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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测定在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中的诊断价值

连文萍!

!刘瑞芳"

!王
!

娜#

"

!$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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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科!郑州
0&'''%

$

#$

河南省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供血科!郑州
0&'''%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Y

反应蛋白"

YR/

%测定在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发

生非溶血性过敏和发热不良反应的
('

例患者!分为两组!过敏组"

4

组%

&!

例!发热组"

2

组%

#(

例&将未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
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Y

组%&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所有患者输血前后的全血
YR/

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4

组和
2

组患者输血

前后比较!

Y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4

组和
2

组患者输血后与
Y

组比较!

Y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发生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时
YR/

水平明显升高&虽然
YR/

是一种非特异性的炎性标志物!但对输血不良反应仍具有

一定诊断价值&

关键词"

Y

反应蛋白$

!

输血不良反应$

!

诊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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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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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90!#'

"

"'!-

%

'&9'%,(9'"

!!

输血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措施#它被认为是补充血容量#

保证手术成功及挽救生命的重要措施)

!

*

'由于血液成分复杂

多样#输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严重者甚至可能危及

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在保证输血达到临床疗效预期的同

时#如何有效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医务工作者不容忽视

的课题'本组研究通过对本院近年来部分输血患者
Y

反应蛋

白$

YR/

&水平的测定#分析了其在输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旨

在了解
YR/

在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中的诊断价值#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进行输血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测其输血前

后的
YR/

水平'本组输血患者共
!#'

例#输血原因包括严重

创伤
-!

例#重症感染
"-

例#凝血功能障碍
!,

例#低蛋白血症

!0

例'

('

例患者发生非溶血过敏和非溶血性发热不良反应#

其中男性
0(

例#女性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0"$&%_"$!#

&岁'将此
('

例患者分为两组#过敏组$

4

组&

&!

例#发热组$

2

组&

#(

例'

4

组患者输血中或输血后皮肤出现

荨麻疹
!,

例#风疹块
!"

例#斑丘疹
!'

例#皮肤潮红
!!

例#其

中
&

例伴胸闷(恶心'

2

组患者输血中出现体温升高
"%

例#输

血后
"@

内出现体温升高
!#

例'

#(

例患者均表现为体温升高

!m

以上#其中
!"

例患者伴寒战(高热#体温高达
#(

!

0!m

'

将输血前后未发生不良反应的
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Y

组&#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_!$

-%

&岁'

?$@

!

方法

?$@$?

!

标本检测
!

仪器采用
:249!"'1R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选用仪器配套的试剂盒及
VZ:49U?

"

抗凝管收集静脉血

&

!

!'CT

#测定输血前后血浆
YR/

水平'标记血液标本检测

的具体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检测#保证血液标本的密

闭性#并对血液标本的检测时间进行登记'

?$@$@

!

判断标准
!

本组输血不良反应均为非溶血性过敏反应

及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其中#输血中或输血后出现皮肤潮红(

瘙痒(皮疹(荨麻疹及胸闷为非溶血性过敏反应)

"

*

'非溶血性

发热反应为输血前无发热#输血中或输血后
!

!

"@

内或更长

时间内体温升高
!m

以上$

'

#,m

&

)

#

*

'溶血性过敏反应不在

本组研究之列'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时#由临床医师按照.临床

输血技术规范/填写输血不良反应情况登记表#并反馈至检

验科'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9_C

表示#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4

组和
2

组患者输血前后比较#

Y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4

组和
2

组患者输血后与
Y

组对比#

YR/

水

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4

'

2

'

Y

组患者输血前后
YR/

水平比较#

9_C

(

C

*

)

T

$

组别
-

输血前$

C

*

"

T

& 输血后$

C

*

"

T

&

4

组
&! !"$0_#$%

"

"!$#_&$0

#

2

组
#( !'$"_"$,

"

!&$,_#$!

#

Y

组
0' ($!_!$- ($-_"$#

!!

注!与同组输血后比较#

!

$

'$'&

%与
Y

组输血后比较#

!

$

'$'&

'

A

!

讨
!!

论

!!

输血是指临床上将血液通过静脉输注给患者的一种治疗

方法'作为重要的治疗手段#输血应用于临床已有近百年的历

史'在取得治疗效果的同时#输血也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不良

反应'因此#在保证输血达到临床疗效预期的同时#有效降低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医务工作者不容忽视的课题'

YR/

是

在感染和组织损伤时血浆浓度快速(急剧升高主要的急性期蛋

白)

0

*

'以往的观点认为
YR/

是一种非特异性炎性标志物#是

心血管病重要的预示因子'随着免疫荧光分析仪的广泛应用#

使得
YR/

在临床的作用明显增加'

输血不良反应可从广义上和狭义上分类'广义上的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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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是由于输血中和$或&输血后由于人为操作(血液本身

成分不同(血液质量差异及外来物质和微生物传播等引起的不

良反应和疾病#狭义上的不良反应不包括血源性传染性疾病传

播)

&

*

'溶血性和非溶血性是引起输血不良反应的两大主因'

由于输血技术的提高#以及输血条件的改善使得溶血性不良反

应趋向于减少)

%

*

'但由于各种原因#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和过敏

反应仍较常见)

-9,

*

'本研究的均为非溶血性不良反应#在过敏

和发热不良反应中#其输血后
YR/

值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可

能是由于不同输血反应发生的免疫机制不同所导致'其中#过

敏反应可能是由于输血患者有过敏体质#以及各种血液在制备

及保存的过程中#血浆中的过敏源和输血者碱性粒细胞及肥大

细胞上的
)

*

V

发生反应#导致细胞释放过敏素#引起过敏反

应)

(

*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潮红(瘙痒(皮疹(荨麻疹及胸闷

等'发热反应是由于输血者血液中含有血小板及白细胞抗体#

输血时发生抗原抗体反应而激活了补体#使得白细胞崩解而释

放致热源'同时也与炎性因子的释放而产生的炎症反应密切

相关)

!'

*

'临床上表现为输血前无发热(输血中或输血后
!

!

"

@

内或更长时间内体温升高
!m

以上'本组研究还显示输血

不良反应组$

4

组及
2

组&输血后的
YR/

数值要明显高于对照

组$

Y

组&#且输血后不良反应组的
YR/

水平要高于输血前#这

与其他文献)

!!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参与免疫应答的炎

性细胞对于抗原清除及免疫病理修复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输血在取得临床疗效的同时#也可能引起不良

反应#重者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生命#临床医护人员应充分认识

到输血治疗的风险性'在保证输血达到临床预期的同时#尽可

能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医护人员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为一

种急性期反应蛋白#

YR/

往往用于评估各种炎症'虽然
YR/

是一种非特异性的炎性标志物#但对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的

发生仍具有一定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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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偿献血者初筛血型错误原因回顾性分析

戴超凡

"江苏省扬州市中心血站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无偿献血初筛血型错误原因!提出预防措施!减少差错发生!降低无偿献血者血型初筛的错型率&

方法
!

对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市
!#0

例无偿献血血型初筛错误进行回顾性分析!找出初筛血型错误原因&

结果
!

!#0

例无偿献血者初筛血型错误原因有录入错误'抗原漏检'假凝集'季节因素等&结论
!

无偿献血初筛血型鉴定错误大

多为人为因素导致!应加强员工培训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加强试剂管理!改善工作环境!从而减少差错发生!保障血液安全&

关键词"初筛血型$

!

差错$

!

预防措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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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O

血型系统是临床输血中最重要的血型系统#因为在

缺少某个抗原的个体中存在很强的同种凝集抗体'

42O

血型

抗原不仅只存在于红细胞表面#而且还广泛存在于消化道(呼

吸道(泌尿系统以及人的各种体液中'

42O

血型不合主要是

引起血管内溶血#可导致立即型输血反应#是临床上最危险的

输血反应#直接危及用血者的生命)

!

*

'正确鉴定无偿献血者的

42O

血型#是保证临床输血安全的最重要的前提)

"

*

'由于采

血工作受工作环境(温度(献血者(工作人员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血型初筛结果存在一定的错型率)

#

*

'笔者对
"'!'P"'!&

年扬州市无偿献血者血型初筛错误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并提出

了相应的预防措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扬

州市无偿献血者初筛标本共
"&-%!"

例纳入本研究#所有献血

者均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

!

方法
!

抗
4

(抗
2

单克隆抗体$简称抗
4

(抗
2

&血型定型

试剂为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初筛标本采用

VZ:49Q

"

抗凝静脉血#以纸板法进行鉴定'标本离心后#用微

量移液器吸取下层红细胞约
!'

#

T

到纸板上#分别滴加抗
4

(

抗
2

试剂#用竹签混匀#前后缓慢摇晃纸板#

"C68

后根据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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