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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预存式自体输血与术中回收式自体输血对择期手术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择期手术患者临床资料!按输血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术中

输异体血!研究组患者采用预存式自体输血与术中回收式自体输血进行自体输血!比较两组患者一般指标%免疫细胞及免疫球蛋

白水平$结果
!

研究组患者异体血输入量及术后切口感染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术中%术后及总失血量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前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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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P

及
+P

!研究组

患者
/R(

`

%

/R#

`

%

/R#

`

&

/R*

`及
Y\

细胞水平均较对照组高!

/R*

`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术前两组患者

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
$P

及
+P

!研究组患者
9

L

S

%

9

L

W

及
/(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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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术中回收式自体输血与预存式自体输血联用对择期手术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异体输血小!安全性

较好$

关键词"择期手术'

!

自体输血'

!

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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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颅脑手术'膝关节置换术'脊柱手术等择期手术临

床开展量日益增多#以上手术术中出血量通常高达
$!!!H6

左右#对临床输血技术要求较高(

$

)

*大量输血是择期手术顺利

开展的必要条件#对维持生命及改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但血

源紧张常导致择期手术无法按期进行#而血液补充量不足也可

能对术后康复产生不利影响(

%

)

*异体输血与自体输血是临床

输血常用的手段#其中异体输血导致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风险

较高#而自体输血可有效改善免疫反应及疾病传播风险#在临

床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

)

*目前关于自体输血与异体输血

对择期手术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较少#为探讨自体输血与

异体输血对择期手术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对绵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收治的
$!!

例择期手术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

性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预计出血量较多的择期手术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按输血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
&!

例#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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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V$;#%

%岁#

平均体质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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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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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小板$

$(*;$'V$$;(*

%

L

"

6

#红细胞压积$

#!;#&V&;$(

%

<

#包括髋关节置换
+

例#椎体

滑脱
(

例#脊柱侧弯
$%

例#腰椎管狭窄
*

例#脑膜瘤
%!

例*对

照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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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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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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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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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质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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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V

$$;#$

%

L

"

6

#红细胞压积$

#!;#$V&;$*

%

<

#包括髋关节置换
'

例#椎体滑脱
#

例#脊柱侧弯
$!

例#腰椎管狭窄
+

例#脑膜瘤
%!

例*两组患者男女比例'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

!

纳入排除标准
!

入组标准!$

$

%血小板
#

$$!

L

#红细胞压

积
#

(#<

&$

%

%凝血功能异常&$

(

%心'肝'肾'肺功能未见异常&

$

#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合并凝血功能障碍&

$

%

%合并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严重器质性疾病*

?;A

!

输血方法
!

对照组患者采用异体输血#按照异体输血常

规流程进行操作*研究组患者采用预存式自体输血与术中回

收式自体输血联合进行自体输血*

?;A;?

!

术前预存自体血
!

术前根据患者实际身体状况及手术

方案预测失血量#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采血方案*采血前所有患

者均签署自体输血同意书#采血在术前
(

"

&P

时进行#每次采

集总血容量
$&<

左右静脉血#通常为
%!!

"

#!!H6

#采血间隔

实际应在
(P

以上*在开始采血前
$)

补充平衡液$晶体液
o

胶体液
T%;&o$

%#补充量为采血量的
(

倍*对于采血患者应

及时适量补充铁剂#直至术后
$

"

%

个月*自体血液采集完毕

后存入
/.R,-9

血袋#低温保存于
#f

冰箱*术中根据患者失

血情况进行回输#也可在术后回输*回输完毕后复查血常规及

渗血情况#血红蛋白为
+!

"

'!

L

"

6

#红细胞压积为
!;%&

"

!;

(!

#患者伴有皮肤苍白'虚汗'口渴等低血容量性休克指征时#

可考虑异体输血*

?;A;@

!

术中自体血回收
!

采用北京京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

型血液回收机进行自体血液回收#手术过程中将术野中

所有出血收集存入储存器#经过多层过滤'离心'分离'洗涤等

步骤处理#即可得到回收的浓缩红细胞#并在
")

内进行回输*

回输完毕后复查血常规及渗血情况#血红蛋白为
+!

"

'!

L

"

6

#

红细胞压积为
!;%&

"

!;(!

#患者伴有皮肤苍白'虚汗'口渴等

低血容量性休克指征时#可考虑异体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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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

$

%一般指标!包括术中失血量'术后失血量'

总失血量'异体血输入量及术后切口感染等
&

项指标*$

%

%免

疫细胞!包括
/R(

`

'

/R#

`

'

/R*

`

'

/R#

`

"

/R*

`等
@

细胞亚群

及自然杀伤细胞$

Y\

细胞%水平等指标#分别在术前
$P

'术后

$P

及
+P

时采用
"0@

型流式细胞仪$美国
SK2MB

公司%进行

检测#并作好记录*$

(

%免疫球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
S

$

9

L

S

%'

免疫球蛋白
W

$

9

L

W

%及
/(

补体水平等三个指标#采分别在术

前
$P

'术后
$P

及
+P

时采用
:W"!!

型酶标仪$上海永创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检测#并作好记录*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率$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一般指标比较
!

研究组患者异体血输入量及术

后切口感染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术

中'术后及总失血量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指标比较#

.V@

$

组别
)

术中失血量$

H6

% 术后失血量$

H6

% 总失血量$

H6

% 异体血输入量$

c

% 术后切口感染(

)

$

<

%)

研究组
&! '$*;!(V#%(;$+ (%&;++V$+";#% $%#(;*!V&'';&'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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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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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

.V@

&

<

$

组别
)

/R(

`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R#

`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R*

`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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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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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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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

/R#

`

"

/R*

`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Y\

细胞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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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术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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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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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
!

术前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
$P

及
+P

时研究

组患者
/R(

`

'

/R#

`

'

/R#

`

"

/R*

`及
Y\

细胞水平均较对照

组高#

/R*

`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A

!

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比较
!

术前两组患者免

疫球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术后
$P

及
+P

时研究组患者
9

L

S

'

9

L

W

及
/(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比较#

.V@

&

L

'

6

$

组别
)

9

L

S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9

L

W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

术前 术后
$P

术后
+P

研究组
&! $%;(+V$;$% $%;&$V$;%& $%;&!V$;+# $;$(V!;%% $;$&V!;$# $;$'V!;%# $;%#V!;#( $;#(V!;(& $;&%V!;%%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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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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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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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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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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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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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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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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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注!与术前比较#

"

!

$

!;!&

*

A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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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自体输血与异体输血是临床上补充血容量的两种手段*

异体输血即同种异体输血#是指利用他人捐献的血液补充病患

血容量的救治方法*异体输血临床应用广泛#救治效果良好*

但异体输血存在传播疾病'引起同种免疫反应'引起免疫系统

抑制的风险*黄晓宇等(

#

)的研究指出#同种异体输血是丙型肝

炎'艾滋病等疾病重要传播途径*而自体输血则有效的避免了

以上风险*自体输血包括术前预存自体血'术中自体血回收等

两种方式#是利用患者自身的血液经过处理后进行回输的血容

量补充方法*自体输血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可有效

缓解血源紧张及输血副作用(

&

)

*还有研究指出#自体采血可刺

激造血干细胞分化#促进机体造血(

"

)

*自体输血益处较多#但

目前关于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有待探讨*

有研究指出#异体输血对患者细胞及体液免疫均有较大影

响(

+

)

*

@

淋巴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的主要力量#其细胞亚群的

表达水平可直接体现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状态(

*

)

*本次研究中#

术后
$P

时对照组
/R(

`

'

/R#

`

'

/R#

`

"

/R*

`及
Y\

细胞水平

较术前降低#

/R*

`较术前增高#且该状态持续至术后
+P

*该

结果与黄新华等(

'

)的研究结果相符#表明异体输血对患者细胞

免疫影响较大*

/R(

`细胞与
/R#

`细胞的减少#提示患者细

胞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纪雪红等(

$!

)的研究认为#异体输血时

异体血可对
/R#

`细胞细胞功能产生抑制作用*而
/R#

`细胞

表达水平的下降可导致白细胞介素
%

等淋巴因子表达水平随

之下降#减弱其对
[

细胞及其他淋巴细胞的辅助作用*还有

研究认为(

$$

)

#异体血白细胞碎片较多'巨噬细胞数量少'铁盐

负荷及网状内皮系统负荷较重等因素可能引起机体发生免疫

抑制作用*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
@

细胞亚群表达水平在

术后
$P

时也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在术后
+P

时均明显改善#考

虑为手术创伤与麻醉引起的应激性免疫抑制效应*而术后
$P

及
+P

时研究组患者
/R(

`

'

/R#

`

'

/R#

`

"

/R*

`水平均较对照

组高#

/R*

`较对照组低*表明术前预存自体血'术中自体血回

收联用的自体输血对患者
@

细胞亚群抑制作用不显著*

Y\

细胞是免疫调节中重要成分#对多个免疫系统及途径均有调节

作用(

$%

)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在术后
$P

及
+P

时表达水

平均较低#持续处于抑制状态#而研究组患者在术后
+P

时基

本恢复正常*

补体与免疫球蛋白均是分泌型免疫效应分子#与免疫增强

及抗感染等过程密切相关#被认为在促进切口愈合'抗感染方

面有良好作用(

$(

)

*本研究中对两组患者补体及免疫球蛋白水

平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在术后
$P

及
+P

时研究组患者
9

L

S

'

9

L

W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该

结果表明与异体输血相比#术前预存自体血'术中自体血回收

联用的自体输血对体液免疫影响较小*而研究组
/(

水平较

对照组高#表明自体输血有利于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

$#

)

*

此外#本次研究中研究组切口感染率远低于对照组#这可能与

研究组
/(

水平较高有关#高水平
/(

提升了抗感染免疫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平均输入了$

!;"(V

!;+&

%

c

的异体血以稳定血液循环*这主要与回收过程中空气

对红细胞的损伤'处理后红细胞减少等因素有关(

$&-$"

)

*

综上所述#术中回收式自体输血与预存式自体输血联用对

择期手术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异体输血小#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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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中具有显著差异(

+-$$

)

*本研究中#

Y@-

D

FA[Y.

与心功能

具有相关性#血糖与心功能负相关*舒张压'心率及
Y@-

D

FA[-

Y.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04814

组患者
6X14

与一般的临床指标心率'

Y@-

D

FA[Y.

具有负相关性*

,04

患

者的
Y@-

D

FA[Y.

和血糖等数据指标与心功能有明显相关性#

且
Y@-

D

FA[Y.

在
,04814

和
,04.14

中表达有明显差异

性#这些易得的一般临床指标可以快速检测患者
,04

的类

型#给予正确有效的治疗#挽救患者生命(

$%-$&

)

*

综上可知#

Y@-

D

FA[Y.

和血糖可以用于快速判断患者是

否为
,04

#并且判断
,04

型别222

,04814

或
,04.14

*

年龄'血压'心率'血糖'

Y@-

D

FA[Y.

浓度均是诊疗时极易得到

的临床指标#为尽最大努力#争分夺秒地挽救患者的生命#可以

使用以上指标进行快速的判断#为后期的治疗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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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异体

输血的危险因素分析(

Q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

%!

#$-

##;

(

$%

)史红鱼#郝国平#王晓欢#等
;

急性白血病患儿
/R#

`

/R%&

`调节性
@

细胞和
Y\

细胞免疫作用探讨(

Q

)

;

中

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

%!$%

#

$+

$

#

%!

$++-$+';

(

$(

)孙楠#温转#程建欣
;

急性等容血液稀释联合自体血回输

对异位妊娠手术患者免疫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Q

)

;

中国输

血杂志#

%!$"

#

%'

$

$!

%!

$$&!-$$&(;

(

$#

)屈常伟#骆喜宝#刘志贵#等
;

预存式自体输血对结直肠癌

患者围术期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Q

)

;

实用医学杂志#

%!$(

#

%'

$

$*

%!

%'*"-%'**;

(

$&

)李行勇#林祥伟#肖亮生
;

联合应用预存式自体输血与术

中回收式自体输血对择期手术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Q

)

;

广东医学#

%!$(

#

(#

$

$&

%!

%("&-%("+;

(

$"

)张雅琴#黄新华#范兴丽
;

等容稀释性自体输血对剖宫产

术产妇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Q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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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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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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