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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输血方式对颅脑手术患者血液氧合指标及炎性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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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自体血液回输与异体输血对颅脑手术患者血液氧合指标及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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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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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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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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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进行颅脑手术的患者
E*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中输血方式的不同将

患者分为自体血液回输组和异体输血组$比较两组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凝血功能指标%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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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血液回输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K

#$结论
!

与异体输血比较!自体血液回输更有效地改善了颅脑手术患者的血常规指标%血液氧合状

况!降低了炎性反应程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关键词!自体血液回输&

!

异体输血&

!

颅脑手术&

!

氧合&

!

炎性因子

!"#

#

3*.A464

(

L

.%,,(.36BA"53A*.2*34.*6.**K

中图法分类号!

96K3.3

文章编号!

36BA"53A*

"

2*34

#

*6"*6KB"*K

文献标识码!

=

H''&()+*')@*20''&,&.)@1

7

+*'43**2),1.+'=+0*.*.*6

7-

&.1)0*.0.2&6&+1.2

0.'31551)*,

7

'1()*,+0.

/

1)0&.)+=.2&,

-

*0.

-

(,1.0*(&,&4,13*

/

&,1)0*.

%

9AR%&'0O3'

3

!

JR%,&'(N>3

3

!

JR%,.'

*

'(

3

"

!

9AR%,H'(

)

2

"

3M23

1

04563(57

8

I:77@"40(B

8

CB'7(

&

2M23

1

04563(57

8

9:'(';0:.0<740574

=

!

?CN>7C

-C(';'

1

0:A7B

1

'50:

!

?CN>7C

!

&'0(

)

BC23K***

!

9>'(0

#

84+),1()

'

"4

9

&()0:&

!

FM%(Q/,N%

)

$N/NR//UU/+N,MU$-NM&M

)

M-,S&MM0NO$(,U-,%M($(0$&&M

)

/(/%+S&MM0NO$(,"

U-,%M(M(MT

X)

/($N%M(%(0/T/,$(0%(U&$##$NMO

X

U$+NMO,%(

P

$N%/(N,-(0/O

)

M%(

)

+O$(%M+/O/SO$&M

P

/O$N%M(.

;&)%*2+

!

@OM#:+NMS/O2*36NM?/+/#S/O2*3B

!

E*

P

$N%/(N,'RM'/O/-(0/O

)

M(/+O$(%M+/O/SO$&M

P

/O$N%M(%($

RM,

P

%N$&'/O/,/&/+N/0$,NR/MS

L

/+N,MUNR%,,N-0

X

.;$N%/(N,'/O/0%Q%0/0%(NM$-NM&M

)

M-,S&MM0NO$(,U-,%M(

)

OM-

P

$(0$&&M

)

/(/%+S&MM0NO$(,U-,%M(

)

OM-

P

$++MO0%(

)

NMNR/0%UU/O/(N'$

X

,MUS&MM0NO$(,U-,%M(0-O%(

)

M

P

/O"

$N%M(.>&MM0OM-N%(/%(0/T/,

!

+M$

)

-&$N%M(U-(+N%M(%(0/T/,

!

%(U&$##$NMO

X

U$+NMO,

)

N-#MO(/+OM,%,U$+NMO"

)

"

FH@"

)

#!

%(N/O&/-W%(,"3

%

"

7C"3

%

#!

%(N/O&/-W%("6

"

7C"6

#!

%(N/O&/-W%("E

"

7C"E

#*!

%%(N/O+/&&-&$O$0R/,%M(#M&/+-&/"3

"

78=I"3

#!

S&MM0MT

X)

/($N%M(%(0/T/,

)

MT

X)

/(-

P

N$W/O$N/

"

!9:

2

#!

#%T/0Q/(M-,MT

X)

/(,$N-O$N%M(

"

DQ:

2

#!

$ON/O%$&MT

X)

/(

P

$ON%$&

P

O/,,-O/

"

;$:

2

#*

&/Q/&,MUNR/N'M

)

OM-

P

,'/O/+M#

P

$O/0.FR/+MOO/&$N%M(S/N'//(%("

U&$##$NMO

X

U$+NMO,$(0S&MM0MT

X)

/($N%M(%(0/T/,$(078=I"3'$,$($&

X

g/0.FR/%(+%0/(+/MU$0Q/O,/O/$+"

N%M(,'$,+M#

P

$O/0S/N'//(NR/N'M

)

OM-

P

,.<&+=3)+

!

FR/&/Q/&,MU/O

X

NROM+

X

N/+M-(N

!

R/#M

)

&MS%(

!

P

&$N/&/N

+M-(N

!

DQ:

2

$(0;$:

2

%($-NM&M

)

M-,S&MM0NO$(,U-,%M(

)

OM-

P

$NM(/0$

X

$UN/OM

P

/O$N%M('/O/R%

)

R/ONR$(NRM,/

%($&&M

)

/(/%+S&MM0NO$(,U-,%M(

)

OM-

P

!

NR/0%UU/O/(+/'$,,N$N%,N%+$&&

X

,%

)

(%U%+$(N

"

!

$

*.*K

#!

NR/&/Q/&,MUFH@"

)

!

7C"6

!

7C"E

!

78=I"3$(0!9:

2

%($-NM&M

)

M-,S&MM0NO$(,U-,%M(

)

OM-

P

'/O/&M'/ONR$(NRM,/%(NR/$&&M

)

/(/%+

S&MM0NO$(,U-,%M(

)

OM-

P

!

NR/0%UU/O/(+/'$,,N$N%,N%+$&&

X

,%

)

(%U%+$(N

"

!

$

*.*K

#

.FH@"

)

!

7C"E'/O/(/

)

$N%Q/&

X

+MOO/&$N/0'%NR;$:

2

"

4JV*.A62

!

V*.AKE

!

!

$

*.*K

#!

'R%+R'/O/

P

M,%N%Q/&

X

+MOO/&$N/0'%NR78=I"3

"

4J

)

BK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34

年
A

月第
5*

卷第
6

期
!

7(N1C$SI/0

!

I$O+R2*34

!

[M&.5*

!

HM.6

%

基金项目#苏州市科技发展指导性计划项目&

8\e3>362*

'"

!!

作者简介!陈嘉伟!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输血应用研究"

!

"

!

通信作者!

!"#$%&

#

U&

L

3ABB3462*EK

!

36A.+M#

"

!!

本文引用格式!陈嘉伟!冯金哲!冯丽瑾!等
.

两种不同输血方式对颅脑手术患者血液氧合指标及炎性因子的影响$

1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34

!

5*

&

6

'#

6KB"66*.



*.5KA

!

*.K23

!

!

$

*.*K

#!

7C"6'$,(/

)

$N%Q/&

X

+MOO/&$N/0'%NR;$:

2

"

4JV*.A23

!

!

$

*.*K

#

.FR/%(+%0/(+/MU

$0Q/O,/O/$+N%M(,%($-NM&M

)

M-,S&MM0NO$(,U-,%M(

)

OM-

P

'$,,%

)

(%U%+$(N&

X

&M'/ONR$(NR$N%($&&M

)

/(/%+S&MM0

NO$(,U-,%M(

)

OM-

P

!

NR/0%UU/O/(+/'$,,N$N%,N%+$&&

X

,%

)

(%U%+$(N

"

!

$

*.*K

#

.>*.(3=+0*.

!

8M#

P

$O/0'%NR$&&M

)

/(/"

%+S&MM0NO$(,U-,%M(

!

$-NM&M

)

M-,S&MM0NO$(,U-,%M(%,#MO//UU/+N%Q/%(%#

P

OMQ%(

)

S&MM0OM-N%(/%(0/T/,$(0

S&MM0MT

X)

/($N%M(,N$N-,%(

P

$N%/(N,-(0/O

)

M%(

)

+O$(%M+/O/SO$&M

P

/O$N%M(

!

$(0O/0-+/NR/0/

)

O//MU%(U&$##$"

N%M($(0NR/%(+%0/(+/MU$0Q/O,/O/$+N%M(,.

?&

7

@*,2+

'

$-NM&M

)

M-,S&MM0NO$(,U-,%M(

&

!

$&&M

)

/(/%+S&MM0NO$(,U-,%M(

&

!

+O$(%M+/O/SO$&M

P

/O$N%M(

&

!

MT

X)

/($N%M(

&

!

%(U&$##$NMO

X

U$+NMO,

!!

颅脑血液供应极为丰富!而颅脑手术创伤大*患

者术中出血量较多!大部分患者在术中需要进行输

血!以补充血容量和红细胞*维持循环功能的稳定及

纠正凝血功能障碍$

3

%

"异体输血操作简单*快捷!是

临床上常见的输血方式!但有研究显示异体输血会增

加颅脑手术患者术后感染的风险!同时会降低患者的

免疫功能$

2

%

"自体血液回输是一项将患者贮存好的

自体血通过过滤*离心*洗涤后再回输给患者的输血

技术!不但可以缓解医院的血源压力*避免配型错误!

还能够有效防止传染性病毒的侵袭!避免异体血输入

引起的不良免疫反应$

A

%

"然而自体血液回输技术回

收的血液已经暴露在开放手术术野区!也可能会增加

患者术后发生感染的概率!同时血液在回收清洗过程

中会损伤部分血小板*凝血因子$

5

%

"为进一步分析颅

脑手术中自体血液回输和异体输血的临床使用价值!

本研究对比了两种输血方式对颅脑手术患者血液氧

合指标与炎性因子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在颅脑手术中

选择合适的输血方式提供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通过了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选取
2*36

年
3*

月至
2*3B

年
32

月在本院进行颅

脑手术的患者
E*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3

'所

有患者均进行颅脑手术!并且在术中需要进行输血处

理+&

2

'均无颅脑手术史*输血史+&

A

'美国麻醉医师协

会分级&

=D=

'为
&"'

级+&

5

'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3

'合并有凝血功能障碍者+

&

2

'合并有免疫系统疾病者+&

A

'术前合并有感染性疾

病者+&

5

'合并有心*肝*肾*肺等严重损坏者+&

K

'脑部

以外部位存在恶性肿瘤者"根据术中输血方式的不

同将患者分为自体血液回输组和异体输血组!两组均

为
5*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

=D=

分级*

疾病类型*术中输血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K

'!具有可比性"见表
3

"

表
3

!!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男(女&

(

(

(

'

年龄&岁' 体质量&

W

)

'

=D=

分级
&

(

'

&

(

(

(

'

疾病类型&

(

'

= > 8 ?

术中输血量

&

#C

'

自体血液回输组
5* 2A

(

3B 54.6Ê B.52 62.4Â 6.K6 32

(

2E 3A 33 E E 633.2B̂ AE.65

异体输血组
5* 23

(

34 K*.23̂ B.K5 6A.36̂ 6.65 3A

(

2B 3K 3* 4 6 63K.EB̂ A4.6B

!

2

(

5

*.2*2 *.A3B *.3K6 *.*KE *.KAK *.K2K

! *.6KA *.BK2 *.EBB *.E*4 *.433 *.6*3

!!

注#疾病类型
=

*

>

*

8

*

?

分别为脑动脉瘤*脑膜瘤*胶质瘤*颅骨缺损

A.B

!

治疗方法
!

两组患者均行静吸复合麻醉!采用

瑞芬太尼*丙泊酚进行麻醉维持!同时吸入七氟烷"

自体血液回输组在术中采用自体血液回输进行输血!

术中应用自动模式下的血细胞回输仪进行血液回收!

处理后回输浓缩红细胞"异体输血组在术中采用异

体输血的方式进行输血!输注医院血库浓缩红细胞"

A.C

!

观察指标
!

在术前*术后
30

抽取两组患者的空

腹静脉血
K#C

!检测两组患者的血常规和凝血功能!

指标包括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凝血酶

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在术前*术后
30

抽取两

组患者的颈内静脉和桡动脉血各
A#C

!采用血气分

析仪&雷度
=>C4*@C!\

'检测患者的氧摄取率

&

!9:

2

'*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

DQ:

2

'*动脉血氧分压

&

;$:

2

'"在术前*术后
30

抽取两组患者的空腹静脉

血
K#C

!

A***O

(

#%(

离心
3*#%(

后分离血清!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

)

&

FH@"

)

'*白介素
"3

%

&

7C"3

%

'*白介素
"6

&

7C"6

'*白介

素
"E

&

7C"E

'*细胞间黏附分子
"3

&

78=I"3

'水平"记录

两组患者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

A.D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D;DD34.*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_

'的形式表示!采用
!

2 检验"计量

资料以
G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5

检验!组内比

较采用配对
5

检验"此外!采用
;/$O,M(

系数进行相

关性分析"检验水准
)

J*.*K

!

!

$

*.*K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和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

术前两组患者血常规指标和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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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

!

#

*.*K

'+术后
30

两组患者的红细

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明显低于术前!且自体

血液回输组高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术后
30

两组患者的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见

表
2

"

B.B

!

两组患者血液氧合指标比较
!

术前两组患者血

液氧合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术后

30

两组患者的
!9:

2

明显升高!

DQ:

2

*

;$:

2

水平明

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术后
30

自体

血液回输组的
!9:

2

水平低于异体输血组!

DQ:

2

*

;$:

2

水平高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见表
A

"

B.C

!

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及
78=I"3

水平比较
!

术前

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及
78=I"3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K

'+术后
30

两组患者的
FH@"

)

*

7C"

6

*

7C"E

*

78=I"3

水平明显升高!且自体血液回输组低

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见

表
5

"

B.D

!

术后
30

炎性因子与血液氧合指标*

78=I"3

的

相关性
!

;/$O,M(

相关性分析显示!

FH@"

)

*

7C"E

与

!9:

2

*

DQ:

2

均不相关&

!

#

*.*K

'!与
;$:

2

呈负相关

&

!

$

*.*K

'!与
78=I"3

呈正相关&

!

$

*.*K

'!

7C"6

与

!9:

2

*

DQ:

2

*

78=I"3

均不相关&

!

#

*.*K

'!与
;$:

2

呈负相关&

!

$

*.*K

'"见表
K

"

表
2

!!

两组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和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G B̂

&

组别
(

时间
红细胞计数

&

a3*

32

(

C

'

血红蛋白

&

)

(

C

'

血小板计数

&

a3*

4

(

C

'

凝血酶原时间

&

,

'

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

,

'

自体血液回输组
5*

术前
5.EB̂ *.AE 32A.6B̂ 2A.K5 2A3.52̂ B6.K5 32.53̂ 3.A6 A*.24̂ A.32

术后
30 A.B2̂ *.AA

*%

44.K2̂ 3B.5A

*%

232.KÂ K2.53

*%

32.5Â 3.56 A3.KÂ 2.EB

异体输血组
5*

术前
5.EÂ *.A6 32*.K4̂ 25.63 2A*.K5̂ B*.A6 32.AÊ 3.2E A*.A5̂ A.25

术后
30 A.56̂ *.A3

*

4*.BÂ 36.B2

*

2*5.32̂ KA.EK

*

32.K5̂ 3.A2 A3.54̂ 2.46

!!

注#与术前比较!

*

!

$

*.*K

+与异体输血组比较!

%

!

$

*.*K

表
A

!!

两组患者血液氧合指标比较%

G B̂

&

组别
(

时间
!9:

2

&

_

'

DQ:

2

&

_

'

;$:

2

&

##Z

)

'

自体血液回输组
5*

术前
25.E3̂ 6.3A E5.A6̂ B.A3 K32.B3̂ 25.6K

术后
30 2E.EB̂ 6.*2

*%

BB.K5̂ 6.4K

*%

5E2.6Ê 23.56

*%

异体输血组
5*

术前
25.*5̂ 6.5E E5.2Ê B.3K K3*.2Â 26.B2

术后
30 A3.A*̂ 6.*B

*

B3.2Â 6.EB

*

56A.K5̂ 22.34

*

!!

注#与术前比较!

*

!

$

*.*K

+与异体输血组比较!

%

!

$

*.*K

表
5

!!

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和
78=I"3

水平比较%

G B̂

&

组别
(

时间
FH@"

)

&

(

)

(

C

'

7C"6

&

(

)

(

C

'

7C"E

&

(

)

(

C

'

78=I"3

&

(

)

(

#C

'

自体血液回输组
5*

术前
32A.*Ê 26.2A 66.AB̂ B.*6 23A.6B̂ 25.E4 232.3Ê 3K.B4

术后
30 34*.52̂ A3.56

*%

E5.65̂ 33.26

*%

2B4.45̂ A2.6E

*%

2B6.E5̂ 24.5B

*%

异体输血组
5*

术前
32B.*6̂ 2B.23 6K.EÊ B.A2 233.65̂ 23.6K 235.K6̂ 3B.2A

术后
30 A2A.B3̂ A5.6E

*

334.5K̂ 35.EB

*

5EK.46̂ 56.BA

*

5KA.6Ê 62.56

*

!!

注#与术前比较!

*

!

$

*.*K

+与异体输血组比较!

%

!

$

*.*K

表
K

!!

术后
30

炎性因子与血液氧合指标#

78=I"3

的相关性

指标
!9:

2

4 !

DQ:

2

4 !

;$:

2

4 !

78=I"3

4 !

FH@"

)

*.32A *.B52 V*.36E *.A6K V*.A62 *.*AB *.5KA *.*2K

7C"6 *.*4E *.EK4 V*.3*6 *.5E5 V*.A23 *.*5E *.2K* *.*B4

7C"E *.*EB *.E46 V*.32B *.52K V*.AKE *.*52 *.K23 *.***

B.J

!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

自体血液回输组未出现明

显的输血不良反应!但术后出现了
3

例肺部感染!

3

例

泌尿感染!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K.**_

+异体输血组出

现
2

例输血不良反应!术后出现
A

例肺部感染!

2

例泌

)

4K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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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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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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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感染!

3

例切口感染!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_

"

自体血液回输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异体输血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J5.335

!

!J*.*5A

'"

C

!

讨
!!

论

!!

颅脑手术是神经外科广泛开展的一项手术!该类

手术通常操作时间长*术中出血量大!尤其是部分老

年患者对于缺血的耐受性较差!术中往往需给患者进

行输血!以改善微循环状态$

K

%

"近年来随着交通意外

和脑部恶性肿瘤患者数量不断增加!需要进行颅脑手

术的人数也随之增多!导致临床血源日益紧张$

6

%

!同

时颅脑手术会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患者的血脑屏障!

导致各类致病菌更容易进入颅内!增加了感染发生概

率"除此之外!异体输血也可能会引起发热*溶血*免

疫抑制等不良反应!导致患者出现经血感染$

B"E

%

"自

体血液回输技术中的献血者与受血者为同一个体!不

需要消耗临床血源!能有效缓解特殊血型血源不足的

问题!同时可有效避免异体血输入引起的乙肝病毒*

丙肝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并且可以省去检

验血型和交叉配血试验!为紧急情况的患者节约宝贵

的抢救时间$

4"3*

%

"钟青等$

33

%研究报道显示!自体血液

回输技术还可有效降低颅脑手术对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同时降低术后感染率"然而自体血液回输技术

中的滤过*洗涤是否会降低血中血小板*凝血因子数

量!术中回收血液是否会增加患者感染概率等问题尚

且存在争议!本研究就此展开研究!分析自体血液回

输对颅脑手术患者血液氧合指标与炎性因子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
30

自体血液回输组红细

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高于异体输血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K

'!术后
30

两组患者的凝血

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K

'"这说明与异体输血相比!自体血液回输

并不会影响患者的凝血功能!同时可有效降低手术对

患者血常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自体血液回输技术回

输血为新鲜的红细胞!其浓度较高"术后
30

自体血

液回输组的
!9:

2

水平低于异体输血组!

DQ:

2

*

;$:

2

水平高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

这提示自体血液回输可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血液氧合

状况!这可能是因为库存异体血在体外保存时间较

长!导致游离血红蛋白增加!降低了携氧能力!而自体

血液回输立即输注新鲜的红细胞具有较好携氧能力!

进而有效改善患者血液氧合状况$

32"3A

%

"手术对机体

造成的创伤易引发机体产生各类应激反应!进而促进

各类炎性因子的释放!产生炎性反应!

FH@"

)

*

7C"6

*

7C"E

均是常用于衡量炎性反应程

度的指标!其数值越大通常代表炎性反应程度越剧

烈"在本研究中自体血液回输组的
FH@"

)

*

7C"6

*

7C"E

水平低于异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

这说明自体血液回输可有效降低手术引发的炎症应

激程度!这可能与自体血液回输产生的输血不良反应

率低及对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小有关$

35

%

"

78=I"3

会在炎性因子的诱导下出现明显的表达上调!而

78=I"3

高表达可促进炎性因子的释放!级联放大炎

性反应$

3K

%

"自体血液回输组的
78=I"3

水平低于异

体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这说明自体

血液回输可有效降低
78=I"3

的表达!有利于患者恢

复!这可能与自体血液回输炎性反应程度更低有关"

进一步研究发现!

FH@"

)

*

7C"E

与
;$:

2

呈负相关

&

!

$

*.*K

'!与
78=I"3

呈正相关&

!

$

*.*K

'!

7C"6

与

;$:

2

呈负相关&

!

$

*.*K

'"说明炎性因子可促进患

者体内
78=I"3

的表达!而
;$:

2

与相关炎性因子的

具体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36

%

"在不良反应

方面!自体血液回输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异体

输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说明自体血液

回输的安全性较好"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3

'不良反

应的发生!例如感染!与手术过程中的无菌操作*术后

的抗菌药物应用*术后意识情况*术后的换药护理等

因素均相关!单纯的输血因素并不一定起主导作用+

&

2

'同样是颅脑手术!但不同体积和不同部位的脑膜

瘤*不同个数和不同部位的动脉瘤*不同级别和不同

位置的胶质瘤*不同面积大小的颅骨缺损修补术及不

同的手术时长均会影响术后的血常规指标*血液氧合

状况*炎性反应程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因此!后续会

更进一步地针对单病种神经外科手术进行统计学分

析比较!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自体血液回输可有效改善颅脑手术患

者的血常规指标*血液氧合状况!降低炎性反应程度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
78=I"3

的表达!炎性反应

与
78=I"3

*

;$:

2

存在一定的联系"

D

!

结
!!

论

!!

与异体输血相比!自体血液回输能够有效缓解临

床血源压力!避免异体血输入引起输血反应!并且可

以有效地改善颅脑手术患者的血常规指标*血液氧合

状况!降低了炎性反应程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初

步分析患者的炎性因子与血液氧合指标*

78=I"3

的

相关性!其具体作用机制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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