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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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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相关因素"为制定单采血小板献血反应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

法
!

对该站
02)

例首次单采血小板捐献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可能影响首次单采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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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然后对有统计学意义的观察指标做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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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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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

体质量'全血捐献史是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影响因素"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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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主要因素&

结论
!

年龄'体质量及全血捐献史可能是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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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手工血小板相比!单采血小板由于血小板纯度高#疗效

明显#免疫性输血反应及输血传播疾病发生率低而受到临床的

欢迎"近年来!由于单采血小板临床用量持续增高#采集时间

长及人们对单采过程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单采血小板临床供

应相对不足"因此!招募和保留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是血站血源

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单采血小板采集时间长等原因!献血者

更易发生献血反应!为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的保留和招募工作带

来一定的困难"本文对一些影响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

献血反应的可能因素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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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R

回归分析!期望找出相关

因素!提出相关预防措施!从而为保护献血者健康#保留和招募

更多的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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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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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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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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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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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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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

采血小板献血者!所有献血者均为第
&

次捐献单采血小板!其

中女
333

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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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2$+2f&&$3)

*岁"

$$%

!

单采血小板采集标准
!

献血者均符合国家卫生部$献血

者健康检查要求%

78&'2+013(&&

机采血小板献血标准"采集

前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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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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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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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未服用抑制血小板功能的药物)阿司匹林类药物*!

初筛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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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机采间隔时间
%

3

周!

3(&%

版$血站技术操

作规程%实施前后的献血者!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5

*应分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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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技术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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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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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技

术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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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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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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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离机及其配套进口耗材

)美国血液技术公司*!枸橼酸钠抗凝剂)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

司*!

&(L

葡萄糖酸钙口服液)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

!

单采血小板采集方法
!

安装耗材及预冲管路!采集前将

献血者的血细胞计数#性别#体质量等相关数据输入血细胞分

离机!按照机器使用说明设定程序"穿刺前给予献血者
&(L

葡萄糖酸钙口服液
3(P<

!选择肘部粗大静脉穿刺!间断循环!

采血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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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回输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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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与全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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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过程密切观察献血者各种反应!献血者出现献血

反应时予以对症处理"

$$(

!

献血反应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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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度&献血时或献血后面色苍白#头晕

目眩+中度&除轻型症状外!尚有胸闷#恶心#呕吐#皮肤湿冷#心

悸等+重度&除上述症状外!还有明显的脑缺血症状!晕厥#抽

搐#失去知觉#持续性低血压#心动过缓等"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献

血者性别#年龄#体质量#全血捐献史#体外循环血量及血小板

采集量
+

个指标为分析因素!以献血者是否发生献血反应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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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指标!首先做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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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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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然后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做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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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采用向后删除法筛出主要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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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进行数据统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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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时!性

别#年龄#体质量#全血捐献史和血小板采集量各分
3

个层次!

性别分男#女!年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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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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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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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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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质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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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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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捐献史分有#无!血小板采集量分
&

个治

疗量#

3

个治疗量"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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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血者献血反应发生率情况
!

02)

例首次单采血小板献

血者中!共有
22

例发生献血反应!发生率为
%$*3L

"其中轻

度献血反应发生率为
2$0&L

!中度献血反应发生率为
&$3&L

!

无重度献血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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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相关因素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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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

以献血反应为应变量!以献血者性别#年龄#

体质量#全血捐献史#体外循环血量及血小板采集量
+

个指标

为分析因素!应用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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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年龄#体质量和全血捐献史
2

个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以此
2

个指标分类的献血者献血反应

发生情况见表
3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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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单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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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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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20 ($))( 3$023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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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0* %$()) & ($(3% ($230

体质量
U($+*& ($)&* 2$0(0 & ($()( ($%(&

全血捐献史
U($+*& ($)30 2$2+2 & ($()% ($%(&

体外循环血量
($((% ($((' ($2+' & ($2*2 &$((%

血小板采集量
($+0* ($+)3 &$&%+ & ($3'3 &$*0)

表
3

!!

不同献血者献血反应发生情况分析

项目
+

献血反应发生次数 献血反应发生率)

L

*

性别

!

男
%+0 3* %$&&

!

女
&0+ &% '$%3

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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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

3%

"

+(

岁
+%% )2 %$&*

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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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捐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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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0$00

!

有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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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相关因素的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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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回归分析
!

将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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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R

回归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

的
2

个指标!即性别#年龄#体质量和全血捐献史做多因素
<I1

N

-.B-R

回归分析!指标性别在第
3

步中被删除!最后结果显示&

年龄#体质量和全血捐献史
)

个指标为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发生献血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见表
)

"

表
)

!!

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

!!!

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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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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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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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U&$3(( ($2(2 '$'2+ & ($(() ($)(&

体质量
U($''* ($))% 0$(20 & ($((' ($2&&

全血捐献史
U($'&' ($))2 +$((( & ($(&2 ($22&

常数项
($2(+ &$(02 ($&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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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血小板是现代成分输血的重要组成部分!输注血小板可追

溯到
&*&(

年.

3

/

"主要用于因血液病#肿瘤化疗等疾病引起的

血小板减少和血小板功能异常而导致的出血"随着医疗新技

术#新项目的快速推广应用及各类医疗保险的完善与普及.

)

/

!

血小板的临床用量呈日益上升的趋势"单采血小板是使用血

液单采机在全封闭的条件下自动将全血中的血小板分离!并悬

浮于一定量血浆内制成的单采成分血"单采血小板以其浓度

高#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优点越来越被临床接受.

2

/

!临床需求

量呈日益增长的态势"因此招募及保留更多的单采血小板捐

献者是血源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单采血小板采集时间长!首次

捐献血小板的献血者更易发生献血反应.

%10

/

!其再次捐献血小

板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分析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

反应的发生原因!可为制定献血反应预防措施!保护献血者健

康!扩大献血者队伍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运用二元
<I

N

-.B-R

回归法对可能影响首次单采献血

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因素进行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

别#年龄#体质量和全血捐献史对献血反应的影响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体外循环血量和单采血小板采集量对献血反

应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

'

($&(

*"多因素分析筛选出年龄

)

KN]($)(&

!

!

#

($(%

*#体质量)

KN]($2&&

!

!

#

($(%

*及全血

捐献史)

KN]($22&

!

!

#

($(%

*

)

项指标!表明这
)

个指标是首

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年龄是影响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献报道献血者年龄越小!其献血反应的发生率越低.

+

!

'1*

/

"

本研究根据献血者的年龄将其分为
&'

"

32

岁和
3%

"

+(

岁
3

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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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表明!

&'

"

32

岁献血者献血反应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
3%

"

+(

岁献血者!分析结果与报道一致"低

年龄组献血者心理素质尚未完全成熟!社会经历有限!加之对

单采血小板采集过程认识不足!在血小板采集过程中易形成紧

张#焦虑情绪"而机体在精神因素#献血前过度疲劳和饥饿#献

血环境不理想#医护人员服务态度欠佳等原因作用下引起的神

经
1

体液调节失调和产生迷走神经兴奋!导致广泛外周小血管

扩张!以致组织有效循环血量短暂减少而出现献血反应.

&(

/

"

工作人员在采集血小板前应向其耐心#详细解释单采过程的关

键细节!消除其不利于采集的情绪"在采集的过程中!还应加

强与献血者的沟通交流!打消其疑虑!排除献血反应的隐患"

体质量是影响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另一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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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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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献血者分
3

个体质量层次!即
&

%%Y

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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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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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表明!

&

%%Y

N

献血者献血反应的

发生率低高于
'

%%Y

N

献血者!表明低体质量是引起首次单采

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危险因素"成年人的全身血量与体质

量呈正比!占体质量的
0L

"

'L

"

A">V

单采血小板分离机

是流动式的血细胞分离机!献血者的最大离体血量可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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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低体质量献血者在捐献血小板时!离体循环血

量占机体血液总量的比值较大!加之首次捐献血小板!存在焦

虑#紧张的情绪!可能出现一过性低血容量反应!表现为面色苍

白#头晕心慌#胸闷气短等不适"在采集血小板时!注意与献血

者沟通#交流!同时降低采血流速!避免过快采集!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此类献血反应的发生"

本文
<I

N

-.B-R

回归分析表明!全血捐献史对首次单采血小

板捐献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

#

($(%

*"有

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在第
&

次捐献单采血小板时!献血反应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无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与文献报道一

致.

&%1&0

/

"有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对血液采集有初步或一定

的认识!在进行第一次单采血小板捐献时!能保持相对平稳#接

受的心态!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焦虑#紧张情绪引起的献血反

应"而无全血捐献史的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对捐献血液尤

其是单采血小板认识不足!易形成紧张#焦虑情绪!从而导致献

血反应的发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年龄#体质量及全血捐献史是影

响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主要因素"在对献

血者进行献血前一般检查和征询时!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尽

量选择年龄在
3%

岁以上#体质量
'

%%Y

N

#具有全血捐献经历

的献血者"此外!工作人员应提高自身的沟通交流技巧和采集

技能!尽量消除献血者的紧张情绪!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减

少献血反应的发生!保留和招募更多的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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