本参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情况下!两种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的产品质量方面'处理血量和抗凝剂使用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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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种血细胞分离机在采集时间'采集效率和管道残余血量方面进行比较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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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两种

类型的血细胞分离机在使用过程中各有利弊!因此应该根据献血员的身体素质与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血细胞分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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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血医学与输血技术的发展#机采血小板已经成为中

国临床血小板$

531

&输注的主要血液成分)以往的同类研究

侧重点多为产品质量分析#往往忽略了献血员的个体差异*血

常规检测数据'血细胞比容$

/G?

&*

531

(及机器性能对产品和

献血员的影响'

"=*

(

)为排除个体差异#本文选择同一献血员#在

血常规检测数据$

/G?

*

531

&无差异性的情况下#先后使用
1F;=

IE

和
6I;G@)

两种不同的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相同数量的

531

#对得到的数据'包括!采集效率*管道残余血量*产品质

量*残余白细胞$

].!

&和红细胞$

-.!

&计数及本中心使用情

况&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9

月捐献机采
531

的
*#%*

名献血员#筛选先后应用两种不同类型血细胞分离机的男性献

血员
+&

名#年龄$

%#$,S"&$"

&岁)献血者均符合.

2."+*9'=

#&&"

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血常规检查采前静脉血
531

*

#&&T"&

8

"

3

#

/!1

*

%9U

#

"

周内均未服用过抑制
531

代谢及

影响其功能的药物$如布洛芬*阿司匹林等&)

?$@

!

仪器与试剂
!

1F;IE

血细胞分离机及其配套一次性管路

$美国
/EC=I><C?;G)

公司&#

6QR!4P1Q

$

-XM=*-*,+&

&型血

细胞分离及其配套一次性管路$汾沃公司&#枸橼酸葡萄糖
6

$

6!Z=6

&抗凝剂$四川南格尔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生理

盐水$四川南格尔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迈瑞
=#+&&

血细胞

分析仪及其试剂与质控品)

?$A

!

采集方法

?$A$?

!

1F;IE

组采集方法
!

使用
1F;IE-6GGC71Q

全自动血

液采集装置*

,$"

版本软件和
+&*&&

耗材#每份
531

采集量为

,$&T"&

""个#容量为
,#&I3

%中速采集#正常回输$非带浆回

输&最大采血速度
"#&I3

"

I;<

#最大回输速度
"*#I3

"

I;<

#

速度均为逐渐达到最大速度#献血者血液与抗凝剂$

6!Z=6

&

按
"&c"

比例混合#离心速度
%&&&F

"

I;<

#采集过程按程序操

作)

?$A$@

!

6I;G@)

组采集方法
!

使用
6QR!4P1Q

$

*-*,+&

&机

型*

%$#"

版本单针采集程序及其配套的单针耗材#每份采集

531

量为
,$&T"&

""个#容量为
,#&I3

%采血速度
"&&

!

""&

I3

"

I;<

#回输速度
",&I3

"

I;<

#献血者血液与抗凝剂$

6!Z=

6

&按
"&c"

比例混合#全血处理量上限
,,&&

!

'&&&I3

#采

集过程按程序操作)

?$B

!

产品质量
!

采集结束后#充分摇匀产品#未见明显聚集

物#取样#在
"

!

#B

内使用迈瑞
=#+&&

血细胞分析仪完成检测%

检测指标包括!

531

计数*

-.!

计数*

].!

计数)

531

*

-.!

和
].!

的水平等于产品中相应成分的计数乘以容量)

?$F

!

血细胞分离机的性能分析参数
!

包括!采集时间*处理血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

R<?Y3E0Q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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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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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抗凝剂用量$

6!Z=6

&*管道残余血量*采集效率)前
%

项

参数的数据来源于采集成功后仪器自动给出的程序结果%管道

残余血量$

I3

&

d

残余液体
/2.T

残余总量$

I3

&"献血员采

集前
/2.

%

531

采集效率$

U

&

d531

产量$

T"&

""

&

T"&&

"献

血者
531

计数$

T"&

""

"

3

&

T

'全血处理量$

3

&

b6!Z

用量

$

3

&(

'

,

(

)

?$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5PP"'$&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分析#各指标采用
ESC

表示#组间资料统计分析采用配对资料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献血员采集前参数分析
!

结果见表
"

)两种血细胞分离

机的献血员采集前基本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产品质量分析
!

结果见表
#

)两种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的

产品质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

!

血细胞分离机的性能分析参数
!

结果见表
%

)两种血细

胞分离机在采集时间*采集效率和管道残余血量方面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处理血量和抗凝剂使用量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献血员采集前参数#

$d+&

-

ESC

$

组别 体质量$

[

L

& 身高$

GI

&

531

$

T"&

8

"

3

&

/G?

$

U

&

1F;IE 9+$"+S'$*# "'&$#+S*$*& #,+$9#S#,$8# *,$*#S%$+'

6I;G@) 9+$9'S9$%& "'&$%#S*$%8 #,"$""S#,$', **$8+S%$'"

! &$9,&9 &$8,9, &$&9*, &$*,'8

表
#

!!

两种仪器对
531

'

-.!

'

].!

的分析结果#

$d+&

-

ESC

$

仪器
531

$

T"&

8

"

3

&

-.!

$

T"&

"#

"

3

&

].!

$

T"&

8

"

3

&

1F;IE +%9$*%S",*$%' &$&#,S&$&&+ &$&,'S&$&+,

6I;G@) +%&$&&S"#,$*9 &$&#*S&$&"" &$&+8S&$&89

! &$,,#' &$&9*" &$&9*#

表
%

!!

血细胞分离机的性能分析#

$d+&

-

ESC

$

仪器 采集时间$

I;<

& 处理全血量$

I3

& 抗凝剂使用量$

I3

& 管道残余血量$

I3

& 采集效率$

U

&

1F;IE 9+$+#S"&$&" %*+&$*&S*&%$&, %'*$#%S*#$'+ 9'$&%S#$'" 9,$%"S"$%,

6I;G@) 9*$9%S""$8+ %',*$#"S*""$&* *"%$"%S*9$++ *9$%'S'$"' 9#$8,S%$%*

! &$&# "%+$&& &$*# &$&# &$&&

A

!

讨
!!

论

机采
531

的采集效率与采前
531

计数呈正相关关系#采

前
531

计数直接影响
531

制品的质量以及采集效率#也是影

响机采
531

最主要的因素%献血者的自身情况如体质量*身高

和年龄对机采
531

的采集效率也有显著的影响#有人认为较

大血容量会提高
531

的采集效率'

9

(

)因此在本研究中为了排

除以上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一献血员在采前基本参数无差异

性$见表
"

&的前提情况下对两种机器的性能进行比较#结果应

较准确可靠)由表
#

可知!两种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的产品质量

不具有差异性#根据国家标准 $

2."+*98##&&"

&.全血及成分

血质量要求/#成品中
-.!

每袋小于或等于
+$& T "&

8 袋#

].!

混入量每袋小于或等于
,$&T"&

+ 袋为符合质控标准)

两种机器类型采集的产品质量均符合国家质量要求)两种血

细胞分离机在处理血量和抗凝剂使用量两方面也不具有差异

性#抗凝剂
6!Z=6

与全血比例均为
"c"&

)当枸橼酸钠进入

人体后#其与血液中的钙结合形成枸橼酸钙络合物使血钙下

降#当血钙降至正常值以下#会出现低钙反应#献血者主要表现

为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所以在采集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献血

者的反应#出现枸橼酸盐中毒时及时处理#症状都能得到减轻

和缓解)同时也应关注产品袋中
531

聚集现象#增大抗凝剂

6!Z=6

与全血比例#有利于抑制
531

聚集的发生)

6I;G@)

血细胞分离机采集过程中产品在离心舱内浓缩储存#采集结束

后才能看到产品)因此冲红*

531

严重聚集等情况不能及时

处理#而且浓缩
531

解聚过程中为保证
531

的功能不受损#

应避免长时间大振幅的强震动
531

'

8

(

)

两种机器在采集时间*采集效率和管道残余血量方面要具

有明显差异#

6I;G@)

血细胞分离机在这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

1F;IE

血细胞分离机的采集时间较长*采集效率较低的原

因可能与其对献血员要求较为严格有关#所以在采集过程中要

严格掌控以下关键点!$

"

&血管筛选是能否顺利采集的关键%

$

#

&外周
531

计数*体质量*身高等综合因素#如体质量轻的

献血者#则要求其外周
531

数较高#否则#采集
531

需要全血

处理量就越大#采集时间越长#输入体内
6!Z

越多#越容易发

生不良反应%$

%

&采血压力的检测#采集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流

速对
531

的质量至关重要'

'

(

)其次#

1F;IE

血细胞分离机是

逐渐加速的方式#起始速度较小#而
6I;G@)

血细胞分离机始

终以最大速度采集#这样虽然能提高采集效率#但易加重献血

员心理负担及低血容量造成的献血反应'

+

(

#因此建议
6I;G@)

血细胞分离机采用逐渐加速的方式#起始速度控制在
"&&

!

""&I3

"

I;<

#献血员适应后再加大速度)

6I;G@)

血细胞分离

机管道残余血量较少#是因为采集完成后用生理盐水冲洗管道

并输回献血员体内#但管道残余血量是否全部回输一直存在争

议'

8="&

(

#如果单纯从献血员血液损失方面考虑#建议
1F;IE

血

细胞分离机选择带浆回输)

综上所述#发现两种血细胞分离机在采集过程中各有特点#

在采集的某一个环节上均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使用的过程中

应该扬长避短#如果有多种血细胞分离机应用选择时#尽量结合

献血员的综合因素与机器特点选择适合的血细胞分离机进行采

集#以最优化*最安全的采集程序来采集高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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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另一项结果显示#

!Z%=!Z"8

j比例在恶性肿瘤组和健康对

照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说明体液免疫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

淋

巴细胞$主要以
!Z%=!Z"8

j 为主&在恶性肿瘤疾病中变化较

小#再次证明了细胞免疫在肿瘤疾病中的重要地位)

外周血中
V[

细胞是具有天然杀伤某些肿瘤细胞*病毒感

染细胞等能力的淋巴细胞#而
V[1

细胞是一类共同表达
V[

细胞和
1

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物的细胞#该细胞是在
R3=#

*

R3='

等多种细胞因子的诱导下产生#主要发挥细胞溶解效应'

8

(

)现

阶段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表明
V[

和
V[1

细胞在自身免疫

性疾病*病毒感染疾病*炎症疾病及肿瘤疾病均发挥重要的作

用'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肿瘤患者组外周血中的
!Z%

b

!Z,9

j细胞*

!Z%

j

!Z,9

j细胞比例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明显

升高#反映了机体在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增强#提示恶性肿瘤患

者体内的细胞免疫功能有促进激活
V[

和
V[1

细胞增殖现

象)本研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未发生肿瘤转移组
!Z%

j

!Z,9

j

*

!Z%

b

!Z,9

j比例明显低于发生肿瘤转移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在肿瘤细胞进一步扩散中
V[1

和
V[

细胞的抗肿瘤作用进一步增强)研究发现#

V[

和

V[1

细胞在抗肿瘤免疫中起着相互相成作用#它们不仅能直

接杀伤肿瘤细胞#

V[1

细胞还能通过产生
R3=#

等细胞因子进

一步激活
V[

细胞#从而使
V[

细胞进一步得到活化并提高其

细胞毒活性#发挥着扩大免疫效应和抗肿瘤免疫功能'

"#

(

)因

此#监测
V[

和
V[1

细胞比例对肿瘤患者抗肿瘤能力检测具

有重要的价值)

化疗是目前治疗肿瘤的常用手段之一#它可明显提高患者

生存率和总生存时间#有研究表明#化疗疗法对机体的免疫功

能同时具有促进和抑制的两面性作用'

"%

(

#其主要的机制为肿

瘤化疗药物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必然对健康免疫细胞造成

一定的伤害#但同时在肿瘤细胞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减少

肿瘤细胞所释放的抑制因子#降低免疫抑制功能#从而使免疫

功能得以恢复#因此#化疗中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研究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本研究发现#随着化疗周期的增加#恶

性肿瘤患者的
!Z%

j

!Z*

j细胞比例逐渐增加#而
!Z%

j

!Z+

j

细胞比例呈逐渐减少趋势#且大于
9

周期化疗的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相比#

!Z%

j

!Z*

j

*

!Z%

j

!Z+

j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说明随着化疗的进展恶性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

状态逐渐恢复健康#由免疫抑制状态逐渐减弱#且患者的抵抗

力在逐渐恢复中#且大于
9

周期化疗患者免疫功能已基本恢复

健康)同样#

!Z%

j

!Z,9

j

*

!Z%

b

!Z,9

j细胞比例随着化疗周

期增加而逐渐增高#说明机体在免疫功能恢复的过程中#抗肿

瘤能力在逐渐增强)由此可以得出#化疗会对机体细胞造成损

伤#会抑制机体的免疫#但其在抑制免疫的同时又有免疫平衡

的恢复和免疫功能的增强#且随着化疗周期的增加#化疗促进

免疫的占据优势)

综上所述#细胞免疫功能在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生*发展及

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Z%

j

*

!Z%

j

!Z*

j

*

!Z%

j

!Z+

j

*

!Z%

b

!Z,9

j和
!Z%

j

!Z,9

j细胞比例的变化#它

们互相促进或者抑制#对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失衡和抗肿瘤免

疫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指标可作为临床监视肿瘤免疫状态的

重要指标之一#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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